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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遗 失失
遗失 南京茗清缘茶叶经营部公章，声
明作废。
遗失 建邺祥源小吃店公章，声明作废
并承诺寻回后不再使用。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条例》
分为总则、政治参与、人身和人格
保护、文化教育和卫生、劳动和社
会保障、财产和婚姻家庭、救济措
施和法律责任以及附则，共八章五
十五条。

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在初
次审议时，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
专家代表提出，要缓解妇女生育与
职业发展的矛盾，增加生育支持的
相关内容。《条例》第三十三条指

出，“市、区人民政府和江北新区管
理机构应当在规划、财政、教育、住
房保障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完善
落实生育支持政策，减轻妇女和家
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第三十四
条规定，“增加多种形式的普惠托
育服务供给，探索建立社区嵌入式
等公办、公建民营托育服务机构，
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鼓励有条
件的幼儿园延伸托育服务”。“作出
这样的规定，就是想通过大力发展
普惠性托育服务，将女性和家庭从
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南
京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李华表
示。

完善财产和婚姻权益。《条例》
第四十五条指出，婚姻登记机关通
过适当方式提供婚前辅导、婚姻家
庭关系调适，为离婚冷静期的当事
人提供情感沟通、心理疏导、关系
修复等专业辅导服务。针对农村

“外嫁女”权益“两头空”现象，《条
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提出，“农村
妇女结婚，未取得其他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不得取消其成员身份”。根
据今年6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条例》
对农村妇女财产权益的保护作了
更加完善的表述。

健全反家暴机制。在首次审
议时，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对
反家暴机制建设的内容，建议进行
细化，增加可操作性。李华介绍，
反家暴工作的着力点在加强预防
和联动机制。而南京在实践中，对
反家暴联动机制已有比较成熟的
做法和经验，应当在条例中进行提
升和固化。记者了解到，《条例》第
四十六条明确，建立预防和制止家
庭暴力联动工作机制，完善家庭暴
力警情联动服务平台建设。同时
指出“将协助排查、上报和处置家
庭暴力线索，纳入城乡网格服务管
理事项清单”，形成社会整体联动、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条例》的制定，既是落实落
细上位法规定，着力破解南京妇女
权益保障痛点难点问题的重要体
现，也是将南京在妇女权益保障方
面好的经验做法，通过立法的形式
予以固化，并进一步凸显地方特色
的务实之举。”南京市人大常委会
新闻发言人、研究室负责人表示。

原《南京市消防条例》于2011
年2月，经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制定，经省人大批准
后，当年7月颁布实施。《条例》实
施 13年来，在南京预防火灾和减
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
保障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城市现代
化建设的步伐加快，特别是随着上
位法的多次修订与完善，原条例的
很多内容与新的法律规定、机构职
责、工作体系机制不相适应，亟须
通过修订完善《条例》，推动消防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南京市消防救
援支队支队长吴国祥表示。

自《条例（修订草案）》被列为
今年的正式立法项目以来，南京市
消防救援支队成立了条例起草工
作领导小组。起草工作组开展了
大量的调查研究，拟定了修订方
案，组织开展了重点课题研究，收
集编印修订参考材料，在各基层单
位开展座谈交流，广泛征求意见。
今年4月形成《条例（修订草案）》
初稿，通过“南京消防”微信公众号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作为《条例（修订草案）》的一
审委，南京市人大社会委主任委员
张锦荣介绍，从今年 7月开始，提
前介入并启动相关准备，先后召开
立法修订专题座谈会，梳理出5个方
面16项重点问题和应对举措；积极
开展专题立法调研，深入部分区、街
道、社区和重点行业企业、各类人员
密集场所、各级消防救援机构，深
入掌握一手情况，广泛征集相关部
门、人大代表、基层执法人员以及
企业和居民代表的意见建议。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首次提
请审议的《条例（修订草案）》分为
总则、消防安全责任、消防组织、火
灾预防、灭火救援和火灾事故调
查、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共8

章 77条。《条例（修订草案）》在全
面压紧压实消防安全责任、固化总
结南京的经验做法、聚焦解决消防
安全管理难点、堵点等方面有着鲜
明的特色亮点。

在火灾预防方面，《条例（修订
草案）》将人员密集、地下大型商业
综合体、公共娱乐场所、储电站等
重点场所，福利院、养老机构、校外
培训、托育机构等特殊场所，密室
逃脱、剧本杀等新型业态场所的消
防问题纳入条例当中。拟进一步
规范既有建筑改造要求、适用标准
执行等问题，拟新增区域性火灾隐
患认定标准及处理措施，加强数字
信息技术在消防技防、物防中的运
用等。

