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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全省广播电视台 78 座，广播节目综合人

口 覆 盖 率 99.95% ，电 视 节 目 综 合 人 口 覆 盖 率

99.94%。有线电视实际用户 794 万户。全年出版

报纸 85 种，总印数 5.1 亿份；期刊（杂志）181 种，

总印数 0.3 亿册；图书 9905 种，总印数 3.2 亿册。

年末全省共有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 125 个，馆藏

档案资料 6104 万卷（件、册），档案馆总建筑面积

64.3万平方米。

年末全省有医疗卫生机构 30176 个，其中医

院 1338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8205 个、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 475 个、其他卫生机构 158 个。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中，卫生院 1347 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1827 个，村卫生室 15601 个；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24 个，专科疾

病防治院（所、站）41 个，妇幼保健机构 127 个，

卫生监督所（中心）112 个。年末卫生技术人员

47.1 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18.6 万人，注册

护士 22 万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2.5 万人。医

疗卫生机构床位 44.5 万张，其中医院 33.9 万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3 万张。全年医疗卫生机

构共诊疗 3.7 亿人次。

2018—2022年全省卫生技术人员数

全年在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我省运动健

儿共获得金牌 34 枚、银牌 37 枚、铜牌 46 枚。全

省参加体育赛事活动达 523 万人次。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 2.6 平方米。全年销售体育彩票 101.9

亿元。

十二、生态环境和应急管理

全省已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8 个，省级自

然保护区 33 个。当年完成人工造林面积 22.7 千

公顷。

年末全省共有省、市、县级生态环境监测机

构 86 个。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 34.9 微克/立方

米，连续两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省 16 个省辖

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为 81.8%。

全省地表水总体水质状况为良好。长江干流

安徽段水质为Ⅱ类，总体水质状况为优；主要支流

总体水质状况为优。淮河干流安徽段水质以Ⅱ类

为主，总体水质状况为优；主要支流总体水质状况

为良好。巢湖湖区平均水质为Ⅳ类，总体水质状

况为轻度污染，主要环湖支流总体水质状况为良

好。新安江干、支流总体水质状况为优。全省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量达标率为 99.1%。

全年全省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为 759 人，

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为 0.0716 人。全年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 8668 起。

