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报讯（记者王珊珊） 4月11日，记者从省住建厅获

悉，截至3月底，安徽省城镇棚户区改造新开工8.02万套，

基本建成9.21万套。同时，将5643户农村困难群众危房全

部纳入年度改造计划，全面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

近期，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前下达2023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计划，及时将棚户区改造目标任务分解、落

实。截至3月底，全省城镇棚户区改造新开工8.02万套，开

工率达45.2%；基本建成9.21万套，完成率61.0%。同时，

今年全年安徽省计划新开工棚户区改造17.73万套，开工

总量位居全国第二位。在资金方面，安徽已分配下达中

央专项补助资金8.27亿元，成功发行第一批棚改专项债

券45亿元，省财政也已安排专项补助资金2.7亿元。

此外，今年安徽省继续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将各地摸

底的5643户农村困难群众危房全部纳入2023年改造计

划，已下达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8873万元，推进农村困

难群众危房动态清零。

星报讯（实习生 刘羽 记者 沈娟娟） 日前，记者从省

统计局了解到，1~2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236.2亿元，同比下降22.7%。

数据显示，1~2月，在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0个

行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7个行业亏损、13个行业增长。

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下降58.9%，专用

设备制造业下降58.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利润同比下降

50.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

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等行业由

去年同期盈利转为亏损，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33.4%，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64.5%，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1.5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1.5

倍，汽车制造业增长2.8倍。

相关负责人介绍，1~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

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6.6元，同比增加0.8元；每百元营

业收入中的费用为8.23元，同比增加0.02元。

安徽城镇棚户区改造
新开工超8万套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前2月同比下降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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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即安置，幸福不等待
4 月 11 日上午，合肥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

区会议室内热闹非凡，徽商宿舍（三库生活区）改

造项目现房安置选房正在进行。在选房现场，选

择现房安置的首批36户被征收人热切讨论着，脸

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据悉，本次安置选房是庐

阳区首次拆迁户交房即安置。现场抽签选房过

程由公证处公证人员全程监督，并对选房抽签过

程进行全程摄像，确保透明公正。

“选房结束后，我们将立即开展差价款结算工

作，服务群众尽快搬新家、住新房。”徽商宿舍（三

库生活区）改造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段飞说。

高磊 郑圣洁 记者 周诚 文/图

标准化 对乡镇卫生院进行分类管理

2022年，安徽省财政奖补3亿元作为城市社区

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民生工程资

金，目前70%的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

达到标准化建设，2023年将全部达标。

实施乡镇卫生院分类管理和特色专科建设。

一类乡镇卫生院以发展临床服务为重点，达到二级

综合性医院水平，选建成县域医疗次中心；二类突

出重点科室，发展特色专科；三类达到乡镇卫生院

设置基本标准。村卫生室按照中心村卫生室和标

准化村卫生室分类管理，推进有限资源均衡配置。

目前，全省147个乡镇卫生院达到二级综合性医院

水平，建设特色专科524个。

同时，安徽省积极推进院前急救建设，构建县

级急救中心、乡镇院前急救站点、乡镇卫生院三级

急救网络。全省设置乡镇卫生院院前急救站点437

个，建成50%院前急救站点。

全覆盖 让中医药和人才落地在基层

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标准化建设、推广“十病

十方”和“银针试点行动”、建设“智慧中药房”、提高

基层中医药医保报销范围……安徽省通过一系列

举措实现中医药服务基层全覆盖。目前全省各级

各类中医院已达199所，基本实现“县县都有中医

院”。医保中医定点基层机构达90%上，176项中医

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把农民颈肩

腰腿疼等慢性疾病解决在基层。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安徽省实施乡村医生

免费定向委托培养三年行动，2020~2022年共招录

4173人，2023年将继续开展。”据介绍，安徽省目前

设置村医岗位近4万个，实现村级服务全覆盖。为

切实保障村医待遇，安徽省落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补助和基本药物制度补助，一般诊疗费提高1元/

次，村卫生室运行经费提高到6000元/年 。开展乡

镇卫生院编制周转池试点，推进“县招乡聘村用”，

稳定发展基层卫生队伍。

多举措 拓宽医疗服务享受渠道

安徽省59个县（市）共组建125个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覆盖人口4500万，县域内基本形成15分钟就

医圈、30分钟急救圈，打通了医疗服务“最后一公

里”。县域内医保报销比例达到80%以上，就诊率达

到85%左右，连续两年在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监

测评价中位居全国第二。

此外，为拓宽健康服务功能，安徽省强化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印发《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落实“六个拓展”，重点人

群签约覆盖率达85%以上。

规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2022 年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提高至84元；稳步推进

电子健康档案信息向居民个人开放，目前，全省居

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及高血压、2型糖尿

病患者基层规范化管理率达80%以上；强化“智医

助理”和“两卡制”规范应用，推进医学影像云和智

联网医院建设，在全国率先开展村卫生室执业人员

信息化管理……

下一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深化乡村医

疗卫生服务供给侧改革，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

实乡村健康服务保障，健全适应乡村特点、优质高效

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

能力，全面推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高质量发展。

147个乡镇卫生院达到二级综合性医院水平
安徽奋力推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促进

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完善

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迫切

要求，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4月11日，记者从省卫健委获悉，过去一年，安徽省

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强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加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让城乡居民就近获得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

记者 马冰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