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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争取和落实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补助资金24.23亿元，已累计拨付

各类保障性住房资金9.11亿元，供应各

类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11797.07亩，新

建各类保障性住房 527 万平方米，向

81758万户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

了住房保障。

以民生工程为导向
强力推进廉租住房保障工作

住房保障水平逐步提高。自 2006

年以来，合肥市五次放宽廉租住房保障

准入条件，将申请家庭年人均收入线由

3120元、6485元、6833元提高到目前的

8840元，保障面积由人均10平方米、14

平方米提高到 16平方米。目前在省内

最宽，中部省会城市第四，住房面积条

件在省内和中部省会城市均处于第二。

租金补贴数额逐年增加。累计完

成廉租住房保障户数 14797户，其中发

放租金补贴户数 12539户，发放补贴资

金6548.7万元。

保障房源有效增加。已开工建设21

个廉租住房项目，建成了以滨湖惠园等

为代表的廉租住房28.16万平方米、6090

套。滨湖惠园、天门湖家园和永和公寓

以及三县的部分廉租住房已交付使用，

并以公开摇号方式确定了实物配租家

庭，2258户家庭已入住。在建廉租住房

项目6个，将分别于2011、2012年竣工。

适应城市化和工业化需求

快速启动公共租赁房建设

针对城市扩容、工业化发展等带来

的“夹心层”人口，合肥市以开发区、工

业园区为先导，快速启动公共租赁住房

建设。目前，已建成和在建公共租赁住

房113.8万平方米、20454套（间）。

近日，蚌埠市效能办对该市各职能部

门进行暗访，有39人分别受到停职、离职、

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扣发绩效和取消评先

评优资格等处理。

据了解，蚌埠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采

取清理电脑软件、每周开展三次明查暗访、

每日检查科室考勤、评比工作日志等多种

措施，强化内部管理，改进工作作风。该市

国税局、财政局、物价局、行政服务中心、高

新区运用科技手段，实施办公室内、外网隔

离，屏蔽游戏、娱乐端口，杜绝工作人员上

班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事宜。该市委办公

室等11家单位召开效能建设专题学习会，

制定了《机关效能建设督查办法》、保障了

效能建设责任追究有章可循。 方宗根

蚌埠市
效能建设动真格

日前，芜湖资本市场综合交易中心（资

本CBD）正式运营，成为芜湖市发展金融产

业的又一创新之举。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银行业快速

发展的拉动以及其他金融业高速增长的助

推下，芜湖金融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3.15亿

元，同比增长36.6%。在金融产业不断发展

的支持下，芜湖市经济发展交出了一份不

错的成绩单：2011年1月至6月，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582亿元，增长37%；规模以上工业

