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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奋勇争先开新局”系列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1年，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920.2亿

元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26.9%，总体增速快于全国5.5个百

分点，总值排名全国第13位。其中，出口4094.8亿元，增长

29.5%；进口2825.4亿元，增长23.4%。 ■ 记者 祝亮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记者从1月14日召开的安徽省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安徽省“三调”领导小

组办公室联合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统计局共同印发了

《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三调”数据显

示，安徽省耕地总面积8320万亩，占全国耕地总量的4.3%，位

列全国第8，较“二调”上升一位。

全省耕地总面积位居全国第8
据介绍，“三调”查明全省耕地总面积8320万亩，占全国耕

地总量的4.3%，位列全国第8，较“二调”上升一个位次（“二调”

位列全国第9）。

丰富的耕地资源有力地保障了粮食生产，为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重大贡献，2020年全省粮食产量803.8亿斤，居全国第4

位。“三调”同时发现，10年来，我省耕地面积减少了540万亩，

主要是调查规则变化和农业结构调整导致。

“三调”结果显示，近10年间，全省采矿用地净减少32万

亩，林草湿及河流湖泊等生态功能较强的地类净增加274万

亩，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全省

已完成24.7万亩废弃矿山治理，完成27.1万亩采煤沉陷区生态

修复任务，全省81家矿山纳入全国绿色矿山名录，淮北市绿金

湖（中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成功入选《中国生态修复典型

案例集》（全集共 18 个案例），淮北市矿山生态修复被授予“第

十届中华环境优秀奖”。

生态建设格局还不够稳定
“三调”同时发现，我省生态建设格局还不够稳定：“二调”

以来，全省有527万亩耕地流向林草湿及河流湖泊等生态功能

较强的地类，同时又有304万亩上述地类流向耕地。

在建设用地方面，“二调”以来，全省建设用地增加361万

亩，建设用地的增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总体相适应。

“十三五”期间，全省单位GDP使用面积下降35%，超额完成国

家下达的不低于22%的下降目标。

此外，近10年间，安徽省通过增减挂钩腾退91万亩村庄建

设用地，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土地要素保障的同时，有

效补充了耕地资源，维护了粮食安全，控制了建设用地规模，较

好实现了规划目标。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微信还能提供法律咨询？微信还

能申请法律援助？1月16日，记者从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获

悉，安徽省法律援助中心积极运用微信即时通讯平台拓展移动

端服务内容，在服务中扩大宣传，在宣传中贯通服务，从市场主

体和群众需求出发优化政务服务，凝聚感召群众，取得了良好

效果。2021年服务量3795人次，直接服务群众2787人。

省法援中心充分挖掘“安徽法援”公众号微信平台服务功

能，不断改进优化微信底部菜单，增强直接服务群众能力。结

合法律援助服务职能中提供法律咨询和受理法律援助申请的

主责主业，设置三项菜单服务：法律咨询、援助申请、服务查

找。让网民和群众“点菜”，法律援助中心“端菜”。点击“法律

咨询”菜单，直接弹出中国法律服务网小程序，网民可直接输入

提问，12348平台的律师会在3小时内解答。援助申请菜单直

接转接司法厅“安徽法律服务网”APP，自助填写信息表格，即

可预约相应的市县区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服务。服务查找菜单

设置5项子菜单：案件范围、服务渠道、文书下载、办事依据、皖

事通办。点击相应子菜单：分别弹出法律援助提供无偿代理和

辩护服务的案件范围、法律援助服务供给的渠道和方式、常用

格式文书、法律法规，并可转接安徽省政府政务服务APP“皖事

通办”的其他服务。菜单服务推出后，服务量节节攀升。

安徽有外贸实绩企业
突破一万家

开栏语：近年来，安徽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

法，畅通市场循环，疏通政策堵点，打通流通大动脉，推进市场提质增效。市场星报今

起开辟专栏，重点宣传安徽省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

安徽公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
全省耕地总面积位居全国第8

安徽省法援中心推出微信法援菜单

进一步释放减税降费红利
与此同时，进一步释放减税降费红利。

支持优质企业、优势产业发展，为京东方、睿

力、中科大等企事业单位减免税3.91亿元。

支持企业用好原产地优惠政策，2021年全

年，合肥海关共签发出口原产地证书11.43

万份，签证金额83.78亿美元，可为安徽省企

业减免进口国关税3.28亿美元。组织企业

参加RCEP专题培训班，做好RCEP实施前

准备工作。

据悉，截至2021年末，安徽有外贸实绩

企业 10208 家，比 2020 年同期增加 667

家。“2022年，合肥海关将围绕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认真贯彻落实海关总署各项改革

措施，紧密结合安徽开放发展实际，开展自

由贸易试验区专项推进、贸易新动能培育、

外贸主体培育壮大等具体行动，推进安徽开

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发

展。”合肥海关关长辛建民说。

实现“零延迟、零等待”
为壮大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新空

间”，我省积极落实安徽自贸试验区推进行动

计划，牵头16项均已启动，8项落地见效。安

庆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验收。简化长三角区

域内综合保税区之间货物流转手续。积极引

导安徽省各综合保税区企业参加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资格试点。支持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

政策在综合保税区全面实施。在合肥经开综

保区推行进出卡口“无感通关”，平均通过卡

口用时压缩90%。全年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

出口1115亿元，同比增长25%。

此外，进一步压缩进出口通关时间。全

面推广船边直提、抵港直装，免去港区堆存

和两次吊装等环节，实现“零延迟、零等

待”。相比传式，船边直提平均每批节省整

体通关时间8~11小时；抵港直装节约5~7

小时以上。进一步深化通关改革，关区进口

“两步申报”应用率为57.43%，提升32.66%；

出口“提前申报”应用率为 90.36%，提升

27.8%。安徽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分别为

48.48小时、1.78小时，较2017年分别压缩

76.92%、79.47%。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排名全国第13位
2021年以来，合肥海关坚持以改革促创

新、以创新促发展，高标准助力安徽自贸试验

区建设，全面推进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中

欧班列等开放载体提升发展能级，下好创新

“先手棋”，打好服务“组合拳”，推进安徽构建

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成效。 2021年，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6920.2亿元人民币，比2020年增长26.9%，

总体增速快于全国5.5个百分点，总值排名全

国第13位。其中，出口4094.8 亿元，增长

29.5%；进口2825.4亿元，增长23.4%。

2021年以来，我省积极拓宽中欧、中老

班列发展“新通道”。与满洲里海关签署合

作备忘录，顺利开通中老国际货运班列，打

通口岸南北通道。支持中欧班列加大运行

密度，积极支持合肥中欧班列枢纽点建设，

组货面扩大到长三角省市。

全年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出口1115亿

元，同比增长25%。培育外贸新业态发展

“新内涵”。推进市场采购贸易通关一体化

改革，创新“省内组货+全国通关”模式，降

低企业物流成本。 2021年，备案供货商、采

购商、外贸公司、报关公司累计373家，实现

交易额11.0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