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底：
16市全部实行联动机制
保障措施：目前，全省有14个市建立了价格上涨与保

障低收入群体生活联动机制，合肥、淮北、芜湖等10个市

按照联动机制要求，向困难群众发放了价格临时补贴，对

减轻困难群众生活负担、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保障作

用。据省政府要求，各地市在9月底前全面落实价格上

涨与保障困难群众生活联动机制。

百姓受益：省物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月底前，完

全可以实现16个地市全部启动联动机制。据初步统计，

各级价格部门对低保困难家庭水、电、气、有线电视、医疗

等价费减免优惠政策，每户每月受益近30元。

菜篮子：
蔬菜、生猪生产充足物价可控
保障措施：省物价局调控处胡贤海处长分析，虽然实现

全年预期调控目标面临不少困难，但当前绝大多数商品库

存充足、供大于求。

百姓受益：各地去年下半年以来加大蔬菜、生猪等农

副产品生产投入的政策效应将在后几个月进一步显现，

稳定物价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后期物价仍将处在可

控区间。

保障措施：今年初，为了稳定物价，我省下

发了通知，暂停水、热、气等公共服务价格的上

调。进入四季度，我省依然执行这一政策。此

外，为了保证市场稳定，物价部门在全省设立

了954个价格监测点，对1342种重要商品和服

务价格进行监测。开展对商贸流通企业市场

价格检查。

百姓受益：在全国率先对主要商业零售企

业经营的米、面、食用油、牛奶等重要生活必需

品实行提价告知制度，将通过约谈、告诫和政

策提醒等，引导和规范企业价格行为，保障居

民生活水平。

记者 王玉

四季度：
暂停水、热、气等价格上调

水、气、热等涨价“硝烟”已散尽

我省四季度继续暂停价格上调
昨日，全省价格分析会再次确认，今年四季度，我

省继续暂停水、气、热等价格上涨，保障民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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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对各个县区实行差异化考核。“在

经济发展中突出考核战略性新产业投资、

三产兴市和创业富民年度任务以及自主创

新能力建设等，重点考核投资强度和集约

节约用地。”芜湖市委书记陈树隆说。

保护就要“护到位”，开发更要“讲效

益”

“不发展最不科学，要发展必须科学。”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沈卫国说，

如何破解加快发展与转型发展双重课题，

实现最优最美的发展，形成错位竞争的生

动格局，是安徽此次转变考核方式的目的

所在。

一个个区域发展战略先后在安徽酝酿

出台、落地生根。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设立合肥芜湖

蚌埠自主创新综合改革试验区，打造合肥

经济圈，高起点规划皖南国际旅游示范区，

出台政策文件加快沿淮和皖北地区、大别

山革命老区又好又快发展。

安徽各地纷纷实施城镇化与工业化双

轮驱动，认真研究本地环境保护与开发开

放的关系，积极探索又好又快发展路径。

宣城市目前与无锡等地合作共建园区，推

动产业集群整体转移，打造面向长三角地

区的新型制造业基地；同时，还启动创建国

家生态市和环保模范城市活动。安庆突出

打造纺织服装、机械和装备制造等千亿产

业，推进华茂国际纺织工业城等项目建

设。宿州瞄准制鞋产业大力引资，专门出

台关于加快制鞋产业基地建设的意见，目

前基地已入驻百丽、康奈等44家企业项目，

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可解决近

8万人就业。

有中部崛起、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

的国家战略机遇，又有合肥经济圈、加快皖

北及沿淮地区、大别山革命老区又好又快

发展政策机遇，革命老区六安被形容为“五

福临门”。“把政策机遇与本地特色优势联

姻，最好最快、最大限度地把特色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六安市委书记孙云飞介绍，

六安谋划了一系列项目，建设优质农副产

品生产加工基地，全面提升钢铁及其制品、

汽车零部件等主导产业。

“保护就要‘护到位’，开发更要‘讲效

益’。”池州市委书记童怀伟说，池州开发坚

持以新兴产业为发展方向，选择环境污染

小、经济效益高的项目。依托丰富的硅、铜

深加工产品，池州酝酿把电子信息产业作

为首位产业培育，打造国内一流的集成电

路产业集聚区。在山区腹地大力发展旅游

业和特色生态农业，打响九华山金字招牌。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黄山的保护是第一

位的，新的考核体系引导我们更下功夫去

守护好这些资源、环境。”黄山市委书记王

福宏说，如今，黄山启动总投资400多亿元

实施新安江水源保护工程、绿色质量提升

行动，投资60亿元实行百村千幢工程，保护

古民居。

创新、发展；保护、转型！有什么样的

考评、什么样的导向引领，就会诞生什么样

的发展模式。在安徽，从淮北到江南，从皖

东到皖西，无论是山区森林还是平原粮仓，

无论是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还是自

主创新试验区的摸索，在新的“指挥棒”下，

到处奏响科学发展的最强音。

刘杰 何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