实现增加值385.4亿元，增长20.8%；实现财

政收入143.3亿元，增长48.5%；外贸进出口

总额 17.8 亿美元，增长 62.3%，初步实现了

“十二五”规划的良好开局。 赵云

芜湖市
金融业高速增长

合肥市安居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防疫责任不断明确。严格执行动物防

疫双轨四级责任制，市、县（区）、乡、村层层

签订责任状。进一步确立了市级定点联系

制度，将该市划分为四个片区，确定专人负

责联系，进一步强化了五包责任体系。同

时，不断巩固和完善禽流感政企、技企和官

方兽医监管联系制度，对存栏500只以上

的规模养禽场（户）确定政企、技企联系人，

实行定点帮扶，做到每个环节有专人负责，

每个养殖场防控工作有专人检查指导。

强制免疫不断规范。全面开展畜禽普

查，对养殖场户存栏情况开展了地毯式摸

底调查，切实做到防控工作“底数清、情况

明”。严格按照“六统一五不漏”的工作要

求，以乡镇为单位逐村推进，对该市存栏所

有畜禽实施集中免疫。春防以来，该市累

计发放45万张免疫证明，打挂205万只免

疫耳标，免疫注射、证明发放、耳标打挂、档

案建立做到了同步进行。

综合防控水平不断提高。坚持统筹强

制免疫病种和其他动物疫病防控，积极组

织养殖场户开展新城疫等动物疫病免疫工

作，落实隔离消毒等综合防控措施。在合

肥城区设置了37家犬类免疫点，对犬类全

面实施了免费狂犬病免疫，所需疫苗和防

疫员报酬等费用由财政承担。今年以来，

该市已免费接种疫苗5625支，发放免疫证

2408本，有效降低了狂犬病发生和染人的

风险。

监测水平不断提升。推进监测体系建

设，全面推进兽医实验室认证。开展疫情

监测，对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猪瘟、高

致病性猪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定时、定

点开展监测。重点加强对种畜禽场、规模

养殖场（区）、畜禽交易市场、农贸市场和养

殖密集区、水网密集区等重点地区的疫情

监测，多措并举，监测水平不断提升。

监督检查不断深入。进一步健全了防

控工作对口督导制度，不断加强对基层防

控工作的督查指导。严格“四不”检查方

法，采取综合督导、专项督查、整改验收相

结合，加强基层防控工作的督查指导。对

县区防控工作先后组织开展专项督查和随

机暗访，督查、暗访情况及时下发通报。召

开了4次防控工作汇报会和重点乡镇调度

会，通报进度，查摆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做

到有部署、有落实，有督查、有整改，有力推

动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深入开展。

项目管理不断加强。根据省农委《关

于抓紧组织基层动物防疫和乡镇兽医站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

要求，召开乡镇兽医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竣工验收工作会议，严格责任追究，强化

督导审计，坚持硬件和软件同举、建设和

管理并重，目前验收正在进行，力争按时

完成。

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各级政府按规定

将动物防疫经费列入财政预算。2011年，

市级财政投入防疫经费493万元，保证了

防控工作需要。村级防疫员市级每人补助

600元已发放到县区，为养殖场户提供免费

疫苗、注射、检测、发证和打标的免费服务，

有效地调动了养殖场户和防疫员的积极

性，推动了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服务水平不断优化。牢固树立环境优

先、服务至上的理念，以“畜牧科技进万

家”、“三下乡”主题实践活动为主线，多次

深入农村、企业和养殖场户调研，广泛宣传

动物防疫法律法规以及疫病防治技术，免

费发放了养殖技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实

用科技资料近 10余种 10000多份，受到了

当地群众的欢迎和称赞。

合肥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经历了 2005 年、2006 年酝酿起步；2007 年、

2008年大力建设；2009年、2011年完善提高三个阶段。经过数年的建设，

一个广覆盖、有梯次、多形式的住房保障体系已基本形成。

合肥市畜牧水产局动物防疫硕果累累

今年以来，合肥市畜牧水产局动

物防疫工作以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为重

点，以开展强制免疫为主线，进一步健

全长效工作机制，狠抓综合防控措施

落实，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受到了省防治重大动物

疫病指挥部检查组的充分肯定。该市

连续多年未发生重大动物疫情，连续5

年被评为全省动物防疫先进市。

畜牧水产之窗

畜牧水产之窗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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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用军

合肥市在对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实现“应保尽保”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保

障范围，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省下达

合肥市2011年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任务为43510套，全年廉租住房保障

户数不低于15000户，新开工建设廉租

住房2010套（在建廉租住房竣工套数

不少于 1483 套），新增保障家庭 800

户；新建经济适用住房（集资建房）

1700套；新建公共租住房25000套；国

有工矿及城市棚户区改造14000户。

截至 7 月底，该市累计完成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投资17.08亿元；争取

中央及省级各类补助资金 4.9852 亿

元；开工各类保障性住房和实施棚户

区改造34550套（户），277.9万平方米，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9.41％，位于全

省先进行列。

规划期内，合肥将建设各类保障性

住房总量31.5万套、1595万平方米。其

中，廉租住房1.5万户、75万平方米；公

共租赁住房22万套、1000万平方米；经

济适用住房（特困企业集资建房）1万

套、70万平方米；棚户区改造7万户、

450万平方米。

合肥市房地产管理局效能办供稿

合肥完成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1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