
104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资
讯

INFORMATION

 2020.8 -  105    

  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在邕揭牌

 8月11日，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揭牌仪式在南宁举行。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的揭牌标志在广西一个跨区域、跨境的

数据产品交易服务机构正式建立，将进一步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助力广西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广西加快构建安全、开放、共赢的数据生态圈，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应运而生。该中心由中国—东盟信息港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数字广西集团、上海数据交易中心、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发起共同组建成立。北部湾大数

据交易中心是以“政府指导，自主经营，市场化运作”为原则的国际化数据资源交易服务机构和数据服务全生态交易平台。

它是面向中国与东盟区域汇聚、处理、使用和交易各类数据产品的枢纽，也是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和实施数字广西战略的

基础设施平台之一。

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可以为平台上下游合作伙伴提供数据采集、存储、计算、清洗、分析、咨询、展示、应用等全链

条、全方位、一站式服务。以交易佣金、授权使用费、资源使用费、定制产品开发费、数据深度加工服务费等为盈利模式，

为金融、交通、农业、工业、贸易等各行业提供覆盖信息核验、营销获客、精准服务、金融服务、智能制造等关键环节的深

度融合服务。

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的成立，将不断夯实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创造和分配的基础，提升广西数字政府治理能

力，降低数据获取及应用门槛，完善数据创新链、产业链，助推区域数据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充分发挥数据作为驱动经济发

展“新能源”的作用，促进中国—东盟数据交易生态繁荣。

  南宁6518名垃圾分类督导员即将上岗

为进一步提升南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监督管理水平，强化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南宁市生活垃圾分类的

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8月14日，南宁市垃圾分类办组织召开2020年第一期生活垃圾分类督导员培训会。全市各城区（开发

区）督导员代表、各有关成员单位督导员队伍负责人共460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以《南宁市垃圾分类现状与方法》及“垃圾分类督导员沟通技巧”为主要内容，分别由南宁市垃圾分类办李

航及广西区妇联婚调委专家库专家、团市委12355心理咨询师吕小天讲授。在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积极参与提问与交流讨

论，并踊跃参加垃圾分类知识在线测试。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参训人员较好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知识储备已达到上岗履职

要求。

南宁市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实行动态管理，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组建。全市十个城区居住区、公共机构、商业综合体等

相关企业三个指定领域共配备督导员6518人，主要由物业管理人员、保洁人员，公共机构在职工作人员及商业机构在职管理

员组成。下一步，南宁市垃圾分类办将结合《南宁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贯，按照《南宁市居民住宅区生活

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工作方案》的安排，于9月起组织6518名督导员上岗，有序实施督导。

  河池宜州区：打造文明新农村 筑梦美丽新家园

近年来，河池市宜州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指引，以开展“美丽宜州·宜居乡村”活动为契机，

全力推进幸福美丽新家园建设，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提升老百姓幸福指数。

日前，走进安马乡索敢村梁桥屯看到，这里房子亮化、绿树成荫、道路环通，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村道硬化，村容整

洁，村里还建成了阅览室、文化室、戏台等文化基础设施，全屯经济繁荣，群众和睦相处，处处展现出美丽乡村的新气象。

近年来，宜州区坚持“生态立区”的发展理念，注重美丽乡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以“洁化、美化、转化、文化”为

途径，以幸福美丽新家园建设为依托，以推进新型城镇化示范县建设为抓手，优化村庄空间布局，积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城镇化格局。投入5000万元实施农村环境提升工程，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村容村貌整治力度，切实提升农村环境质量，全力打造“幸福新家园、休闲新乐园”。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宜州区坚持走农业产业化道路，以工业带动农业产业化，以农业产业化带动新农村建设。通过深

入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大力发展桑蚕产业，以广西嘉联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等龙

头企业为带动，积极打造“丝绸新都”，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以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推动新农村建设。

截至目前，宜州区共建成“绿色村屯”示范屯89个，已经完成自治区、河池市级重点示范中心村建设53个，努力打造出

一批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新家园。

  8月底前南宁3000多个住宅区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8月10日，南宁市召开2020年南宁市生活垃圾分类上半年工作总结暨迎检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会议提出，在8月底前实现

垃圾分类在3000多个住宅区全域铺开推行。

居民小区覆盖率是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考评验收的重点。会议提出，相关部门要按照7月31日前完成硬件设施的配备和生

活垃圾收运点位的规划、8月31日前完成督导员队伍建设的目标推进，实现垃圾分类在3000多个住宅区全域铺开推行。

此外，将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工作融入创城行动中；要改造设施，确保分类垃圾桶足额配备到位，有条件的小区应

设置分类投放屋或投放亭；要入户宣传，告知居民垃圾投放点的位置、误时投放点的位置以及垃圾投放的时间段；要桶边督

导，按照每设一个投放点就要配备一个督导员的原则开展开袋检查和督导工作，培养居民正确分类垃圾的习惯；要分类收

运，确保在分类出来的垃圾能得到分类运输和处理。

据了解，南宁市分类体系建设的短板在于末端设施建设，厨余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和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体系不完善最为突

出。为此，会议要求，要以实现全程分类为目标，抓紧配齐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设施设备，并喷涂统一、

规范、清晰的标识，努力破解“先分后混”“混装混运”难题；同时统筹解决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其他厨余垃圾处理

问题，建成、在建、规划建设的厨余垃圾处理能力和产生量要相匹配，加快配套建设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此外，持续开展厨余垃圾就地处理探索，选取部分条件较好的公共机构、学校、企业、农贸市场等单位，通过配置小

型独立式的厨余垃圾处理设备实现就地化处理。可回收物方面，在住宅小区建设回收服务点，以街道为单位建设中转站，以

县（区）、开发区为单位建设分拣集散中心，形成市民可回收物交投便捷、企业可回收物转运物流畅通的有效系统，力争在

2020年底建立健全多方协同的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回收再利用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