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

星报讯（ 记者

徐越蔷）“ 这 厕 所

可 真 是 古 色 古 香

啊。”日前，黄先生来

到合肥市的包公祠游

玩，对景点里的公厕

大加赞赏。一抹青瓦白墙掩映在竹林之间，明亮洁净的小院，

盘香散发出淡淡香味，仿佛精舍雅居，其实它是一间公厕。

改革开放 40 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省城乡厕所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红波是肥东长临河镇永胜社区的村

民，他总说自己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厕所革命”为百姓带来

的好处。和村里农户一样，李红波家原先使用的是旱厕，蚊

虫乱飞，臭气扑鼻。“通过改造后，现在蚊虫没有了，气味也好

多了。”

小小厕所，展现的却是民生为本的大情怀。记者了解到，

安徽省从去年5月起，一体化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专项整

治“三大革命”，计划到2020年，全省完成自然村240万常住农

户卫生厕所改造。

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将成为今后几年我省的重点工作

之一。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安徽省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城镇

公厕提升的指导意见》于今年印发。意见要求，力争到 2020

年，全省城镇公共厕所达到 3~5 座/平方公里，主城区将形成

“10分钟如厕圈”。

根据意见内容，今后三年我省将着力新建一批、改造一

批、开放一批厕所，做到“新城新区不许欠账，老城老区尽快补

上”。其中，居住小区、商业服务、文化体育、医疗卫生、交通客

运、公园绿地等项目要明确配建公厕的数量和建筑面积，并与

项目主体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按照规划

布局和城市建设进程，结合城镇“双修”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改造一批老旧公厕，彻底“消灭”旱厕；鼓励城镇街道周边党政

机关、企事业单位、餐厅、超市、加油站、商业服务窗口、宾馆饭

店等公共服务区域的内部厕所对社会免费开放，多渠道增加公

厕有效供给。

此外，我省还将实施“互联网+公厕”计划，推进城镇公厕

基础数据联网，利用全国“城市公厕云平台”等信息化手段，

实现快速寻厕及评价、投诉和反馈功能，提升公厕智慧化管

理水平。

安徽居民前三季度
人均购买汽车支出下降20.6%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

获悉，2018年前三季度，安徽居民人均购买汽车支出347元,同

比下降20.6%。

据悉，我省居民汽车消费支出，自 2015 年和 2016 年两

年高速增长后（分别增长 73.5%、35.8%），2017 年出现同比

下降态势（11.7%），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情况看，下降速度有

加 快 趋 势 。 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制约汽车消费。

2017 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2758 元，只占城镇

居民收入的40%，收入水平低使得农村居民只能“望车兴叹”。

星报讯（记者 祝亮） 12月10日，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卫健委通报了我省近年来医

改成就。

据省卫健委副主任杜昌智介绍，10年来，我省

医改核心指标明显优化。与改革前相比，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药占比由 45. 5%下降为 34.34%，个人

卫 生 支 出 占 卫 生 总 费 用 比 由 38.6% 下 降 为

29.37%，人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岁提高到

2017年的76.7岁。2017年，全省孕产妇死亡率降

至 16.4/10 万 (全国 19.6/10 万)、婴儿死亡率降至

4.1%o,(全国6.8%)健康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整合发展，城市 15 分钟就

医圈基本建成，远程医疗县域全覆盖，药品价格大

幅下降，大病保险、健康脱贫等政策保障水平大幅

提高。2017 年，全省常住人口签约服务覆盖率

34.7%，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65%,129万贫困

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新农合筹

资由2008年100元(其中政府补助80元、农民个人

交 20 元)，提高到 2018 年的 670 元(其中政府补助

490 元、农民个人交 180 元)。参合率由 2008 年的

90.17%提高到 2018 年的 104%。2017 年新农合

住院实际报销比例平均达70%左右。群众满意度

提高3.3%，群众就医获得感明显提升。

公立医院在职职工年人均工资性收入达

10.44 万元，较 2008 年 (2.76 万元)增长了 2.8 倍。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均在职职工工资收入由2008

年的 1.64 万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6.23 万元。公立

医院人员支出占业务支出比重达 37.5%，较 2008

年增加了8.6个百分点。全省涌现出以李济仁、徐

经世、丁锷、赵炬、韩明向、孙敬武、郝丽、陈智明等

为代表的“中国好医生”群体。

2017 年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含卫生院和社区

服务中心)门急诊服务人次 14334.41 万人次，比

2008 年增长了一倍；住院服务人数 782.86 万人

次，比2008年增长了86%。2017年全省每千人口

医疗机构床位达 4. 89 张，较 2008 年增加了 2.29

张，增长了 88%;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达 1.93

人，较2008年增加了0.65人，增长了50%；每千人

口注册护士达 2.21 人，较 2008 年增加了 1.21 人，

增长了121%。

新增10亿元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意见》提出，从2019年起，省财政统筹新增10

亿元设立省中小企业( 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重

点用于“专精特新”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融资

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创业、企业家培训等，积极撬动

社会资金，让民营企业感受到政府的诚意。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围绕“互联

网+制造”“龙头+配套”“存量+增量”“集约+循

环”，开展技术改造，推动企业实施高端制造、智能

制造、绿色制造、精品制造、服务型制造，五年内实

现规模以上民营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全覆盖。

就业稳定民企可返还50%失业保险费
自2016年以来，我省连续3年共出台“50条”降

成本政策，累计降成本1790亿元，但企业仍感税费负

担过重。《意见》统筹运用减税降费、简政放权等，打好

企业降成本的“组合拳”，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

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严格执行涉企行政

事业性收费优惠政策，进一步清理、精简涉及民间

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加快推进

“多证合一”“多规合一”改革等等。同时，对符合条

件稳定就业的参保民营企业，可返还企业及其职工

缴纳的50%失业保险费。

此外，我省各项政策将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

仁”，摘掉政策执行中的“有色眼镜”，坚决破除民营

经济市场准入的“卷帘门”“玻璃门”“弹簧门”，帮助

民营企业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对民企建立“初犯”容错机制
《意见》还明确提出，去产能、去杠杆对各类所

有制企业执行同样标准，在安监、保护合法权益，

坚持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

经营不规范的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

则妥善处理。依法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和查封、

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

预经济纠纷，制定和落实在执纪工作中对民营企

业经营者合法人身和财产权益保护规定。

同时，建立民营企业投诉维权中心，对首次、

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容错机制，让企业家卸下

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

安徽记者12月10日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日

前制定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其中包括，新增10亿元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5年

内实现规上民营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全覆盖等8个方面

30条内容。 □记者祝亮

安徽人均寿命10年提高1.9岁
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由38.6%下降为29.37%

对民企建立“初犯”容错机制
我省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12月6日，“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首次在即将开通

运营的杭黄铁路上试运行，像一条巨龙在杭州南站与

黄山北站间“穿梭”。改革开放40年来，我省基本形成

以合肥为中心、以高速铁路为骨架、以普通铁路为基础

的现代铁路网布局，在全国铁路网特别是高速铁路网

中的枢纽地位已经确立。图为11月14日，一辆高速动

车组列车在合福高铁(右侧线路)上飞驰，左侧是即将开

通运营的杭黄高铁。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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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角落”折射大民生

纵横江淮，提速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