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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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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1.加强创新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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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安徽
计划投入1067亿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的重
要一年。2018年该怎么干？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以及要重点做好十个方面
工作，从供给侧改革到乡村振兴，从脱贫攻坚到污染防治，很多大事关系你我，值得关注。▋星级记者 刘海泉

2018年预期目标：
全省生产总值增长8%以上

报告提出，我省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全省生产总值增长8%以上，财政收入增速高于经济
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常住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5%以上，新增城镇就业63万人，城镇
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节能减排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建设首批 10 个安
徽省技术创新中心。开展企业研发准备金、创新
券制度试点。发展科技融资担保、科技保险，重点
支持初创期科技企业。实施科技企业孵化器、加
速器建设和升级工程，支持企业、开发区在海外设
立离岸创新中心。建立省科技成果在线登记系统
和技术市场数字平台。建立知识产权创造、保护、
运用机制，支持知识产权法庭建设。建成安徽创
新馆。

建设首批10个省技术创新中心

开辟人才激励“绿色通道”，实施以增加知识价
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
收益比例。开辟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启动国家科
学中心引进海外人才百人计划，加强院士工作站、
海外人才工作站建设，引进扶持 50 个高层次科技
人才团队。开辟人才职称“绿色通道”，完善科技事
业单位岗位统筹管理机制，建立有利于人才脱颖而
出的职称评价制度。

启动引进海外人才百人计划

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再退出煤炭产能
690 万吨，压减生铁粗钢产能 228 万吨。推进“僵
尸企业”处置，破除无效供给。推动煤炭、冶金、化
工、建材、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新一轮技术改
造。对工业强基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设备购置补
助、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落实中小微企业税收
优惠政策，扩大电力直接交易规模，清理规范涉企
保证金，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进一步降低企
业成本。

推进“僵尸企业”处置

加快省军民融合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支持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与国防军工单位合作，实施一批国
家重大军民融合建设项目。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落实促进消费政策，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扩大信息消费，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引导共享
经济新业态有序发展。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实施车购税优惠政策。扩大健康消费，大力发展医
疗、体育、养老等产业。加快旅游业发展，大力培育
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景区管理
水平，推进乡村旅游服务标准化、产品特色化、营销
智慧化。

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

落实鼓励民间投资政策措施，加大基础设施、社会
事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开放力度，吸引民间资本进
入。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健全PPP项目价
格和收费适时调整机制，开展政务失信专项治理，提高
民间资本收益预期。

开展政务失信专项治理

实施新能源汽车、智能语音、集成电路、工业
机器人、现代医疗医药等专项支持政策，加快建设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成江淮大众新能源汽
车、中安联合煤化工等重大项目。实施“统企登
云”计划，开展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推进生产线、车
间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工厂培育。深化绿色制造体
系建设，开展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
创建。开展提升制造业质量标准行动，筹建省技
术标准创新基地，启动国家检验检测高技术服务
业集聚区建设。

提升制造业质量标准

推进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开工建设昌景
黄、池黄高铁，力争开工合新、宣绩高铁，建成杭黄
高铁。实施 10 条断头国省干线公路贯通项目，开工
建设沪汉高速无为-岳西段、溧宁高速黄山-千岛湖
段，全面推进县县通高速补齐项目，加快建设芜湖-
黄山、蚌埠-固镇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德上高速池州-
祁门段，新增高速公路 160 公里、一级公路 350 公
里。开工建设芜宣机场，改扩建阜阳、池州、安庆机
场。开工建设新汴河航道安徽段。开展港口资源整
合，建立统一的港口发展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引
江济淮主体工程完成投资 160 亿元，开工 20 座重点
易涝地区排涝泵站、70 个中小河流治理和 250 座小
型水库加固项目。建成准东-皖南特高压直流工程、
合肥-六安天然气干线。

开建芜宣机场、改建三机场

人工智能的浪潮已经来临，我省要发挥优势，不失
时机站上潮头。加快发展智能芯片、智能终端等制造
业，大力培育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创意、移
动传播等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加快“中国声谷”建设，
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发展。完善信息网络基础
设施，构建大数据交易平台。在医疗、教育、养老、物
流、城市管理等领域，开展“智慧+”应用试点示范。

人工智能要站上潮头

实施农业品牌提升行动，加强“三品一标”农产
品认证，创建16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深入实施
农业产业化发展工程，创建产值超50亿元的农产品加
工示范园区5个。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500个，创
建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园6个。

创建16个农产品示范县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
营，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应用，建设
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管理平台，深化农村承包地经
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
核资，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三变”改
革。探索盘活用好闲置农房和宅基地的有效办
法。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推进集体林权、农垦等
改革。

盘活用好闲置农房宅基地

集中力量抓好农村环境“三大革命”和五项建
设巩固提升行动，加快建设美丽乡村。农村环境

“三大革命”的目标是：完成自然村 80 万常住农户卫
生厕所改造，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60%，完
成 200 个乡镇政府驻地污水设施建设。五项建设巩
固提升行动：一是农村道路巩固提升行动。二是农
村电商全覆盖巩固提升行动。三是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行动。四是农村电网改造巩固提升行动。五
是农村义务教育巩固提升行动。

改造自然村80万户厕所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支持创建一批特色产业集
聚发展基地，促进县域开发园区转型升级，引导特色
小镇健康发展。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加强与省
内外高校院所、知名企业合作，支持建设一批成果转
化基地和异地孵化器。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政
策和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现代招商，推行专业化招
商、联合基金招商。促进企业引入新业态、新模式，
大力发展“互联网+”。

引导特色小镇健康发展

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合
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进合肥滨湖科学城
规划和建设。建设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支
撑体系，开工建设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
究设施，开展合肥先进光源预研，支持合肥微尺
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认知智能国家重点
实验室等建设，建设首批 10 个安徽省实验室。

建设首批10个安徽省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