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国际线路102条
据介绍，安徽拓展长三角特殊货物检查作业一体化监管试

点，12家企业526项商品纳入试点清单，同时，探索“市场采

购＋跨境电商”新业态贸易方式叠加发展，上半年市场采购贸

易额2.79亿美元，同比增长7.6倍，超过去年全年总额。

在提升物流通道能级方面，合肥中欧班列新增国际线路

29条，累计开行国际线路102条，覆盖17个国家、83个站点；1

至6月共发运班列449列，发运集装箱36772标箱，货值96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76.8%、76.7%、74.4%。合肥新桥国际机场

新开通“合肥-大阪”定期国际货运航线，国际货运航线达到5

条；合肥至宁波海铁联运业务量单月首次突破1万标箱，成为

长三角地区第四条单月业务量破万箱的海铁联运线路。

54项特色便利举措全部落地
今年上半年，安徽加快推进深化产业化经费股权投

资改革，累计已有85家科创企业获投6500万元产业化

经费，带动社会资本投资20亿元。建立科创企业贷投

批量联动模式，试点银行累计授信102家次、授信总额

2.7亿元。

安徽实施自贸试验区特别清单，212项赋权事项已全

部落地，启动2022年度特别清单调整扩容工作。实施“证

照分离”改革自贸试验区版，54项特色便利举措全部落

地。今年以来，全区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229个，协议引

资额2047.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1%、71.9%。其中，3

个投资额百亿元以上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

长三角创新飞地与研发创新平台协同共建
依托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深化与沿海港口合作，

芜湖港与上港集团联合成立集装箱联合服务中心，开启空

箱提前回运服务新模式。长三角创新飞地与研发创新平

台协同共建，实行企业在安徽、上海“双注册”，通过飞地招

引60余名海内外高端人才，助力产业协同发展。

目前3个自贸试验片区以外的13个省辖市均设立联

动创新区，形成全省“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协同发展

局面。联动创新区积极复制推广全国和省级改革试点经

验，结合实际开展创新探索，形成了“区域评估”机制、“数

字治超”模式、“税信通”联合激励模式、“标准地”2.0版出

让模式等一批好经验好做法，在全省复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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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日上午，记者从安徽省

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

年1至6月，安徽自贸试验区实现

进出口 959.3 亿 元、同比增长

28.5%；实际使用外资 1.1 亿美

元。总体来看，安徽自贸试验区贡

献了全省上半年 26.1%的进出

口、12.5%的利用外资、4%的新

增注册企业。 黄进嘉 记者 祁琳

星报讯（实习生 余厚平 记者 张贤良） 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

安徽省财政厅获悉，今年上半年，省财政厅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稳市场主体稳增长保就

业保民生的决策部署和要求，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引

导作用，撬动金融加大服务小微、“三农”的力度。

赋能政府性担保机构融资增信
拨付省再担保公司资本金4亿元和代偿补助1亿

元，补充担保风险补偿基金8052万元，支持其兑现95

家市县政府融资担保机构代偿补偿资金6亿元。

扩大政银担合作业务助企纾困
完善全省再担保体系建设，加强与国担基金业务

合作。1至6月，全省新增政银担业务624亿元，国担

基金合作业务536亿元，服务小微、“三农”等各类市

场主体近4万户。

实施科技型企业信贷风险补偿
设立2亿元的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支持银行对

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择优分档给予1000万元、500

万元、200万元额度贷款，金融机构由此发生贷款损

失，可获得20%至35%的补偿。截至6月末，全省科

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过3000亿元。

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支持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者和小微企业，可分别

申请最高 50 万元和 3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LPR-150BP（基础利率下浮1.5%）以下部分由借款人

和借款企业承担，剩余部分财政给予贴息。1至6月，

全省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45亿元，财政贴息3.3亿

元，支持近7万人创业就业。

优化企业直接融资奖补政策
修订企业直接融资奖补办法，细化奖补阶段，扩

大奖补范围，探索开展“免申即享”，建立快速兑现机

制。1至6月，省财政为全省186家企业兑现直接融

资奖补资金1.3亿元。

创建财政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
制定安徽省实施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示范区

资金管理办法和评选办法，推荐2个县区成功入选

2022年中央财政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争取奖补资

金5000万元，支持县区金融发展服务小微三农。

落实农业保险政策保粮食安全
对产粮大县全面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

险和种植收入保险，首次实行地区差别费率。1至6

月，省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26.5亿元，为

全省565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813亿元。

推进特色农产品保险加快发展
省财政通过“以奖代补”拨付奖补资金4300万

元，引导和支持市县自主开发茶叶、畜禽、水产、中药

材、经果林、大棚蔬菜、山珍等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

产品445个，覆盖省内种、养、林、渔主要特色品种113

个。1至 6月，为全省26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182亿元。

深化“防贫保”综合保险试点
精准对接脱贫户和监测对象保险需求，科学设计

“3+N”一体式综合保险产品，建立防返贫、防新贫、稳

脱贫长效机制。1至6月，为全省300万人次、60万户

次参保农户生命健康、应对自然灾害等提供了多重

风险保障。

首创开展蓄滞洪区农业补充保险
首批在阜南县蒙洼等 11 处国家级蓄滞洪区

开展试点，覆盖政府行蓄洪责任，与政府补偿政

策形成合力，首次实行“无赔款优待”和“减收保

险费”优惠政策，惠及区内 860 平方公里、32 万居

住人口。

星报讯（黄进嘉 记者 祁琳） 健全校园欺凌报告制度，严

厉打击中小学、幼儿园周边涉烟违法行为，推进未成年人文身

治理工作……8月3日，记者从安徽省民政厅获悉，《关于加强

未成年人安全保护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日前印发，

明确未成年人安全保护的重点环节、重点领域、重点人群，细

化实化重点任务以及工作举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

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着力构建未成年人安全保护的

长效机制。

据悉，《通知》围绕监护安全明确了责任。其中家庭主体责

任方面，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强化监护监督，依法追究失职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法律责任。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要履行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责任，公安机关接到报案或举报后要依法依

规立即进行处置。民政部门要依法履行临时监护和长期监护

职责，为因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

突发事件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提供临时照料。

成长环境至关重要，《通知》明确加强安全保护。其中关于

校园学生安全，将深入开展全省学校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健全校园欺凌报告制度。加强未成年人食品、药品、玩具、

用具的安全监管，严厉打击中小学、幼儿园周边涉烟违法行为，

推进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心理健康方面，学校至少配备一

名专兼职心理老师，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围绕重点人群，《通知》明确将开展定期走访摸排。按季

度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

儿童基本情况进行摸排，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将未成年

人作为社区疫情防控重点人员优先保障。加强信息比对、主

动发现，及时将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

围。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让残疾儿童家庭拥有更多

的获得感和安全感。关爱帮扶农村留守儿童，构建农村留守

儿童委托照护的监督机制，落实定期走访、个案会商、评估帮

扶等制度。组织开展农村留守儿童牵手行动，动员党员干部

与农村留守儿童建立帮扶联系机制。

安徽印发通知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构建安全保护长效机制

安徽：10项财政金融举措惠企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