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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安徽CPI环比下降0.3%
星报讯（实习生 王立言 记者 沈娟娟） 记者从国家统

计局安徽调查总队获悉，受春节节日因素消退影响，2月份，

安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上涨 1.0%转为下降

0.3%。其中，城市下降0.3%，农村下降0.3%；食品价格下降

1.2%，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降0.4%，服务价

格下降0.3%。

数据显示，从环比变动情况来看，2023年2月，我省食

品烟酒价格下降0.8%，影响CPI下降约0.23个百分点。其

中，鲜菜、鲜果、水产品、蛋类价格分别下降 0.5%、0.5%、

0.8%、5.2%，共影响CPI下降约0.08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

下降6.1%，影响CPI下降约0.21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下降

11.4%，影响CPI下降约0.17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一涨四降二平”。其中，居住价格

上涨0.4%；交通通信价格下降0.7%，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下

降0.6%，衣着价格下降0.5%，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下降0.4%；生

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和医疗保健价格与上月持平。

跟2022年2月相比，2023年2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回落0.9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

水平低 0.1 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 0.8%，农村上涨

1.3%；食品价格上涨3.1%，非食品价格上涨0.4%；消费品价

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下降0.2%。1～2月平均，安徽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上涨1.4%。

星报讯（见习记者章沁园） 近日，记者从省信用

担保集团获悉，我省加大科创融资供给助力科技企业

发展，从2019年开始推动全省科技融资担保体系建

设，至今年2月末，累计开展科技融资担保贷款905.53

亿元，服务科技企业11580户(次)，其中，专精特新企业

覆盖面47.42%。

目前，我省是全国唯一实现科技融资担保体系省市

县三级全覆盖的省份，体系成员134家，其中，省级科技

担保公司1家，市县级科技担保公司10家，123家政府性

担保机构设立科技担保部，省科技担保公司在全省设立

3家分公司，拥有一支专业服务科技企业人才队伍。针

对科技企业属性，创设科技专新贷、科创专利贷、研发贷

等专项产品，构建专注服务科技企业产品体系。目前，

全省科技担保业务中信用担保占比超60%。省科技担

保公司与16个省辖市57个县区开展“科技贷”合作，实

行省市县联动，科技担保体系成员间开展分保联保业

务合作，有效满足科技企业5000万元以内大额融资需

求。建设省科技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目前入池

企业20137户，参与合作金融机构56家，通过资金池放

款643.97亿元，纳入补偿贷款233.64亿元，其中，人工智

能、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行业企业占比90%以上。今年

资金池新增贷款中，合作银行利率3%～4%，平均利率

在3.6%左右，低于一年期LPR利率；合作担保机构担保

费率0.7%左右，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

我省累计开展科技融资担保贷款905.53亿元

2月份安徽地级城市集中式
生活饮用水水源达标率99.4%

星报讯（记者徐越蔷） 日前，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公布2

月地级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1月，全省16个

地级城市共监测43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其中地表

水水源29个、地下水水源14个（亳州市本月启用了2个备用水

源）。监测显示，全省地级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取水总

量为13826.12万吨，达标水量13739.2万吨，达标率99.4%。

29个地表水源地全部达标。14个地下水源地中有3个

水源地超标，超标项目为氟化物和钠。亳州市3个地下水

源地受地质原因影响氟化物和钠出现超标，最高超标倍数

分别为0.36倍和0.91倍。

据悉，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是指进入输水管网送到

用户的和具有一定取水规模（供水人口一般大于 1000 人）

的在用、备用和规划水源。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和饮用

水的区别：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

水经自来水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

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为饮用水。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从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为持续深化“一改两为”，切实做到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

境，自今年3月起，全省生态环境部门将开展正面清单企业

“体检式”帮扶活动。开展帮扶工作，将以企业的合法需求

为第一信号，推出“点菜式”服务。

据了解，具体服务清单包括：接受对生态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的咨询；通过播放普法视频、发放宣传手册、开设普

法培训课、邀请专家指导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帮助提升

环境管理水平；帮助梳理在环评审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三同时”、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排污许可制度执行等

方面的问题，并指导整改；帮助排查发现污染防治设施在

日常维护、运行、达标排放，特别是自动监控设备的运行管

理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指导整改；帮助排查梳理环境

安全隐患、环境风险防控等方面的问题，并指导整改；帮助

了解有关“双招双引”、资金补助等政策。

企业可自愿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提出帮扶申请。收到

帮扶申请后，生态环境部门将根据需求，免费提供力所能及

的服务。企业初次环境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全省生态环境部门将对
正面清单企业开展“体检式”帮扶

星报讯（记者 秦缘） 在3月13日召开的安徽省

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经信厅副厅长王灯明解读

政策介绍道，“数字化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浪潮，

正加速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已成为促进

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同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

段，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更是我省制造

业实现提质扩量增效的迫切需要。”

推动规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5000个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以数字化转型推动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施方案（2023—

2025年）》和《支持以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若干政策》（以下简称《方案》和《政

策》）。

《方案》按照分行业、分区域、选龙头、树典型、做

示范、强引导的思路，突出产业、企业、区域三个重

点，组织开展十大工程，通过“5”条实施路径、“2”项

引领带动、“3”类基础支撑从三个层次进行推进。

《方案》的主要目标为，2023年，推动重点行业规

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5000个、重点行业规

模以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3万个，新增省级重点

工业互联网平台（双跨型、行业型、区域型、专业型）10

个，打造省级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100个，新增

“数字领航”企业、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200

个，建设数字化改造区域样板20个，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3.2%左右。

到2025年，实现全省重点行业规模以上制造业企

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规模以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

用全覆盖，新增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30家以上，

打造省级数字化转型典型示范项目300个，新增“数字

领航”企业、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600个，建设

数字化改造区域样板60个，推动全省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工作进入全国前列，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加大支持力度 促进数字化转型

为有效推进《方案》实施，《政策》制定九个方面具

体措施。据悉，这九个方面分别为：支持“数字领航”

企业典型示范、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应用、支持分区

域分行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发

展、支持制造业品质品牌提升、支持制造业数字化绿

色化协同、加强数字化转型支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支持开展模式创新。

在支持“数字领航”企业典型示范方面，《政策》提

出，支持制造业重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建设“数字领

航”企业，对列入省级典型示范的项目按项目设备、工

业软件购置额，给予最高10%的奖补，单个项目最高

奖补500万元；对获得国家“数字领航”企业、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的企业，再分别奖补

5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

在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上，安徽省级层面将

根据平台建设成效择优给予一定奖补，其中，双跨型

平台给予最高3000万元奖补，行业型、区域型、专业

型平台和“行业大脑”给予最高1000万元奖补。

围绕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政策》指出，通过贷款

贴息、融资租赁贴息等方式对数字化转型项目给予支

持；利用安徽省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引导资

金，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贷款给予风

险补偿；在省十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体系中设立省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子基金。

安徽9大举措促进数字化转型

芜湖奇瑞新能源数字化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