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级记者 刘海泉

加快建设创新型经济强省、文化强省、生态强省，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16页的《安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字字句句都在回应百姓关切和期待：脱贫奔小康、激发创新创业
激情、消除重污染天气……这些文字描绘的既是“美好安徽”的蓝图，更是老百姓未来生活的新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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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奔小康、激发创新创业激情、消除重污染天气……

共享发展描绘“美好安徽”新愿景

推动合肥、芜湖、安庆、马鞍山、铜陵等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
承接地建设。力争到 2020 年皖江示范区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接
近7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力争超过60%。

深入推动蚌埠、阜阳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进一步提升淮北、
亳州、宿州、淮南中心城市能级。到2020年，皖北地区工业增加值
力争比2015年翻一番，工业化率提高到47%左右。

打造皖南世界遗产之旅、九华山朝圣之旅、天柱山生态养生之
旅、皖江黄金水道之旅等一批精品线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经营
实力的领军企业，构建以文化旅游为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实施“十大工程”，打赢脱贫攻坚战

深入实施《脱贫攻坚工程》，以增加贫困群众收入为核心，
以改善贫苦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以大别山地区和皖北
地区为主战场，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大力实施产业
脱贫、就业脱贫、易地扶贫搬迁、生态保护脱贫、智力扶贫、社
保兜底脱贫、健康脱贫、基础设施建设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
贫等“十大工程”，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到2018年，全省总体
上达到脱贫标准。到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贫困县确保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创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聚焦能源、信息、材料、生命、环境等科学领域，集聚世界一
流人才，整合相关创新资源，新建一批国家级研发平台，形成共
性技术研发圈，努力建设国际一流水平、面向国内外开发的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平台、科学研究
的制高点、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股权激励、财政补助、贷款
支持等方式，充分调动高校院所科技人员、高层次人才、青年大

学生以及草根能人创新创业激情。

新建和改造养老床位20万张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遏制出生人口性
别比升高趋势；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倡导医
疗机构将护理服务延伸至居民家庭。

在全省重点培育50家养老骨干企业，建设10个养老服务
业发展园区。新建养老床位 10 万张，改造床位 10 万张，建设
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2000 个，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 1.2
万个。到2020年，全省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达到45张。

全面普及15年基础教育

继续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扩大公办园资源；继续
扶持普惠性民办园。城市市区、县城城区每3万常住人口至少
建设 1 所公办幼儿园，每个乡镇至少办好 1 所公办中心幼儿
园。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到2020年，全省高中阶段教育毛
入学率稳定在90%以上，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

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分类建设一批特色高水平高
校，加快推进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性深度转变。到
2020年，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3%。

大力培养全科医生、家庭医生

实施居民健康行动计划，优化疾病防控、计划生育、妇幼保
健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扎实推进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
革试验，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推进医药分开，实行分级诊
疗。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坚持公益属性，建立符合医
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加大全科医生、家庭医生队伍培
养力度。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发展，发展远程医疗。到
2020 年，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 6 张，每千常
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达到2.32人。

力争5年后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实行省以下
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开展环保督查巡视，严
格环境监管执法。严格实行环境空气质量和大气污染工作双
考核制度，强化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联治。启动开展噪音
环境、辐射环境等整治工作。

实施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清
洁生产技术改造、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提升、秸秆综合利用及车
辆“油改气”等项目，力争到 2020 年或更长时间，基本消除重

污染天气，全省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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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力争翻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