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6日，安徽省委宣传部举办了“安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粮食生产

专场，记者了解到，这十年，我省粮食产量已连续五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稳居全

国第4位，以占全国4.3%的耕地，生产了全国6%的粮食，每年净调出粮食200亿斤

左右，是全国5个粮食净调出大省之一，有力支撑了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为

端稳中国饭碗持续贡献安徽力量。

记者 秦缘

安徽2025年将建成覆盖
城乡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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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

千名选手黟县竞技
2022 年 8 月 27 日，参赛选手在安徽省黄山

市黟县山地车公开赛中激烈追逐。

当日，第17届中国黄山（黟县）山地车公开

赛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鸣枪开赛，赛事以“骑

行画里乡村·感受创意黄山”为主题，设公路挑

战赛、山地越野赛两项，共 1439 余名选手报名

参赛。 施亚磊/摄

夏粮再获丰收
实现700亿斤到800亿斤跨越

“今年夏粮再获丰收，呈现‘面积、单

产、总产、效益’四增的可喜形势，总产增

量居全国第一，质量等级和食品安全指标

近10年来最好。”会上，省委农办主任，省

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卢仕仁介绍，当

前秋粮长势总体良好，具备夺取丰收的苗

情基础。

这十年，全省突出“科技强农、机械强

农”，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粮食产能

实现从 700 亿斤到 800 亿斤的跨越。2021

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10964.4 万亩，产量

817.5亿斤，分别较2012年增加481.4万亩、

108.9亿斤。

农民种粮能赚钱，国家粮食就安全。

我省将发展优质专用粮食作为促进种粮农

民持续增收的关键举措，重点围绕小麦、水

稻两大口粮作物，构建“单种、单收、单储、

单加工”的生产发展模式，每年制作并公开

发布优质专用小麦、水稻种植电子地图，引

导市场主体“按图索粮”，平均每斤溢价

10%左右。

全省粮油加工业总产值
位居全国第三，增幅达88.8%

在收储流通调控水平方面，全省现有粮

食仓容 1135.4 亿斤，其中高大平房仓占

47%。同时推广应用储粮新技术，在16个

市64个产粮县（市、区）建成粮食产后服务

中心310个。

为推动粮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抓好

“粮头食尾”和“农头工尾”，延伸粮食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2021年，全省粮油加工业

总产值3027亿元，位居全国第三，较2012年

增加1424亿元，增幅达88.8%。

同时，全省发展小麦、稻米、玉米等10

个产值超千亿元的绿色食品产业，顶格推

进“双招双引”工作。仅去年一年，组织开

展活动1600多场次，引进项目902个，投资

总额2673.26亿元、同比增长48.5%。

口粮绝对安全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这十年，全省最大限度扎紧兜牢应急保

供底线。2021年全省人均占有粮食1337.4

斤，较2012年提升115.4斤，超出全国平均

水平371.4斤，远高于800斤的国际粮食安

全标准线。

同时，建立省市县三级政府储备粮252

万吨，超过国家下达任务32万吨，能够满足

辖区内全部常住人口3个月市场供应量。

全省设区市共建立成品粮油储备7.6万吨，

满足合肥市与其他设区市主城区人口 15

天、7天以上市场供应量。

据悉，《安徽省粮食作物生长期保护若

干规定》已于本月10日正式开始施行，这是

全国第一部粮食作物生长期保护的地方立

法，实现了我省粮食生产关键环节在法律

层面的制度保障。

“江淮粮仓”产量连续5年超800亿斤

星报讯（记者 祁琳） 8月26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安徽省加强

新时代老龄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解读新闻发布会，

记者获悉，《实施方案》其中提到2025年，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均衡、

方便可及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同时，提升老年文化体育服务质量，

发挥老年人才作用。

2025年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制度框架
我省自1998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截

至2021年末，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1146万人，占比18.75%；65

岁及以上人口944万人，占比15.4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4个百分

点。到2025年，基本建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框架。

全省已建设老年食堂（助餐点）4892个
《实施方案》提到2025年，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均衡、方便可及的

老年助餐服务网络，300个标准化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公办养

老机构入住率超过60%。在推进和落实“老年助餐服务”暖民心行动

方面，截至目前，全省已建设老年食堂（助餐点）4892个，服务老年人

就餐超400万人次。

2025年全省养老机构普遍具备医养结合能力
我省将健全全周期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到2025年，建成1个

省级老年医学中心和2个区域老年医疗中心，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

（中医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比例超过80%，每个县（市、区）至少有1

所护理院（中心），力争每个设区的市建设1所二级及以上老年医院、

康复医院；85%以上的综合性医院（中医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中

心、站）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老年友善医疗机构标准要求；建成

不少于30个优质医养结合示范县（市、区）、100个示范机构、500个示

范中心；全省养老机构普遍具备医养结合能力。

着力提振“银发经济”
按照计划，我省着力提振“银发经济”，推动老龄产业做大做优，

扩大老年用品有效供给。力争打造3家以上省级康复辅助器具特色

产业园，培育5家销售收入超5亿元、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打造10

个以上面向长三角的康养基地。

针对老年消费侵权风险重点领域开展专项预防行动；实施“孝心

车位”专项行动，稳步推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持续推进“敬老月”活

动、“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和“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福星孝星”

等遴选活动，建成500个省级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