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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实习生 朱佳玲） 记者从合

肥市获悉，2023年，全市空气质量连续3年全面达到国

家二级标准，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显著增强，美丽合

肥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从10年大气污染防治的成效来看，合肥市各项治理

措施环境效益持续释放，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呈现长

期整体下降趋势。与2013年相比，2023年全市PM2.5、

PM10、NO2分别下降61.0%、46.4%、20.5%，空气质量优良

率增长36.1个百分点，空气质量实现根本改善；与社会经

济活动和扩散条件水平相似的2019年相比，2023年

PM2.5、PM10、NO2分别下降22.0%、9.4%、26.2%，空气质

量优良率增长15.6个百分点，空气质量保持改善趋势。

经过合肥市共同努力，2023年，合肥市大气环境中

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氮

（NO2）、二氧化硫（SO2）、臭氧（O3）、一氧化碳（CO）等六

项污染物均连续三年稳定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我们着力创新监管模式，依托‘天地空’一体化

信息平台，利用激光雷达走航、铁塔监控、卫星遥感监

测、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等一系列科技手段，提升大

气污染溯源能力和治理效率。”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合肥市将以改善空气质量为核心，以减少重污染

天气和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大气环境问题为重

点，以降低PM2.5浓度为主线，大力推动NOx和VOCs

减排，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

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以高质量保护

保障高质量发展，让合肥市绿水青山成色更足。

2023年，合肥空气质量连续3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合肥市行政争议化解中心运行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3月 31日，记者获悉，为

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发挥调解在化解

行政争议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合肥市行政争议化解中

心日前启动运行。

据了解，行政争议化解中心聘请了5名专职调解

员。目前受理案件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当事人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案件适合

调解，转入调解程序；或者当事人向合肥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案件具体承办机构合肥市司

法局评估后认为适合调解的，转入调解程序。合肥市

司法局复议应诉综合处负责人介绍，待中心运行机制

成熟之后，有望将受理案件的触角延伸到行政执法过

程中，对尚未进入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之前的行政争

议进行调解，实现诉源治理。

近年来，合肥市司法局积极主动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

基础性和主力军作用，年均成功调解各类纠纷9万余

件，调解成功率达93%，为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作出了突出贡献。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截至2023年底，合肥市共

有律师8831人；2023年，合肥律师共开展公益法律服

务18093件……3月31日，记者获悉，合肥市律协发布

《合肥律师行业2023年大数据报告》。

截至2023年底，合肥市共有律师8831人，同比增

长14.39%。律师人数占全省律师总数的37.45%。每

万人律师比为8.96。合肥市律师队伍中，有专职律师

7589人，占85.94%；公职律师714人，占8.08%；公司律

师294人，占3.33%；兼职律师217人，占2.46%；法律援

助律师17人，占0.19%。

截至 2023 年底，合肥市共有律师事务所 324 家

（2023年新设所34家），占全省律所总数的29.75%。其

中，合伙所（含分所）305家，占94.13%；个人所17家，

占5.25%；国资所2家，占0.62%。

截至2023年底，合肥市共有70余名律师担任各级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其中，1名律师当选全国政协委

员、1名律师当选省人大代表、5名律师当选省政协委

员、4名律师担任市人大代表、15名律师担任市政协委

员，49名律师当选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2023年，合肥市律师用心用情用力践行公益精神，

以实际行动彰显律师行业的责任与担当。全年共开展

公益法律服务 18093 件。其中，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9905件，占比54.74%；参与信访接待和处理案件759

件，占比4.20%；参与调解案件1361件，占比7.52%；参

与处置城管执法事件131件，占比0.72%，为社会弱势

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5937件，占比32.82%。

去年，合肥律师共开展公益法律服务18093件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实习生 朱佳玲） 3月30日，合

肥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合肥调查队发布《合肥市2023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按常住人口计算，合肥

人均GDP130074元（折合18413美元），首次突破13万元。

人均GDP首次突破13万元

初步核算，合肥全年生产总值（GDP）12673.78亿元，按

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8%。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

