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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发布

图说
近日，铜陵市义安区明塘文

化艺术村民俗文化展演活动上，

舞龙、舞狮、迎亲、划旱船等独具

特色的民俗文化盛宴，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观看。 □ 据新华社

日前，省政府出台持续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新

政。新政提出，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城镇居民收入增

长保持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提

高同步，确保实现到 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以上。 □ 记者 祝亮

每年提供5万个公益性岗位
我省将组织实施就业促进行动，2018 年至 2020

年，累计城镇新增就业力争超过 200 万人，高校毕业

生总体就业率达到 90%以上。每年开发 2 万个就业

见习岗位，吸纳毕业 2 年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每年提供 5 万个公益性岗

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每年扶持 1 万名残疾人

创业就业。提高就业补助标准，为各类困难高校毕

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补贴标准由每人 800

元提高至 1000 元。

鼓励城镇居民获得不动产收益
根据新政，我省将支持居民财产向资本转变，着

力提高居民股权红利收入，引导居民参股创办企业或

出资入股、联合投资建设经营风险小、预期回报好的

经营项目。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

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通过特许经营、公建

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获得相应投资收益。完善创新

型中小企业上市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制度规则，

鼓励城镇居民大力投资发展制造产业、新兴技术产

业、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推进国有控股混合所有

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工作，引导企业员工投资持股。

鼓励城镇居民利用家庭生活闲置资金，积极投

资固定资产并出租，获得不动产收益。

尝试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按照国家部署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

员基本养老金，我省将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建立完善统一的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把大病保

险制度范围扩大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员；健全医疗保险稳定可持续筹资和报销比例调整

机制，到 2020 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分

别稳定在 80%、75%左右。探索推行按设区的市最高

标准统一全省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及流程。完善低

保标准与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同步增长

机制，适时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我省还将开展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试

点，稳妥推进国有资本收益补贴社会保障工作。

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人均消费的60%
符合条件的城镇特困人员参照就业扶贫、健康脱

贫等政策提高服务保障水平。加强特困人员生活保

障，按照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

60%确定基本生活标准。将符合住房困难条件的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城镇救助对

象，全部纳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范围。完善多层次救

助体系，为重度残疾人、计生特别扶助对象、低保人

员、特困人员代缴养老保险，落实困难群体参加居民

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政策，落实贫困精神残疾人药

费补助，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标准，按规定发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开展就业年龄段精神、智力和

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完善低保家庭贫困状况

评估指标体系，将因家庭成员出现重大疾病、子女就

学、突发事件等导致家庭财力支出远远超出承受能力

而造成绝对生活贫困的纳入收入统计范畴。

企业提高职工工资还会得到奖补
我省还将深化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落

实基本工资正常调整机制。根据国家部署实施地区

附加津贴制度，规范津贴补贴标准。积极开展国有

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及时发布工资指导线。鼓

励在省级以上开发区建立促进企业工资增长奖励基

金，对提高职工工资的企业每年按照实际增长总额

的 5%给予奖补。

另外，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我省将健全岗位统

筹管理机制，实行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同工同酬政

策，企事业单位工资水平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位

和紧缺急需的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倾斜，建立基于岗

位价值、能力素质、业绩贡献的技术工人工资分配制

度。允许高校院所按规定自主分配、决定绩效工资，

科研人员享受成果转化收益的比例不低于 70%。确

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

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省政府出台持续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新政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十年有望翻一番以上

星报讯（记者 祝亮） 12 月 4 日，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陈卫东通报了改革开放以来，我省“三农”

工作取得的成就。据悉，我省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进展，农村贫困人口4年减少500多万人，农村

居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2758元。

40 年来，我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全面增产，

供给能力显著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

支撑。“米袋子”更沉了，由“吃不饱”到“吃不

了”。40 年来，我省粮食产量由 1978 年的 296.5

亿斤，增加到 2017 年的 803.9 亿斤（按照新的统

计口径），增长1.7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时

指出，安徽农业连年增产增收，为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了重要贡献。

“菜篮子”更足了，由“青菜豆腐”到“鸡鸭鱼

肉”。2017 年全省肉蛋奶总产 587 万吨、水产品

240 万吨，分别是1978年的近10 倍和44.3 倍；蔬

菜总产2892.1万吨，人均占有量为462.4公斤，是

1978年的7.4倍。

“果盘子”更满了，由“三枣俩仁”到“瓜果梨

桃”。2017年全省水果产量473.2万吨，是1978年

的52倍。在抓生产的同时，推进三产融合，延伸产

业链，提升价值链。农产品精深加工、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从无到有、快速发展。2017年全省规模

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5000家，农产品加工产

值超过万亿元。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旅客人

数达到1.8亿人次，营业收入693.4亿元。

在产地环境保护方面，我省加强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启动实施了畜禽粪污治理、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秸秆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回收、水

生生物保护等农业绿色发展五大行动，农业面源

污染加重的趋势得到缓解。全省化肥使用量、农

药施用量连续3年实现负增长；肥料利用率、农药

利用率分别达 37.6％和 39.6%，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87.3%，农业发展方式正在变“绿”。

在生产过程管控方面，狠抓质量安全监管。

在全国率先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红榜”和“黑名

单”制度。保证了“舌尖上的安全”。加快发展

“三品一标”农产品，全省“三品一标”农产品从无

到有，总数达 5376 个。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打造

“皖”字号农产品品牌，全省农业类有效注册商标

达12万件，其中驰名商标106件。涌现了金寨黑

猪、皖西白鹅、砀山酥梨、祁门红茶、洽洽瓜子等

一批知名品牌农产品，成就了“舌尖上的美味”。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贫困人口从

2013 年的 679.1 万人减少到 2017 年的 120.2 万

人，贫困发生率从 12.6％下降到 2.2％。农民

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113.3 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12758 元，增长

111.6 倍。

安徽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明年起运营

星报讯（记者 张贤良） 记者昨日从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获悉，到2020年，我省建成覆盖全省、体系完善、资

源共享、运作顺畅、服务规范、绩效突出的“1+16+X”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成为整合社会服务资源、帮

扶企业发展和政府传导落实政策的平台。

据了解，“1”是指省综合服务平台。作为平台网络

的枢纽平台，主要发挥枢纽、集聚、带动作用，统筹全省

服务资源，建立和完善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评价体系，通

过协议联合、招标、提供服务项目机会等形式组织带动

优质服务资源和优质服务项目，并积极汇集和宣传政府

发布的服务信息和方针政策。

“16”是指16个市级综合服务平台。作为平台网络的

重要节点，主要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在组织或直接提供服

务的同时，与省平台和入驻平台网络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建立协同工作机制，持续改善、优化所在区域的服务供给；

指导入驻平台网络中小企业服务机构规范开展企业服务。

“X”是指入驻平台网络的省级以上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和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业态、新模式服务机构。

依托全省平台网络，联通、共享服务资源，组织开展精准服

务并接受省平台和市级综合服务平台的业务统筹，并实现

所有服务活动在平台网络系统中有记录、能追踪、可考核。

据悉，全省“1+16+X”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

（http://www.ahcycx.com）将于2019年1月起正式运营。

我省农民人均收入40年增长111.6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