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市驾培实行“计时培训、先培后付”模式

乡村秋日景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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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章沁园） 11月1日，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根据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安徽省公安厅《关于推进驾培监管服务平台与互联网交

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考试系统联网对接工作的通知》精神，为提高机动

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工作服务管理水平，提升驾驶培训质量，维护道路交通安

全，即日起，合肥市机动车驾驶培训与考试实行“计时培训、先培后付”模式。

全覆盖“计时培训”保障学车质量

据了解，“计时培训”模式是指驾培机构使用计时终端设备和软件系统

对学员培训时间、里程、科目的全过程记录，并将累计培训时长作为培训结

业和预约考试前提条件的培训方式，旨在提升驾驶培训质量，筑牢交通安全

“第一防线”。

目前，合肥市90家驾培机构计时培训系统、车载计时设备安装调试工

作，驾驶员培训计时管理系统与驾培监管平台、驾培监管平台与公安考试预

约系统的联网对接工作有序完成，累计安装车载计时终端设备2085套，审

核备案教练车辆2529台、教练员2046名、教练场地191处、考核员110名、报

名点271处，为全市范围内推行计时培训与考试联网信息对接做好准备。

11月1日起，合肥市机动车驾驶培训“计时培训”正式实行，凡报名培训的学

员，培训学时一律纳入监管平台学时管理，培训学时作为科目申请预约考试依据。

全流程监管资金 让学车更放心

“先培后付”模式是指将培训费一次性托管至专用账户，依据培训进度，

分科目阶段拨付至驾培机构指定的结算账户，有效防范培训费挪用、资金链

断裂风险，保障学员和驾培机构的合法权益，让学车更放心。

合肥市“先培后付”模式将依托合肥驾培公众服务平台“皖美学车”APP

实现。该APP整合择校、报名、班型价格、签订培训合同、培训交费等办理流

程及功能，是该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一站式”统一入口报名学习渠道。“皖美

学车”APP以规范培训服务为抓手，以全市统一的培训合同为主线，对培训内

容、培训课时、费用、退费等内容进行明确，做好培训费资金的风险防范。

此外，管理部门将进一步强化机动车驾驶培训全过程监管，实施“扫码签到签

退”核验措施。

11月1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

村镇晨雾缥缈，秋色斑斓，粉墙黛瓦

掩映其中，宛如一幅缤纷多彩的油

画。近年来，黟县积极探索“两山”转

化路径，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做

好绿色生态到绿色经济的转变，助力

乡村振兴。图为在宏村镇卢村拍摄

的秋日晨景。 施亚磊 文/图

星报讯（记者 章沁园） 记者从安徽

省人民政府网获悉，10月31日，省食安

办在滁州举办2023年安徽省食品安全

宣传周启动仪式。

本次宣传周活动以“尚俭崇信尽责

同心共护食品安全”为主题，展示我省食

品安全工作成果，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

检”“食品安全进万家”、保健食品科普

宣传“乡村行”、高速公路服务区（驿达）

“食安行”等系列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

食品安全知识，深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共同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省食安办强调，食品安全大于天。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持续深化“食安安徽”品牌建设，

强化系统治理，严防风险隐患，抓实宣传

教育，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强从农

田到餐桌全过程食品安全工作，常态化

推动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

主体责任，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准确把

握食品安全新形势新要求，秉持全方位、

全过程从严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监管、防风险、严惩

处，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把牢“入

口”的每一道防线，营造良好的社会共治

氛围，不断提升全省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

保障水平。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记者从省统计局了解到，前三季度，全省规上服

务业营业收入4673.9亿元，同比增长7.7%，分别比上半年和一季度增长0.2

个和1.9个百分点。其中，我省新建5G基站2.1万个、总数达11.4万个。

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前三季度，全省规上生活性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13.3%，比全部规上服务业高5.6个百分点。其中，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

理、居民出行服务、文化体育娱乐服务分别增长1.8倍、85.4%、37.7%和21.6%。

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前三季度，全省规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增长6%，在去年同期高基数基础上继续保持平稳增长，较上半年增长1.7个

百分点。其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

理服务分别增长50%、32.7%、31.6%和26.4%。

除此之外，我省数字经济领域加力增长，规上服务业中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营业收入增长11.8%，其中供应链管理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营业收入

分别增长42.5%和21.8%。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近日，安徽省

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切实

保障肉牛产业发展用地若干措施的通

知》，明确推进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并

全力做好发展用地保障，助推乡村振兴。

《通知》规定，各地要依据国土空间规

划，合理布局和预留肉牛产业发展用地空

间。对暂时无法明确具体位置的肉牛养

殖项目，在乡镇和村庄规划中采取“留白”

方式，重点保障肉牛养殖项目落地。

对于肉牛产业用地，鼓励优先使用

存量建设用地、存量设施农业用地、未利

用地以及其他农用地；鼓励通过改造提

升、开发利用、资产入股、招商引资等方

式，盘活使用各类工矿废弃地。肉牛养

殖、辅助设施用地和饲草种植，可以使用

一般耕地和其他农用地，不得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肉牛加工等产业用地应使用

建设用地。

根据《通知》，肉牛养殖辅助设施用

地面积原则上控制在项目用地面积的

15%以内，不超过20亩。各县(市、区)对

肉牛养殖和辅助设施占用一般耕地的，

应补充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耕地，落实

年度耕地“进出平衡”，做到应保尽保。

同时，肉牛加工等使用国有建设用

地时，可将产业主管部门提出的产业类

型等要求纳入供地条件，实施“标准地”

供地。土地出让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

将“用地清单”交付给土地受让单位。鼓

励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对于列入全

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县

区的，可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方式供应集体建设用地；非试点县区可

以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兴办或入股联营方

式使用集体建设用地。

此外，国有建设用地在确定出让最低

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等别相对应《全

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

行，按比例计算后低于实际各项成本的，

按实际成本费用收取。可采取弹性年期

出让、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等方式供应土地。

其中，弹性年期出让或长期租赁的，

出让或租赁期限不超过20年；先租后让

的，租赁期满后的出让年期按照弹性年

期出让方式设定。

前三季度，我省新建2.1万个5G基站

我省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安徽出台多项措施保障肉牛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