GDP130074元（折合18413美元），首次突破13万元。

数据显示，2023年末，合肥户籍人口806.6万人，比上

年增加6.4万人。常住人口985.3万人，增加21.9万人；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85.55%，提高0.91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

口 7.8 万人，出生率 7.98‰；死亡人口 6.0 万人，死亡率

6.16‰；自然增长率1.82‰，比上年回落1.76个千分点。

全年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594元

记者了解到，2023年全年，合肥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52594元，比上年增长7.7%。其中，工资性收入31280

元，增长8.9%；经营净收入7610元，增长6.5%；财产净收入

4215元，增长5.7%；转移净收入9489元，增长5.9%。

按常住地分，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609元，

比上年增长6.1%；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40

元，比上年增长8.4%。

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592 元，比上年增长5.6%。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4382元，增长4.3%；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9001元，增长5.3%。

而从合肥的“钱袋子”来看，合肥2023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929.63亿元，比上年增长2.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11.34亿元，增长2.3%。重点支出项目中，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55.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6.2%，教育支出增长6.7%。

全年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32.93万户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合肥城镇新增就业14.94万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5.32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0.81万人。

其中，合肥经济活力持续增强，全年新登记各类市场

主体32.93万户，比上年增长12.8%，创历年登记量新高，年

末实有市场主体达168.89万户，增长11.6%。净增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1994户，总数达8406户。

此外，在工业方面，合肥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值比上年增长11.1%，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54.7%，新兴动能加速成长。

全年入境旅游人数比上年增长4.6倍

在服务业方面，合肥全年旅客运输量0.71亿人次，比

上年增长89.2%；货物运输量4.69亿吨，增长7.8%。全年

港口货物吞吐量4627.20万吨，增长5.4%，其中外贸货物吞

吐量57.96万吨，增长15.8%。合肥新桥机场旅客吞吐量

1117.14万人次，增长95.6%。

数据显示，合肥全年入境旅游人数6.21万人次，比上

年增长4.6倍。国内游客13886.13万人次，增长69.8%。全

年旅游总收入1870.72亿元，比上年增长85.9%。年末全市

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区）28处。

据悉，2023年末，合肥汽车保有量292.15万辆，比上年

末增长6.9%；其中私人汽车256.01万辆，增长7.2%。轿车

保有量175.67万辆，增长3.5%；其中私人轿车164.81万辆，

增长3.9%。

2024年3月30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梁园镇金

禾天润智慧农业产业园樱桃花挂满枝头，果农在花前

实施喷药杀菌控旺管护，确保果树丰产丰收。

近年来，当地聚焦种业国产化、生产标准化、品牌

结构化，推进数字化智慧农业产业园建设，打造樱桃

“育、种、采、储、销”全产业链，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科技强农助力乡村振兴。 王尚云/摄

安徽肥东：樱桃花开产业兴

去年，合肥人均GDP130074元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实习生 朱佳玲）日前，《合

肥市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合

肥计划探索建立“儿童优先”政策评估机制，在城市发

展重大规划、政策、项目决策中引入儿童影响评价。

同时，合肥计划有序探索教师“区管校聘”管理制度，

缩小城乡、校际、群体教育差距，加快实现从“有学上”

到“上好学”。

为健全儿童友好生育养育支持网络，合肥市将完

善三孩生育配套措施，完善生育保险政策，依法落实

产假、护理假、育儿假等生育政策。探索成立家政服

务联盟，持续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促进家政服

务与托育产业融合发展。同时，探索实施社区（村）家

长互助式、临时托管式公益服务，支持用人单位开展

托育服务。

记者了解到，合肥计划逐步推进建设合肥市托育

综合服务中心、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公立医院托育

点及公办独立托育机构。建设覆盖0～3岁各年龄段

的托育机构，开展就近就便的托育服务，在农村综合

服务设施配建中，统筹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加

快建设社区（村）婴幼儿成长驿站。

合肥将有序探索教师“区管校聘”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