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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撸起袖子加油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民生福祉迎来新期待民生福祉迎来新期待

控房价、940亿元投向民生、倡导健康生活……代省长李国英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了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部署了重点工作，这些与每个安徽人密切相关，民生福祉迎来新期待。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2017年政府工作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可喜变化？ ▋星级记者 刘海泉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全省生产总值增长8.5% 左右，财政收入增长9%，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外贸

进出口总额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9%,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节能减排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期待之一：
绿色农产品更多，吃得更放心

报告提出，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大力创新和推广
农业科技，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和中低产田改
造。推进化肥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开
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试点，深入实施

“放心粮油”工程。

期待之二：
住有所居，房价更趋理性合理

报告提出，加快去库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坚持分类调控、因城施策，加快三四线城市商品住房去库存，
釆取有效办法消化商业房地产库存。把去库
存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落实进城落户
农民住房保障政策，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和公
租房货币化保障。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
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坚决控房价、防
泡沫、防风险，引导房地产回归居住功能。

期待之三：
技能培训平台增多，就业机会增多

报告提出，实施“江淮工匠2020计划”，开展面向农民工、
高校毕业生、企业职工、转业军人等群体的技能培训，建设一
批公共实训中心和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帮
助失业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确保零就业家
庭动态“清零”。深入推进“创业江淮”行动
计划，建设创业服务云平台，实施大学生就
业创业促进计划。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
额支付。

期待之四：
教育质量提高，资源分配更公平

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实施第
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继续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深
入推进教育信息化试点省建设，力争全省
所有县（市、区）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国家认定。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推
进普通高中课程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支
持现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特色办学。

期待之五：
看病难得到缓解，生活更健康

报告提出，深入推进健康安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综合改革，全面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促
进分级诊疗，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建设，开展公立医院薪酬绩效考核，提高
医保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完善药品集中采
购和分类采购。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开展健
康社区、村镇、单位、家庭创建活动。

期待之六：
空气质量改善，天更蓝水更清

报告提出，切实加强环境综合治理，进一步提升生态质
量。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深入开展工业废气、挥发
性有机物、城市扬尘、机动车尾气专项整治
和燃煤锅炉改造，推进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除
尘设施建设和运行，PM2.5达到国家考核要
求，实施巢湖、淮河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专项规划，加快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健全环
保监管体系，全面推行“河长制”。

期待之七：
城市之间距离更近，出行更便利

报告提出，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省
际间、城市间道路互联互通建设，开工建设
芜黄等高速公路，建成芜湖长江公路二桥，
新增高速公路 130 公里、一级公路 300 公
里，新改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3000公里，建
成农村道路畅通工程2.1万公里。

期待之八：
精品景区更多，更多线路可选择

报告提出，强力推动旅游业大发展。实施旅游强省“五个
一批”建设工程，构建具有国际水准的精品景区和精品线路。
推进黄山、池州、宣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建设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和经典景区。
全面完善旅游产品、基础设施和营销体系，
加强新业态培育和多业态融合发展，加快把
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和重要增长极。

期待之九：
返乡创业机遇多，村庄更美丽

报告提出，实施县域经济振兴发展工程。落实和完善促
进县域经济发展政策，支持县域特色经济、配套经济发展，推
动县域产业融入中心城市产业链和创新体
系。加快县域开发区转型升级和产业集群
专业镇建设，新建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园，
鼓励和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兴业。提升城
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培育一批现代中小城
市。开展 534 个乡镇政府驻地建成区整治
和670个中心村建设。

期待之十：
940亿元投向民生，有更多获得感

报告提出，巩固提升民生工程。投入940.2亿元，继续实
施33项民生工程，其中新增健康脱贫兜底“351”及建档立卡贫
困患者慢性病费用补充医疗保障“180”、贫困
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医疗卫生人
才能力提升、技工大省技能培训等重点民生工
程。民生工程涉及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我们要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机制，
让全省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