注：
[1] 本公报中数据主要为初步统计数。部分

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

等的情况。

[2] 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分类项目增加值绝对

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算。

[3] 三次产业划分标准：第一产业是指农、

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

动）。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

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

筑业。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

的其他行业。

[4] 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地区生产总值（现价）

与年平均全部就业人员的比率。2022 年全省全

员劳动生产率使用就业人数预计数计算。

[5] 网上零售额是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

台（主 要 从 事 实 物 商 品 交 易 的 网 上 平 台 ，包 括

自建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实现的商品和服务零

售额。

[6] 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

及设备制造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和信息服务、

电子商务服务等九大类高技术服务业。

[7] 农业机械总动力为预计数。

[8] 2022 年电信业务总量按 2021 年不变单

价计算，同比增长按照可比口径计算。

[9] 房地产业投资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外，还

包括建设单位自建房屋以及物业管理、中介服务

和其他房地产投资。

[10] 根据城乡代码变化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城乡分组数据进行了调整。

[1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是将 2022 年和

上年新老政策增值税留抵退税返加回收入计算

的同口径增长率。

[12] 卫生健康部分数据均为预计数。

本报讯（记者 丰静）阳春三月，新

茶逐渐进入采摘旺季。在庐江县乡村

产业发展服务团的牵线下，安徽白云春

毫茶叶开发有限公司专门请来中国农

业科学院的茶叶专家进行授课，为今年

春茶上市做好准备。

“自从 2019 年开展党建信用村建设

以来，我们获评 AAA 级信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不仅获得了低息信用贷款用于

扩大生产，还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产业帮

扶。”公司董事长赵玉贵告诉记者。

近 年 来 ，庐 江 县 围 绕“ 党 建 引 领 、

信 用 支 撑 、支 持 发 展 、规 范 行 为 ”总 目

标，全域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着

力 解 决 陈 规 陋 习 缺 约 束 、产 业 发 展 缺

资金、乡村治理缺抓手等问题，积极推

动“信用好、产业强、治理优”的和美乡

村建设。

摸清农村“信用家底”是党建引领

信用村的基础工作。为切实发挥“党建

聚心”的组织优势，庐江县成立了由县

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构建起红色

网格服务模式，抽调县镇村 5500 余名党

员干部组建 230 支工作队开展走访服务

活动，选派 222 名金融专干下沉镇村服

务，合力开展采信、评信、用信工作。同

时，发挥党员信用户联系非信用户的对

接带动作用，力促增信晋级。

2022 年，庐江县 21 个镇街、204 个村

的 A 级以上信用户占比 88.5%、AAA 级

信 用 户 占 比 8.5% ，同 比 增 长 15.1% 、

6.1%，位列全省第一。

资 金 流 入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才 有 希

望。为进一步撬动资本资源集聚，庐江

县分别调高了信用户、信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贷款额度，

并设立 1000 万元风险补偿金，以增强金

融机构信贷投放信心。截至 2022 年底，

14 家金融机构开发了 31 款专属金融产

品。庐江县信用主体在用信贷款余额

23.42亿元，同比增幅 101%。

为增强结果运用，庐江县统筹县域

公 共 资 源 ，推 出 并 优 化“1+10”惠 民 清

单，引导乡风文明建设。同时，完善“信

用村吹哨、服务团报到”机制，成立县级

乡村产业发展服务团，下设品牌粮食、

茶叶、休闲旅游等 8个指导组，在 21个镇

（街道、台创园）组建服务站，服务乡村

产业发展。

“下一步，庐江县将继续在结果运

用上做文章。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盘

活利用闲置宅基地、美丽乡村建设等方

面政策支持，优先在信用户中培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者、产业带头人。同

时，深入开展高等级信用评价，鼓励高

等级信用户参与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

共享发展成果。”庐江县委组织部副部

长王浩告诉记者。

·编后·
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抓手。作为我省首批党建引领

信用村建设的选点建设县，近年来，庐

江县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金融支农

有力有为，特色产业蓬勃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不断壮大，带动乡村治理和农民

收入水平有效提升，基层组织凝聚力和

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信用“搭台”金融“注入”

庐江全域推进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视点

▶ 3 月 17 日，滁州市南谯区银西

社区联合清流小学前往该市第四

自来水厂，孩子们通过了解自来

水生产过程，明白水资源来之不

易，树立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

意识。

本报通讯员 董 超 王冠芳 摄

◀ 3 月 20 日，合肥供水集团第二水厂的水质检验员向小朋友们和居民演示普

通水如何经过沉淀、消毒等一系列工艺流程变成自来水的过程，培养居民“爱

水、节水、护水”意识。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陈 磊

3 月 14 日，位于铜陵市郊区老洲镇

罗墩村的有机地标数字农业产业园内，

一排排种植架上挂满了色泽鲜红、个大

饱满的草莓，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之前也去过别的地方摘草莓，但都

没这儿的好，而且这里的草莓‘脚不沾

地’，种在架子上，采摘起来不弯腰，科技

感满满。”游客周敏一边摘草莓一边夸赞。

与传统大棚种植草莓方法不同，有

机地标数字农业产业园利用“数字化”

