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为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本报自今日起开辟专栏——“非凡的成就 安徽这十年”，全方位、多层次展现

安徽十年来经济社会建设取得的非凡成就和宝贵经验。

合新铁路安徽段施工忙

图说

连日来，安徽合肥持续高温天气，中铁四局

合新铁路安徽段站前七标施工人员忙碌在岗位

上，确保工程建设进度。图为7月11日，中铁四

局施工人员在合新铁路安徽段项目现场施工。

■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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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设立7支基金
打造千亿级产业基金集群

安徽城镇化率提升到58.33%
千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新市民

星报讯（记者祝亮） 记者从省有关部门获悉，

过去十年里，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省坚

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着力增强农业转移人口进

城落户意愿和能力，着力提升城市吸引力和承载力，

全省城镇化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全省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由2010年的43.2%提高到2020年的58.33%。

随迁子女上学不再难
在过去十年中，我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

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近千万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

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有效实施，随迁

子女和城镇学生实现“一样就读、一样入学、一样

免费”。制度名称、政策标准、经办服务、信息系统

“四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已在全省范围

内建立。通过开展农村资产确权登记、推进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等工作，有效维护了进城

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益。

合肥市成为长三角副中心城市
城镇化布局和形态进一步优化。合肥都市

圈、皖北城镇群和皖江城市带竞相发展的格局

基本形成，合六、合淮、芜马、芜宣、铜池、淮

（北）宿等城市组群一体化发展步伐加快。合

肥、芜湖、阜阳、安庆、蚌埠、黄山等中心城市辐

射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淮北、淮南、马鞍山、

铜陵等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六

安、宿州、亳州、宣城、池州、滁州等城市功能定

位进一步明晰。县城和小城镇承载能力不断提

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其中，合肥市成为长三角副中心城市和国家

综合交通枢纽，皖江八市纳入长三角世界级城市

群，阜阳、蚌埠成为中原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安

庆、六安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中心城

市，黄山、池州成为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核

心城市。

两个城市进入城市轨道交通时代
全省城市可持续发展态势良好。“城中村”、

老旧小区改造有序推进。超过 20%城市建成区

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231个城市建成区

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全省22个城市开工建

设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形成廊体规模193公里。

合肥建成运营城市轨道交通4条、在建11条，总里

程达343公里；芜湖轨道交通1号、2号线建成运

营。城市治理水平显著提升，智慧城市公共信息

平台和应用体系、数字城管平台建设加快推进。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超过70%
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土地流转交易市场

建设日益完善，全省共建成90个市县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市场。城乡公共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50%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小规模学校智慧学校建

设完成，128个紧密型医共体成功组建。农村人

居环境日益改善，累计改造农村危房48万户，农

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超过70%。农村“三变”

改革试点持续推进，已完成村的比例达到

52.8%。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加快构建，

全省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超过10万个，特色小

镇、农产品加工园区等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建

设取得较好成效。

城镇化体制机制改革有序开展。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省建设任务有效完成，8条经验被国

家推广，是被推广经验最多的省份之一。农村承

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各项

权能作用充分发挥，承包地确权成果在土地经营

权抵押、征地补偿、有偿退出等方面得到广泛应

用。金寨县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全县

自愿退出宅基地4.4万余户，腾退复垦宅基地4.85

万亩。合肥市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

租赁住房试点深入开展，建设租赁住房3937套。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 秦缘）记者昨日获悉，我省将系统

推动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通过三年行动，力争实现“三个千

亿”目标。即推动省属企业集团及其子公司加大混合所有制改

革和对外合资合作力度，引进社会资本1000亿元以上；推动省

属企业通过首发上市融资和已上市企业增发、配股、资产注入、

发行债券及利用多种金融工具等方式，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直

接融资1000亿元以上；推动相关省属企业发起设立7支基金，

形成总规模1000亿元以上的基金集群。

打造千亿级的产业基金集群，是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

的一项重要内容。昨日，我省集中设立新兴产业发展基金、产

业转型升级基金、碳中和基金、工业互联网基金、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基金、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战略投资基金7支基金。

其中，新兴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投向我省新一代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数字创意等十大新兴产业。产业转型升级基金：

重点支持基础性、带动性、战略性特征明显的优势产业，以及我

省“十四五”规划明确的重点发展方向等领域。碳中和基金：重

点投向以光伏、风电、水电、生物质能、地热能、氢能、核能等为

代表的绿色能源等领域。工业互联网基金：重点投向“工业互

联网＋”生态平台内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包括智能制造、

工业平台、工业供应链等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重点

投向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

重点投向全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权多元化改革，包

括参与国有企业引入战略投资者、首发上市等。战略投资基

金：主要投向省委、省政府决策实施的重大项目。

星报讯（王换 记者 王玮伟 秦缘） 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

局印发《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进一步规范全省市场监管系统信用修复管理工作，

鼓励失信当事人主动纠正违法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重塑

良好信用，夯实社会诚信基础，创建一流营商环境。

《办法》结合安徽实际，创新建立了不实承诺信息和市场主

体公示信息抽查有关结果信息信用修复制度，吸纳了原有的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信用修复制度，进一步放宽修复条件，实

现失信信息“能修尽修、应修必修”，充分发挥信用修复机制在

鼓励失信当事人自我纠错、诚信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办法》明确，失信当事人可以到具有受理权限的市场监管部

门，或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信

用修复。《办法》规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提前移出严重违法失

信名单、提前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等情形，按照市场监管总

局《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规定处理。提前移出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停止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

示不实承诺信息和市场主体公示信息抽查有关结果信息等三

种情形，按照《办法》相关规定进行修复。

安徽出台办法
规范失信当事人信用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