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3 日上午，合肥 2019 中国农民

丰收节在安徽巢湖经开区三瓜公社开

幕。本次丰收节活动以“庆丰收·农民

乐”为主题，包含了“24 节气馆开馆仪

式”“合肥市金秋特色农产品暨扶贫农产

品交流展销会”“唱响巢湖民歌——农歌

会自编自演节目展示”“迎丰收体验季系

列活动”“品尝丰收成果——丰收流水

宴”等多项活动。开幕式后，领导嘉宾和

农民代表们一起先后参观了 24 节气博

物馆、冬瓜游客服务中心和农展会现场，

并前往农歌会现场观看了农歌表演。

□ 张发平 文/图

图说

星报讯（郭玲玲 记者 沈娟娟） 记者从国家

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统计开放日”上了解到，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

从福利房到房改房，从中国房地产市场化起步，再

到步入新世纪之后房地产业迅猛发展，中国的房

地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经济发展重要产

业支撑，安徽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发生了沧桑巨

变，实现了“居者有其屋”到“居者优其屋”。以合

肥为例，人均住房面积由 1978 年的 3.5 平方米增

加到 2018 年的 35.2 平方米，在人口增加近十倍的

情况下，人均居住面积提高了 10 倍。

数据显示，住房实行市场化后，房地产开发投资

出现快速增长，安徽房地产开发投资从 1986 年的

4.8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5612.5亿元。2017年安徽

商品房竣工面积为 4747.7 万平方米，是有数据统计

的1986年的29倍多。

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均居住面积不断增加。从我省看，2017 年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7.44平方米，是

有数据的1981年的5.7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为 50.74 平方米，比 1978 年增加 42.2 平方

米。从安徽城镇居民家庭居住情况统计看，二居室

和三居室是购房的主体，按住宅建筑式样分，2013

年二居室占比为36.3%，三居室占比为28.75%。

以合肥为例，1956 年，合肥市区共有住房（住

宅和公共建筑）139.85 万平方米，居民人均居住面

积 5.2 平方米，折合使用面积仅 2.9 平方米。后来，

人均住房面积由 1978 年的 3.5 平方米增加到 2018

年的 35.2 平方米，在人口增加近十倍的情况下，人

均居住面积提高了 10 倍。

记者了解到，2017 年安徽房地产开发商品住宅

销售面积为 7949.28 平方米，是 1986 年的 110.3 倍，

占商品房施工面积的 20.3%。不管是自住还是投

资，更多的人愿意在住房上进行投入。据统计，2017

年人均消费性支出构成中，居住的支出占比为

20.42%，比1981年提高16.2个百分点。

从房屋类型看，实行公房行政分配制度时，房

屋类型以土房、筒子楼、平房为主，住房制度改革

后，人们对住房品质的需求越来越高，新建住宅种

类丰富多彩，既有普通住宅、公寓式住宅，也有高档

住宅、别墅等。

政府在推进住宅房市场化的同时，加大对保障性

住房的建设，以满足不同群体住房需求。2008年，保

障性安居工程、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启

动。2018 年，安徽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 29.42 万

套，基本建成29.17万套，农村危房改造16.75万户。截

至2018年12月，合肥市共计开工棚改安置房2.016万

套，基本建成公租房和棚改安置房2.362万套。

1978到2018，合肥人均居住面积提高了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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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制造创新论坛”在合肥举办。

本次论坛针对智能制造领域的热门议题及前沿技

术，设置主题报告、邀请报告两个环节，探讨未来中

国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路径，更好发挥政府、企业、

高校的作用，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先进

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论坛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

安徽省科学技术厅、合肥工业大学承办。

论坛现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

士、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杨善林就智能制造创新思维、

智能制造与工程管理分别作主题报告。南方科技大

学教授吴勇波、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斌、北京工业大

学教授石照耀、东南大学教授陈云飞、密西根大学机

械工程系研究员杰夫·普劳特等5位国内外专家，分

别围绕多能量场智能加工、智能制造装备、机器人与

核心零部件、医疗器械与微纳制造、生物 3D 打印等

做了精彩报告。

其中，杨善林院士在“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工程

管理”报告中提出，当前，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为主要内容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到

高端装备制造工程及工程管理中，重构了制造业生

态系统和组织管理体系，改变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

组织方式和管理模式，引发了制造资源组织方式、制

造系统全过程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化模式、信息服务

与智能决策系统等发生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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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 融合创新
——2019世界制造业大会“智能制造创新论坛”举办

安徽：17项举措创建
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加强自然保护地统一监管、推行森林可持

续经营……记者从安徽省林业局获悉，安徽省

近日印发相关实施方案，围绕林长制改革“护

绿、增绿、管绿、用绿、活绿”五大任务，提出17项

具体举措，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根据《安徽省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实施方案》，安徽省提出五大任务 17 项具体举

措，其中包括强化护绿，切实保障林业生态安

全，加强自然保护地统一监管、林业资源安全巡

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快增绿，推进森林资源

高质量发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国土绿化，推进

城乡绿化融合发展，推行森林可持续经营，推动

区域林业生态整体提升。

记者了解到，安徽省财政将设立林长制考

核奖励及林业增绿增效综合奖补资金，充分利

用好省农业产业化发展基金，按照市场化原则，

支持林业特色产业发展。

安徽省提出，到 2025 年，省、市、县、乡、村

五级林长目标责任体系更加完善，护绿、增绿、

管绿、用绿、活绿“五绿”协同推进的体制机制更

加健全，初步实现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自然生态系统更加完备，生态产品供给

能力显著增强，森林覆盖率超 31%，林木总蓄积

量达3.5亿立方米，林业总产值达7000亿元，湿

地保护率超52%。

据悉，今年4月，国家林草局同意支持安徽

省创建全国林长制改革示范区。

□ 据新华社

合肥市存量房转移登记
抵押登记将实现并案办理

星报讯（记者 唐朝） 长期以来，合肥市存

量房转移和抵押两类登记办理流程相互独立、

分别发证，办事市民需要多次往返排队，买卖双

方也经常因为“先付款后转移”还是“先转移后

付款”而争吵。而因“转移登记在前、抵押登记

在后”形成的交易真空期，也进一步增加了风险

的几率。近日，合肥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与不

动产登记中心通过合作，推进了存量房“转移登

记+抵押登记”合并办理工作。

记者了解到，合肥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与

不动产登记中心以存量房网签系统和托管系统

为依托，利用房屋交易与不动产登记数据共享

平台，确保交易、登记以及银行之间数据实时交

互，实现了“群众跑路少，交易风险小”的目标。

目前,第一笔并案办理业务已在滨湖要素

大市场登记大厅顺利完成。下一步，合肥市将

继续扩大试点覆盖面，将并案办理工作在全市

铺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