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

安徽淮南：
地铁盾构管片生产忙

近日，安徽淮南持续高温天气，中铁四局

安徽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盾构管片制造基地

采取错时施工、发放防暑用品等措施，保护

高温下劳动者的安全，确保地铁建设所需盾

构管片的生产进度。图为 8 月 9 日，工人在中

铁四局安徽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盾构管片制造

基地忙碌。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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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全省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质扩量增效，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省发改委印发《支持新能源汽

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提质扩量增效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8月

10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若干政策》相关情况进行解读。

记者 秦缘

安徽真金白银支持
新能源汽车产业提质扩量增效

据了解，《若干政策》聚焦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

等领域，以及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方面，持续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助推产业提质扩量增

效。在研发创新方面，将实施新能源汽车

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工程，给予

承担单位投入最高20%的补助。在做长做

宽产业链方面，对产业补短板项目建设发

生的贷款，以制造业优惠贷款利率为基准，

给予40%贴息。在推广应用方面，对经营

模式创新示范案例，省级给予500万元奖

励。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加氢站（撬装

站）建设，按固定资产（不含土地价款）投资

的50%给予补助。在营造使用生态方面，

对氢能应用示范工程发生的贷款，以制造

业优惠贷款利率为基准，给予40%贴息。

省发改委副主任徐志表示，“十三五”期

间，我省在“三重一创”基金体系下设立了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金，但投资期已近结

束，规模体量也远不能满足新能源汽车和智

能网联汽车蓬勃发展的需求。为此，省委、

省政府考虑在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体系下，

新设立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主

题基金。将采取母子基金架构模式，初步考

虑安排新兴产业引导基金40亿元作为母基

金，主要以参股形式支持市县和市场主体设

立相关领域子基金，母子基金总规模不低于

180亿元，聚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

领域产业培育和“双招双引”。省发展改革

委已于2022年6月23日公开发布母基金管

理机构遴选公告，目前正组织评审，母基金

管理人确定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去年底，我省向国家争取获批了合肥

国家首批换电试点城市，合肥和芜湖国家

‘双智’试点城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

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试点），下一步将围绕

换电和智能网联，创新性开展试点工作，建

设应用场景，推进示范和推广，争取在全国

做出示范样板。”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总工程

师徐文章说。

据悉，我省积极争取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补助资金。每年组织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向国

家申报1至2次新能源汽车补助资金，今年刚刚

组织了江淮汽车、合肥长安汽车、安凯汽车、奇

瑞股份、奇瑞新能源、奇瑞商用车等6家企业开

展申报工作，合计申报了26.77万辆新能源汽

车，申请补助资金合计49.23亿元，现已报至国

家部委，下一步将配合工信部做好现场核查等

工作，争取资金尽早拨付，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省财政厅副厅长朱长才介绍说，近年

来，各级财政全力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培

育，拿出真金白银激活市场主体，提质增效

健强市场主体，加快锻造我省新能源汽车

生态“强链”。2022年，累计下达省以上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助资金 54.6 亿

元，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者购置补贴，及时

缓解汽车生产企业现金流压力，确保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安排“三重一创”专项引导

资金2.3亿元，用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

展和产品推广省级奖补；争取中央充电基

础设施奖励资金3.8亿元，对各市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考核进行奖励，鼓励各市对充

（换）电设施建设运营给予补助，助力新能

源汽车城乡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各

市也加力助推，如合肥市近两年累计投入

近7亿元落实市级产业支持政策，还针对

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培育投入1500多万

元，惠及1400多人次。

获批首批换电试点 申请补助资金49.23亿元

多方面助力推广应用 采取母子基金架构

星报讯（黄进嘉 记者 祁琳） 8月

10日17时，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

沿淮淮河以南合肥、蚌埠、淮南、滁

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

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抗旱Ⅳ级应

急响应。

据悉，受入汛以来降雨偏少和近

期持续高温影响，当前沿淮淮河以南

旱情已经显现。据气象部门预测，8月

23日前淮河以南仍无有效降水，且有

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旱情将加剧

发展，抗旱形势日趋严峻。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

单位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立

足抗大旱、抗长旱，严格落实抗旱责

任，全面组织动员，加强旱情监测研

判，广辟抗旱水源，统一精细调度水源

工程，加强农业抗旱浇灌，落实应急供

水措施，确保城乡群众饮水安全，全力

保障生产生态用水，最大程度减轻干

旱影响和损失。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派出 3

个工作组赴沿淮淮河以南各市实地查

看旱情，协助指导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安徽省12市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

星报讯（实习生 顾任玲 记者 沈娟

娟） 今年以来，全省扎实推进“皖美消

费”行动，落实各项促消费政策措施，

消费市场在受4月份疫情影响下跌后

开始稳步恢复。上半年，全省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0742.4亿元，同比下降

0.3%，降幅低于全国0.4个百分点。其

中，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

降10.6%，5月份降幅收窄至5.3%，6月

份由降转升、同比增长3.4%。

全省消费市场开始稳步恢复

星报讯（黄进嘉 记者 祁琳）8月

10日，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安徽省

农村留守儿童牵手行动方案》日前印

发，我省将统筹多方力量给予农村留

守儿童特殊关爱，进一步健全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从2023年1月

起，农村留守儿童牵手行动进入常态

化实施阶段。

《方案》明确，牵手人以县(市、区)

未保委成员单位以及乡镇(街道)党员、

干部为主体，牵手任务重的县(市、区)

可将牵手人拓展到村(社区)党员。要

安排有爱心、有责任心、无违法犯罪记

录的党员、干部担任牵手人。牵手对

象是以低收入家庭(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低保边缘家庭及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支出型困难家庭等)农村留守儿童

为重点，农村留守儿童较少的县 (市、

区)可拓展到全体农村留守儿童。

1 名牵手人帮扶联系 1 名牵手对

象，1户家庭有多名农村留守儿童的原

则上由同一人帮扶联系，8周岁以上的

留守女童原则上由女性党员、干部帮

扶联系。

送关爱服务环节，《方案》明确，将

协助落实有关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

保障政策，帮助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基

本生活。链接有关方面资源，为有需

要的农村留守儿童提供亲情抚慰、心

理疏导、课业辅导、社会融入等服务。

牵手人通过家庭走访、电话随访、

链接资源等形式落实帮扶任务。其

中，家庭走访每半年开展不少于1次，

电话随访每季度开展不少于1次。

明年1月起
安徽农村留守儿童牵手行动进入常态化实施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