系统，采取无土、立体栽培等技术种植

草莓，不仅提高了种植效率，还能够实

现减少病虫害、提高产量目标。

“产业园区汇集了温控、补光系统和

滴灌、喷雾系统，可实现手机一键查看水

肥、光照、温度等情况，从而对农产品进行

智能化、精准化管护，推动农业生产节本

增效。”有机地标数字农业产业园负责人

何彬介绍，产业园农产品种植机械化率达

到90%，总体降本增效幅度在40%以上。

据介绍，该产业园一期占地面积 242

亩，建有玻璃智能温室 2 栋、保温拱棚 15

栋、薄膜连栋温室 2 栋，综合配套设施包

括育苗、灌溉、农业智能化设备和冷库

等，总投资约 1.1亿元。产业园主要种植

羊肚菌、草莓、辣椒等农作物，其中草莓

种植面积约 60亩，平均亩产约 3000斤。

“立体化栽培、数字化温控、精准化

管理，科学高效智能的现代农业模式将

示 范 带 动 我 们 乡 村 农 业 产 业 转 型 升

级。”老洲镇乡村振兴办主任章进表示，

该镇将以数字农业产业园为龙头，加强

技术支撑、资金支持，以龙头企业的壮

大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和村民增收致富。

“我们也在持续提升园区内水电通

信等基础设施，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作

用，努力打造融绿色种植、科技示范、科

普教育、生态休闲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

农业园区。”何彬表示，园区将坚持立足

乡村、带动乡村，让更多的农民在产业

园内就业致富，同时带动更多相关产业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无土栽培种出“空中”草莓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代慧康

3 月 13 日，记者来到蒙城县板桥集

镇大付村，看到远处田间有几台套机械

正在作业。

“那是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正在进

行小麦植保作业。”景林植保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王景林说，有了现代化机械，

田管既高效又节约。目前，蒙城县 195.6

万亩小麦全面开展病虫害防治，“田保

姆”们派上大用场。

“这种自走式植保机臂展达 14米，每

台每小时工作效率在 60亩地左右。”王景

林说，加上这次，他今年已经 4 次为种粮

大户进行田管服务了。看到机械在自己

流转的 600多亩麦田里忙碌的场景，种粮

大户付克幸告诉记者，原来田管需要几

十人，现在他只要来地头看一下，剩下的

都交给机械。5台机械同时作业，仅半天

时间，付克幸的小麦就喷完了农药。

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家骥告

诉记者，近年随着土地流转和农事托管

服务的深入推进，在该县各乡镇，涌现

出一大批农机专业服务合作社，大量专

业作业团队迅速成长。

“你有土地，我有农机”，种田大户

和农机合作社“一拍即合”，职业“种田

人”有了职业“田保姆”。

在蒙城县双涧镇，代敏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的轮式植保机正在为种粮大

户丁青峰作业。代敏合作社拥有自走

式植保机 10 台、无人机 50 架，农机手加

上辅助人员有 80多人。

“ 过 去 都 是 农 民 ，学 了 新 技 术 后 ，

经 过 这 几 年 的 实 践 ，都 成 了 农 机 专

家 。”合 作 社 负 责 人 代 敏 对 记 者 说 ，春

节 之 后 是 春 耕 春 管 最 忙 的 时 候 ，每 天

投入的机械都在 10 台套以上，每天作

业面积达到 4000 亩。

丁青峰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自

己不用花近百万元购置农机，一年的农

机养护还可以省下 5 万元，交由农机合

作社统一服务，一亩地一年的作业费用

约 280 元钱，不仅价格优惠而且技术好，

一亩地可以增产 100 斤，每年亩均增收

300元，双方互惠互利，都有钱赚。

目前，代敏合作社已与 6家种粮大户

（家庭农场）达成合作协议，合作面积约 3

万亩，预计全年作业收入近 700万元。

近 年 来 ，蒙 城 县 在 积 极 推 行“ 耕 、

种、收”农机作业托管的基础上，向农资

供应、机械化植保作业、订单收购等农

事服务环节延伸，实施农事服务托管，

主 要 农 作 物 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达

99.8%，成为全省首批农业生产“大托管”

示范县。

“田保姆”抢抓农时忙春管

3 月 17 日，阜阳市公安局保安管理支队等单位走进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开

展反诈宣传、消防培训指导，并与农产品物流中心签订长期警企联合共筑共建协

议，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通讯员 庞 诚 史勇强 摄

本报讯（记者 沈宫石）芜湖市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协会日前成立，64 家优质

会员单位涉及农机装备、增材制造、轨

道交通装备等行业。

此 次 成 立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协

会，旨在充分发挥协会参谋助手作用，

搭建产业“双招双引”服务平台，凝聚

各细分赛道龙头企业、新兴企业、种子

企业，深入实施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

行动计划，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行业引

领力的头部企业、具有潜在颠覆力的

颈部企业、具有很强爆发力的腰部企

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总产值今年力

争突破 250 亿元。

近年来，芜湖强力推动农机、电力

等智能成套装备、轨道交通装备、增材

制造等细分产业高质量发展，基本形成

了以三山经济开发区为中心的农机装

备产业集群、以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为

支点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以繁昌

区为基础的增材制造产业集群。

2022 年以来，芜湖加速推动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去年新

招引相关项目 138 个、总投资 1429.4 亿

元，总规模 135 亿元的安徽省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母基金落户芜湖。芜湖机器人

