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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实习生 凌文婷 记者 王珊珊） 11月14日，记者从合肥轨道

集团获悉，日前，轨道2号线东延线及3号线南延线顺利完成20天“满图”

试运行，标志着两条新线向年底开通初期运营的目标迈进了关键一步，

目前2、3号线延长线各项收尾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所谓试运行跑图，是指在线路开通正式运营前，车辆按照列车运行

图计划，开展地铁系统设备模拟运作的不载客运行。运行期间，列车将

按规定时间开闭车门，车站客运人员按规定要求做好接发列车工作，以

此全面检验新线运行状态，这也是正式运营前安全评估的重要依据。

“此次20天‘满图’试运行各项运营指标均远高于国家规范要求并达

到历史最优值，其中车辆、供电等多项运营关键指标实现“零故障”运行，

列车运行图兑现率也达100%。”合肥轨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道，相较以往

模式，本次的联调联试工作也开创了合肥轨道交通历史先河，在充分了

解各类设施设备运行特点并结合自身丰富的运营组织经验，合肥轨道对

试运行的节点把控、质量管理及问题整改掌握了完全的主动权，高效指

挥现场设施设备的调试磨合。

此前，2、3号线延长线启动了为期三个月的空载试运行，即不载客模

拟运营，这是合肥轨道交通第三期规划最先试运行的线路。

据介绍，2号线东延线线路全长14.5公里，设11站11区间，连接既有

2号线三十埠站，延伸至肥东县主城区。3号线南延线线路全长11.3公

里，设7站8区间，连接既有3号线幸福坝站，延伸至肥西县主城区。作为

合肥轨道交通首次通往县域的线网，2、3号线延长线开通后合肥市地铁

网络将更加完善，进一步加强了合肥中心城区与县域之间的联系，届时

合肥将正式迈入“市县一体化”新时代。

合肥轨道2、3号线延长线
顺利完成“满图”试运行

星报讯（记者 章沁园） 11月14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关

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我省民营企业数量持续增加，截至9月末，我省民营企业达217.5万

户、增长12.3%。

2022年民营经济增加值突破2.7万亿元
2022年，我省民营经济贡献了56.4%的税收、60.9%的GDP、70.4%的

发明专利授权量、8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93%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

增加值从2012年的9618亿元到2022年突破2.7万亿元，增长了1.9倍，占

全省GDP比重从2012年的56%上升到2022年的60.9%，提高了4.9个百

分点。截至2022年底，我省民营企业达199.6万户，较2012年增长5.6

倍；个体工商户达503.6万户，较2012年增长2.3倍。

民营企业已超217万户，增长12.3%
今年1~9月，我省民营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势头，规上民营工

业增加值增长10.8%，高于全省工业3.5个百分点，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

4.8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向好，全省民间投资增长0.9%；民营企业

数量持续增加，截至今年9月末，我省民营企业达217.5万户、增长12.3%。

日前，我省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进一

步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机制，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省民营企业已超217万户
增长12.3%

安徽出台“38条”促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1月14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

省提出38条举措，多方面共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 章沁园

健全举报机制，依法打击“黑色产业链”

《若干举措》指出，要引导社会正确

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

及时回应关切、打消顾虑。持续完善与

民营企业沟通交流机制，定期召开民营

企业家恳谈会，发挥省“民声呼应”平台

体系、“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与民营企

业家季度座谈会”等沟通交流作用，建立

健全民营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

此外，开展“打假治敲”等专项行动，

健全相关举报机制，依法打击蓄意炒作、

造谣抹黑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网

络黑嘴”和“黑色产业链”。大力弘扬企

业家精神，按规定评选表彰安徽省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发挥优秀企业家示范带动作

用，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

清理招标领域歧视性规定和做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在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方面，修订《安

徽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制定《安徽省优

化营商环境条例》，制定鼓励民间资本参

与的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清单、重点产

业链供应链项目清单、完全使用者付费的

特许经营项目清单等“三个清单”。

在招投标领域，清理歧视性规定和

做法，明确提出除法律法规和国家另有

规定外，不得额外对民间投资主体设置

准入条件。

在法治环境上，畅通申诉渠道，落实

“政法机关依法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专

项行动”“法院院长接访企业家”“企业家

约见检察长”“警企恳谈会”工作制度；健

全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制

定关于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制度的指

导意见，开展联动执法，减少多头执法、

重复执法等。

提出“3个70%”要素保障机制，赋予民企职称评审权

在加大金融、土地、能耗等要素供给

方面，提出“3个70%”的要素保障机制：

第一个70%是支持民营企业融资，其中

政府性引导基金投向民营企业的占比

70%左右；第二个70%是保障用地需求，

统筹我省新增建设用地、存量建设用地

支持的民间投资项目比重达70%左右；

第三个70%是保障能耗需求，全省每年

新增能耗支持的民间投资项目占全部项

目比重达70%左右。

在强化人才保障上，畅通人才向民营

企业流动渠道，支持民营企业建设“研发

飞地”，在省外（海外）全资设立的研发机

构、省级备案认定的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全

职聘用的人才，享受在皖人才相关政策。

赋予民营企业职称评审权，允许技术实力

较强的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单独或联合组

建职称评审委员会，开展自主评审。

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投，鼓励民企加强创新

完善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实施民营龙

头企业倍增行动计划，完善创新型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的梯度培育体

系，制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建设研发平台、引进高端人才，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协作能力。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持民营企业

承担国家及省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发挥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能力，完善“三首”政策。推动数字化转

型，鼓励民营企业开展数字化共性技术

研发，参与数据中心、智算中心、工业互

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应用创

新，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汇集一批数字

化转型服务商、金融机构等，为中小企业

提供“小、快、轻、准”的数字化解决方

案。加快绿色化发展，实施制造业绿色

化改造，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建

设一批绿色供给标杆项目，培育一批绿

色制造供应商。

加强人才建设，制定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培养计划

加强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支持工商联在民营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

与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加强年轻一代民

营经济人士培养，制定安徽省年轻一代

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培养规划，健全完善

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传帮带辅导制

度。引导和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加快

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主动

加强与世界一流企业的交流合作，提高

依法合规经营能力和科学管理水平。支

持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每年发布《全

省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民营企业社

会责任优秀案例》，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

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完善促进民

营经济发展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地方协

作配合，压实各方责任，打好政策“组合

拳”，确保各项举措早落地早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