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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名特小吃产业将“一城一品牌”
根据方案，我省将实施皖厨培育工程，结合安

徽特定区位、特色饮食文化、特殊技艺传承，发掘

地域名特小吃资源，开展安徽名小吃制作专项技

能培训，重点引导脱贫劳动者、农村转移劳动者等

重点群体和民宿、农家乐等行业从业人员，免费参

加皖厨培训，掌握皖厨技艺，成为皖厨师傅，推动

形成全省名特小吃产业“一城一品牌、一店一特

色、一人一绝活”的餐饮行业新格局。

对皖厨培训合格人员颁发专项职业能力证

书，鼓励其参加烹饪类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免除专

项职业能力考核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费用，着力

培育一批具有高级工以上技能等级的皖厨名师。

省有关部门将组织编写《安徽名小吃目录》
全省各地将在综合考量本地特色、饮食习俗、

产业业态等基础上，梳理当地群众认可度高、就业

创业带动性强、最具本地饮食文化特色的地方名

特小吃品种，建立本地名小吃培育项目名录，自主

确定培训内容、课时安排、补贴标准、培训及结业

考核方式等，编制名小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

试题库和培训考核大纲，遴选认定一批培训单位

负责承接名小吃培训，形成当地名小吃创业项目。

省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安徽名小吃目录》，举

办安徽名特小吃文化节，开播一档宣传安徽名特

小吃、展示皖厨师傅职业风采类电视节目。各地

要积极开展皖厨技能技艺赛事等皖厨培育、创业

系列宣传推介活动，吸引更多皖籍外出务工人员

回皖学技、回乡创业。

新建、改扩建或共建一批特色皖厨创业街区
方案提出，鼓励各地结合本地皖厨名优特小

吃、美食连锁店发展情况，新建、改扩建或共建一批

特色突出、设施齐全的皖厨创业街区，集聚一批多

层次、多品类美食名品、美食名店，打造皖厨徽菜地

标性打卡街区、商圈。支持创业街区通过市场化运营

模式，加大对街区内皖厨创业企业支持力度，加强对

门店的经营管理、品牌建设、市场拓展、风险防控等培

训，提供租金减免、政策咨询、开业指导等“一条龙”

孵化培育服务。支持皖厨创业企业与大型商业综

合体合作，打造室内皖厨创业街区。对管理规范、

场租优惠多、服务良好、带动就业明显的皖厨创业

室内、室外街区，根据在创业街区初创企业数，在3

年期内，每户每年给予5000元孵化基地补贴。

皖厨徽菜专题展将走入各博物馆
我省拟打造一批乡村美食旅游景点和线路。

丰富传统美食名品文化内涵，与民俗文化、农业观

光休闲、休闲养生、购物消费等相结合，培育发展

“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大力挖掘、推广乡村本土

特色菜式、特色宴。支持皖厨徽菜传统制作技艺

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支持有条件的博物馆开设

皖厨徽菜专题展览，鼓励建设皖厨徽菜主题馆，打

造皖厨徽菜文化展示平台，创新推出皖厨徽菜饮

食线上线下体验活动。

返乡农民工开餐馆可获5000元一次性补贴
根据方案，我省将实施“马兰花”创业培训项

目，落实创业培训补贴政策，提升皖厨创业者创业

能力。加大融资扶持力度，对返乡创业农民工、农

村自主创业农民、就业困难人员等10类群体创办

的皖厨创业项目，提供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创业

担保贷款，对10万元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

免除反担保要求。

鼓励返乡农民工回乡开办农家乐、小餐馆，按

规定落实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将皖厨创业项

目纳入“赢在江淮”等创业创新竞赛范围，搭建项

目对接、展示平台。将皖厨创业者纳入安徽省创

业服务云平台服务范围，发行电子创业券，提供全

方位创业服务。

日前，安徽省人社厅等七部门联合出台《安徽

省皖厨创业工程实施方案》。根据方案，我省将持

续实施创业江淮行动计划，着力打造皖厨创业工

程，优化皖厨就业创业环境，支持皖厨师傅创业，

打造皖厨文化品牌。2021~2025年，全省计划支

持皖厨师傅创业就业5万人次以上。■ 记者 祝亮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时

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日前在山东青岛成

功下线。安徽省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及有关部

门、单位参加了仪式和调研。这也是为我省磁悬

浮研发基地及磁悬浮线工程进行准备。

当天，下线仪式在青岛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

新中心举行，与会人员听取了时速600公里高速磁

浮交通系统研发成果介绍，参观了相关研发设施，

并乘车体验。该系统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600公

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高速

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据悉，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项目于