产业基地、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通用航

空产业基地、现代农业机械产业基地等

4 个省重大新兴产业基地共集聚规上工

业企业 381家，年产值 1818.2亿元。

芜湖汇集动能发力高端装备制造

本报讯（记 者 陈 成）记 者 近 日 从

安庆市纪委监委获悉，该市今年将实

施廉洁文化建设样板工程，分批分次

打造“清廉村居”等一批有特色亮点、

可学习借鉴、可推广复制的廉洁文化

建设标杆。

近年来，安庆市通过丰富廉洁文化

阵地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廉洁文化活

动，强化廉洁教育，全力打造“宜城清

风”廉洁文化品牌。该市依托博物馆、

名人故居、烈士陵园等载体，推出“明月

清风园”“六尺巷”等首批 28 个安庆市

廉洁文化教育示范点；因地制宜开辟

“明月清风”“探寻家风”“见证初心”“君

子悟廉”4 条清廉文化主题线路；积极打

造“精品化、特色化”廉洁文化课堂，举

办“宜城清风 黄梅颂廉”廉洁文化戏曲

展演活动；利用黄梅戏地方戏曲独特优

势，精心创排《六大人还乡》《一句话》等

一批廉洁文化题材黄梅戏剧目。

该市注重强化廉洁教育，通过发布

倡廉助廉活动倡议书、组织开展廉政文

化宣讲、征集廉洁家规家训等活动，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做深

做透警示教育，拍摄《守护百姓口中粮

筑牢粮食安全线》等 6部警示教育片，用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用同类事警醒同类

人，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防线。

安庆打造“宜城清风”廉洁文化品牌

本报讯（记者 许根宏）3 月 14 日，

《合肥高新区工业企业碳积分试点实施

方案》正式发布。根据该方案，合肥高

新区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探索

实施工业企业碳积分试点。

合肥高新区通过选取重点行业重

点企业作为试点企业，建立基础数据

库，根据国家、省、合肥市及行业有关碳

排放核算标准，结合不同产业的碳排放

强度标准及园区企业实际情况，核算碳

积分，建立起碳积分评价体系和碳积分

管理平台。依托平台，建立企业碳信用

管理体系，逐步构建工业企业碳管理一

体化体系，加强结果运用，加快实现节

能减排、碳达峰碳中和、近零碳车间及

工厂等目标。

2021 年 ，按 照“2030 碳 达 峰 ，2060

碳中和”的目标要求，合肥高新区发布

全国工业园区首个碳达峰实施方案。

2023 年，合肥高新区成功获批安徽省首

批碳达峰试点园区，目前正在积极筹备

申报国家碳达峰试点园区。

合肥高新区启动“碳积分”试点

本报讯（记者 潘成 通讯员 吴玉

婷 郭雨荷）2023 年全国竞走大奖赛（第

1 站）暨世锦赛及亚运会选拔赛日前在

黄山市屯溪区开赛。这是黄山市第 10

次承办全国竞走比赛。

本次大赛分男女成年、青年、少年

三个组别，来自全国 28 支省区市代表

队 484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在当天上午率先进行的男子成年

组 35 公里竞走项目中，来自重庆队的

贺 相 红 以 2 小 时 22 分 55 秒 的 成 绩 夺

冠，刷新了此前由日本选手保持的 2 小

时 23 分 15 秒亚洲纪录，打破贺相红自

己保持的 2 小时 24 分 45 秒全国纪录。

在女子成年组 35 公里竞走项目的角逐

中，陕西队小将白雪莹最后时刻反超青

海队名将切阳什姐，以 2 小时 40 分 59

秒的成绩获得冠军。

本次大赛是世界最高级别田径赛

事（布达佩斯世锦赛）及杭州亚运会竞

走项目的选拔赛。

全国竞走大赛首站在黄山市举行

珍惜水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