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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务中心2019个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据悉，我省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76项试点任务已完

成69项。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一批大科学装置加紧布局，一批世界级科技成果加速涌现，一批

突破性产业成果已经或即将造福人类。去年国务院在全国推广

首批 13 项“全创改”经验，我省 2 项(事业单位编制周转池制度、

事业单位采用年薪制引进高层次人才)位列其中。

在“放管服”改革方面，我省在全国率先公布运行省市县乡

四级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创新推进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

权力中介服务清单，确定省级公共服务事项 4355 项、新增 2505

项,省级行政权力中介服务事项 195 项、减少 84 项。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省政务服务中心2019个进驻事项全部实

现“最多跑一次”。

安徽医共体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示范
在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方面，创新开展县域医共体建设，

涌现出天长、阜南等全国先进典型，世界银行行长金镛评价，安

徽医共体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示范。实行药品联合带量采

购，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 42%，国家基本药物价格降幅 50%以

上。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定远模式”被列为全国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五种模式”之一。

此外，我省实施了健康脱贫“351”“180”政策。“351”即贫困

群众在县域内、市级、省级医疗机构就诊,个人年度自付费用分别

不超过0.3万元、0.5万元、1万元，剩余合规医药费用由政府兜底

保障。“180”即贫困慢性病患者 1 个年度内门诊医药费用，经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351”政府兜底后，剩余医药费用

由补充医保再报销80%。2017年，全省贫困人口住院医药费用、

慢性病门诊医药费用平均补偿比分别为93.03%、96.5%。2016、

2017年连续两年在国家健康脱贫考评中获全国第一。

编制“周转池”弥补紧缺领域不足
我省实施编制“周转池”制度改革。建立“动态调整、周转使

用、人编捆绑、人走编收”的事业编制“周转池”制度，将编制所有

权与使用权分离，在不改变编制部门所有的前提下，把长期不能

发挥使用效益的存量编制集中起来建立“周转池”,定向定量投放

到高校、公立医院等紧缺急需的公共服务领域。3 年周转期满

后，经评估确定使用单位“周转池”的进退存废和事业编制规模

的增加减少。目前，省属本科高校、市县公立医院编制“周转池”

制度实现全覆盖，乡镇卫生院编制“周转池”制度、中小学教职工

编制周转池制度试点稳步推进。

生态补偿机制成为全国样板
我省还扎实推进 2012~2014 年、2015~ 2017 年两轮新安江

生态补偿工作，在全国开创了跨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的先河，新安江流域总体水质为优，跨省断面水质达到地表水环

境质量二类标准，连年达到补偿条件，相关做法写入中央《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在全国多条流域推开。黄山市生产

总值连续跨上 500 亿元、600 亿元两个台阶，财政收入突破百亿

关口，人均主要指标居全省中上水平，绿水青山正加速向金山银

山转化。目前，2018~2020年第三轮补偿协议正在签署中。

我省通报全面深化改革情况

2019个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11月20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辉煌40年——安徽改革

开放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我省全面深化改革情况。

□ 记者 祝亮

我省将加快
推动与江浙沪
公共交通扫码通行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11 月 20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了《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支持和保障长三角地区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决定（草案）》的

议案。

根据草案，安徽省将加强与上海、

江苏、浙江三省市在重点领域的合作，

推动科技创新联手、基础设施联通、产

业发展联动、公共服务联网、区城市场

联建、生态环境联治，加快形成互联互

通信息服务平台、协作共用大型科学

设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公共交通扫

码通行、民生档案异地查询等合作成

果，不断提升长三角地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草案还指出，安徽省将加强与上

海、江苏、浙江三省市重大战略一体

对接、发展规划等高对接、合作项目

深度对接、体制机制无缝对接。本

省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等应当主动与上海、江

苏、浙江三省市对接，以强化功能布

局互动，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

空间布局，提升长三角地区城市群整

体竞争力。探索编制跨区域发展规

划，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打造“便捷”空中门户
从东航航线网络变迁看安徽改革开放40年

伴随着改革开放40周年的发展，安徽民航事业突飞

猛进、快速发展，如今四通八达、纵横国内外的航线网络，

如同架设起的一座座空中金桥，让人们从长路漫漫到日

行千里，感受现代航空运输带来的高效便捷。

□ 朱京保 吴丽敏 任冰 记者 祝亮 文/图

作为安徽省内唯一的基地航空公司，东航安徽分公

司的前身中国民航第14飞行大队，1966年在合肥三里街

机场起步，经历了三里街机场、骆岗国际机场、新桥国际

机场的三度变迁。作为安徽民航中坚力量，50余年来，东

航安徽分公司始终不遗余力地为安徽民航及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和对外交流交往贡献力量。

航空网络的布局和民航机场的吞吐量是一个城市乃

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为民航带来

发展机遇，合肥骆岗机场航班由每天3至4班发展到每天

10多班。1990年，合肥骆岗机场当时开通航线

16 条，通航里程 1 万余公里。到 2018 年，仅东

航安徽在合肥机场就累计开通国际国

内地区航线两百多条，通航里程百万公

里，航线航班网络辐射不断扩大。

2018年11月，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年

客流量将突破 1000 万人

次，迈入繁忙机场的行列。

1991 年，东航安徽分

公司作为安徽民航政企分离首家组建的国有航空运输企业，成

为安徽民航运力骨干力量，相继引进麦道82、麦道90型大型客

机投入航线运营，1998年国产运-7型飞机全部退役后，为丰富

航线网络，东航安徽分公司曾湿租两架ATR-72型客机执飞合

肥至阜阳、黄山、厦门、福州、武汉、徐州、大连等短途航线，形成

了干线和支线共同发展的航线网络格局。1999 年，国家提出

西部大开发战略。东航安徽分公司发挥承东启西区域优势，航

线网络辐射由东南部向西部城市扩展，2004 年东航安徽分公

司引入空客A320型客机，至今已经拥有18架该型客机。经过

快速的发展，东航安徽分公司逐步形成了立足本地市场，以合

肥为中心向西北纵深远飞航线、依托昆明枢纽延伸东南亚航

线、加密增厚西南中南以及东北地区的商务旅游干线。通过创

新转型谋求新时期新发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航空基础设施网络建

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

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东航在安徽的

航空网络正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作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年 10 月 28

日民航航班换季后，东航在安徽地

区增开了合肥至哈尔滨、南宁、海

口、太原等重要商贸往来航线，为安

徽地区搭建起了多维度的商务旅游

空中走廊。

改革是破旧立新的过程，是昂

扬奋进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探

索。目前，东航集团运营着超过 650 架、平均机龄

5.39年的全球最年轻大型机队，年旅客运输量超过

1.1 亿人。通过东航的航线网络，可以从安徽通达

全球 177 个国家、1074 个目的

地。预计到 2020 年，东航安徽

分公司执管 A320 型客机将达

到24架。将继续担负起中央企

业的责任，勇立潮头，加强安徽

地区的航线网络基础建设，

为省内的经济发展、

居民的便捷出行，搭

建更多的空中金桥，

为建设现代化“五大

发展”美好安徽贡

献更多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