2016年10月启动，2019年研制出试验样车，并于

2020年6月在上海同济大学试验线成功试跑，经

过系统优化确定最终技术方案，于2021年1月研

制出成套系统并开始了6个月的联调联试。目前，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已完成集成和系

统联调，5辆编组列车在厂内调试线上实现了整列

稳定悬浮和动态运行，各项功能性能良好。

根据此前刚刚公布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

划“十四五”实施方案》在“十四五”期间，合肥高速

磁悬浮研发试验基地及合芜试验线工程要实现新

开工。按照合肥到芜湖150公里的路程测算，理论

上仅需15分钟。

高速磁浮列车之所以快，不在于它的车轮，而

是它没有车轮。高速磁浮列车采用了一种新的驱

动方式——车内线圈产生的磁场作用于轨道，推

动列车前进。高速磁浮列车采用“抱轨”方式运

行，行驶时与轨道不发生接触，所受的阻力也只有

空气阻力，速度自然更高一筹。另外，也是因为

“抱轨”运行，列车没有脱轨风险。

正是因为高速磁浮列车与轨道不发生接触，

列车运行时的噪音比轮轨列车要小，车内噪音能

够控制在70~80分贝，也就是介于大声说话和一

般汽车行驶噪音之间。速度高、安全可靠、噪音

低、震动小、载客量大、维护量少……这些统统都

是高速磁浮列车的优点。

目前，高铁最高运营速度为350公里/小时，飞

机巡航速度为800~900公里/小时，时速600公里

的高速磁浮列车可以填补高铁和航空运输之间的

速度空白。

我省组建仲裁专家库
打造安徽仲裁品牌

星报讯（徐永杰 记者 马冰璐） 7月27日，

安徽省仲裁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

选举产生协会第一届领导集体，标志着安徽省

仲裁协会正式成立。记者从会上获悉，我省现

有仲裁机构16家，仲裁从业人员3100余人，年

办理仲裁业务0.7万件。

据了解，省司法厅出台的《安徽省仲裁行业

发展提升工作方案（2020—2024年）》，制定了

安徽仲裁五年发展蓝图，提出了努力实现“一

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大提升、五年有位

次”的目标要求。要用五年时间，努力建成一

批有公信力、影响力和值得信赖的区域仲裁机

构，培育一批有公信力、影响力和责任担当的

仲裁员及仲裁秘书，仲裁区域性、全国性、国际

性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仲裁整体工作进入全国

一流的先进行列。

我省打造安徽仲裁品牌，支持有条件的仲

裁机构积极拓展国际仲裁市场，逐步把发展基

础好、业务能力强的仲裁机构打造成具有高度

公信力、竞争力的仲裁品牌。加强与国际仲裁

机构交流，提升安徽仲裁品牌国际竞争力。

抱团攻关夯实产业链
近年来，安徽省陆续启动开展了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培育评定及其保险补偿工作，极

大地调动了企业研制新产品的积极性，缓解了

新产品推广应用的难题，促进了全省高端装备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受到企业好评。

2011年，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就印发了

《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管理暂行

办法》，是全国较早实施首台（套）政策的省份

之一。2017年，安徽省政府出台《支持制造强

省建设若干政策》，初步形成了安徽省支持首

台（套）研制、示范应用以及保险补偿的政策体

系。2020年，安徽省政府又出台《安徽省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

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整合并升级“三首”政策和

保险政策，统筹支持自主创新发展。

“近几年，安徽省逐年加大首台（套）政策

的支持力度，对首台（套）研制和省内示范应用

单位分别给予单台价格15%的奖补，单个项目

最大奖补资金可达500万元，财政预算资金从

每年400万元增加到1.5亿元以上。”安徽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副处长王国成表示。

王国成告诉记者，首台（套）综合支持政策

直接支持推动了重大装备研发企业发展。企

业创新信心强，敢于投入重金研发。首台（套）

政策既补贴研制方，也补贴应用方，带动了上

下游企业联合攻关、抱团发展。

首台（套）保险补偿政策的实施，以市场化

方式分担了用户使用自主创新产品的风险，让

用户真实感受到了首购首用的安全保障。企

业用保单代替10%的质量保证金，加快了资金

回笼速度，减少了资金占用。目前，安徽企业

保险意识也稳步提高，保险补偿项目申报数呈

现增长态势。 ■ 据《经济日报》

我省多部门组团青岛调研高速磁悬浮

中央媒体看安徽

《安徽省皖厨创业工程实施方案》出台

我省多类群体可免费参加皖厨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