“多年来，南京在消防救援实
践探索中，形成了一些新的具有地
方特色的成功做法。《条例》的修
订，既是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
位法精神，总结固化南京成功经验
的具体体现，也是解决南京消防领
域重难点问题，促进消防安全与经
济发展良性互动，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安全、健康的新期待的现实所
需。”南京市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
人、研究室负责人表示。

《南京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审议通过
明确建立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联动工作机制

“政府有关机构要完善和落实
生育支持政策，减轻妇女和家庭生
育养育教育负担；婚姻登记机关要
为离婚冷静期的当事人提供专业
辅导服务；加强家庭暴力警情联动
服务平台建设，实现数据共通和信
息共享……”10月23日，南京市十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召
开，审议并通过了《南京市妇女权
益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条例》将报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
准后实施。

通讯员 黄瑞娟 肖日东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南京拟对消防安全作新规
涉及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新型业态场所

10月22日，南京市十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会
议听取了市政府提请审议的《南
京市消防条例（修订草案）》议案
（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
并听取了市人大社会委对该条例
修订草案的审查报告。这标志着
已实行13年之久的原条例迎来了
首次修订。

通讯员 宁人宣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近年来，南京抢抓“大船深水”
发展机遇，着力提升港口设施能
级、拓展通道网络，全力打造南京
都市圈“最佳出海口”，区域性航运
物流中心取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南京已初步建成龙潭、
西坝、新生圩三大公铁水联运枢
纽，南京港多式联运示范项目
2023年入选“国家多式联运示范
工程”；深水航道通航条件不断
改善，11.8米吃水船舶成功靠泊
南京港。2023年，南京港集团完
成集装箱多式联运量 15.68 万
TEU（标箱），连续两年保持全国
内河港口第一；航线网络辐射效
应持续增强。

在上一阶段规划建设成果基
础上，此次发布的《南京区域性
航运物流中心发展专项规划》，
明确了航运物流中心作为综合
型江海转运主枢纽、港产城融合
发展先行区、航运物流产业引领
示范区、服务模式创新试验区的
战略定位，聚焦港口、码头、集疏
运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
航运物流服务集聚区物理载体
等硬件条件。推动龙潭、西坝物
流要素集聚区、下关航运服务要
素集聚区和七坝、滨江、新生圩
物流枢纽联动发展；同时在加强
枢纽功能的基础上，围绕完善现
代航运服务体系，支撑航运产业
全链条发展等方面加大力度。
到2030年，南京基本形成功能完
善的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到
2035年，全面建成“布局合理、功
能完善、要素集聚、创新高效”的
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南京
港货物吞吐量达到4亿吨，
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630 万
标箱，初步实现港产城一体
融合发展，有力支撑南京港
口枢纽城市的建设。

此次发布的《南京港总
体规划》，是南京获批的第
一部指导港口建设发展的
重要纲领文件，也再次明确
了南京港的定位。根据上

述总规，南京港规划形成“一港
十三区”的总体发展格局：新生
圩、龙潭、西坝、马渡、七坝、铜井
港区是规划发展综合运输的公
共港区；板桥、大厂、栖霞港区是
规划服务临港工业发展的港区；
浦口、上元门、下关、栖霞山港区
是规划以旅游客运功能为主的
港区。共规划形成码头泊位245
个，形成泊位通过能力 3.85 亿
吨，集装箱通过能力960万标箱。

在港口功能布局方面，强化
岸线集约高效利用、专业化规模
化建设和港口服务功能拓展。
港口岸线规划总长度 65.57 公
里，规划客运功能集中布局在八
卦洲长江大桥（长江二桥）与大
胜关长江大桥（长江三桥）之间；
货运功能布局在大胜关长江大
桥（长江三桥）上游和八卦洲长
江大桥（长江二桥）下游，最终形
成客货功能清晰、岸线连片布局
的“一江两岸、大桥上下、连片开
发”总体格局。

据介绍，接下来，南京将根据
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规划和南
京港总体规划建设，全力推进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助力港口能级
和服务水平提升。龙潭七期工
程、新生圩码头改建二期、龙潭
公铁水多式联运中心等32个项
目将在近三年内开工，直接投资
超 400 亿元，间接带动投资超
300亿元。新生圩二期、梅钢原
料码头、龙潭七期等具备条件的
重点项目预计将在2024年内及
2025年一季度开工建设。

打造“一港十三区”新格局

南京2035年全面建成
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

10月23日，南京市举办“港启新程·航创未来——南京区域
性航运物流中心建设推进会”。会上，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南
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发展专项规划（2024—2035年）》《南京
港总体规划（2024—2035年）》，明确了推进区域性航运物流中
心建设的重点项目与举措。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娜 通讯员 宁交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