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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安丰塘
畔 春 风 浩 荡 ，
听淮河两岸歌
声嘹亮 ： 高质
量发展的寿县，
思变求新 ； 新
常态奋进的寿
县， 阔步前行！

生态文明
再 上 新 台 阶 、
经济质效实现
新提升 、 特色
产业积蓄新动
能 、 高质量发
展释放新活力、
城乡融合开创
新局面 、 社会
民生谱写新篇
章……一组组
数据 、 一项项
举措 、 一个个
成效 ， 寿县攻
坚克难 、 团结
奋进 、 锐意进
取 ， 实 现 了
“十四五” 良好
开局！

抓产业促升级， 发展步伐更加稳健

过去一年， 寿县主动担当作为， 经济实力稳步增长。 预计，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52 亿元、 增长 10%以上； 固定资产投资
236 亿元、 增长 11%； 规上工业增加值 37 亿元、 增长 8%； 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9 亿元、 增长 10%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8
亿元、 增长 15%。 均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

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加快六大新兴产业发展， 预计完成工
业固定资产投资 50 亿元、 增长 10%。 新增规上企业 22 家， 位居
全市第一。 1 家企业获 “市长质量奖”。 新增省市级 “专精特新”
企业 11 家。 新增战新企业 7 家， 战新产业产值增长 30%。 新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 13 家， 位居全市第一； 高新技术工业增加值增
长 20%， 超全市平均水平。 刘岗、 张李等乡镇培育规上企业有成
效。

现代农业提档升级———新增土地流转 5.3 万亩、 高标准农田
11.6 万亩。 农业大托管 16 万亩， 全市第一。 新增市级以上龙头
企业 20 家、 省级家庭农场和合作社 25 家， 培育 “三品一标” 农
产品 44 个， 均位居全市第一。 迎河现代农业示范区跻身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之列。 隐贤、 迎河、 涧沟等乡镇现代农业发展快。
粮食总产 177 万吨， 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实现 “双增”， 增幅均
超省市平均水平。 生猪出栏 79 万头， 全市第一。 三觉、 双庙集
等乡镇畜牧养殖成效好。

服务业发展提速扩容———新增进出口实绩企业 9 家。 双桥、
窑口等乡镇培育限上企业 14 家。 预计实现电商交易额 46 亿元、
增长 20%， 农产品网络销售额 11 亿元 。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50%。 寿春镇、 八公山乡入选全省首批特色旅游名镇， 堰口、 小
甸等乡镇旅游发展有亮点， 寿州古城获评安徽文旅十大新晋网红
打卡地。

抓开放促改革， 发展活力更加充沛

过去的一年， 寿县用好改革开放 “关键一招”， 坚持改革为
要、 创新为上、 开放为先，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取得突
破， 对外开放和重大活动持续迈出新步伐。

扩大开放拓展新局———扎实推进与常州市武进区、 合肥市蜀
山区、 合肥经开区结对合作。 新桥国际产业园和寿县蜀山现代产
业园， 预计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100.5 亿元，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92
亿元。 新桥机场 S1 线获国家发改委批复。 创业大道东延伸段、
兴业大道一期主体工程完工。 安农大经济学院、 新桥学校、 110
千伏蜀山变电站等项目加快建设。

重点改革蹄疾步稳———推进 “标准地” 改革。 深化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 “三变” 改革。 基本完成公办养老机构社会化运
营改革试点、 妇幼保健机构机制改革、 交通执法改革。 抓实网格
化服务管理， 建立网格 1852 个。 炎刘镇获批省经济发达镇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乡镇。

发展环境持续优化———深化 “放管服” 改革， 96 项服务事项

实现 “跨省通办”， 办理各类审批服务事项 86.7 万件。 大力开展
“四送一服”， 依法合规解决制约企业发展难题 924 个。 新增各类
市场主体 8000 户。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2.8 件、 增长 140%， 增
幅位居全市前列。

抓项目稳投资， 发展动能更加强劲

过去的一年， 高质量发展的寿县， 通过抓营商环境、 抓重点
行业、 抓重点项目， 稳住了投资信心， 推动了经济发展， 有效投
资呈现动力足的良好态势。

招商引资聚势能———加快 “双招双引” 步伐， 强化招商专班
管理。 预计， 招商引资到位资金 135 亿元， 省外亿元以上项目到
位资金 100 亿元。 利用外资 7000 万美元， 位居全市第一； 进出
口总额 1.6 亿美元。 韩大建设、 中南高科、 客来福智能家居等一
批重大项目相继落户。 世界 500 强淡马锡控股公司投资的丰树物
流园项目即将开工。 茶庵、 瓦埠等乡镇招商引资有成效。

狠抓项目增动能———预计， 亿元以上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85
亿元。 宾阳、 尹岔排涝泵站加快建设， 九里保庄圩、 肖严湖排灌
站涵、 寿霍路改造提升等项目有序推进。 文化艺术中心荣获中国
建设工程 “鲁班奖”。

要素保障育潜能———争取建设用地指标 1.4 万亩。 为省级以
上重点项目提供耕地指标成效突出， 获省政府重大工作督查激
励。 组建安徽新桥交通发展公司， 助力全县交通基础设施新提
升 。 实现减税降费 6 亿元 。 新增企业贷款 50 亿元以上 ， 发放
“政银担” 贷款近 10 亿元， 存贷比达 82.7%。 新增四板挂牌企业
33 家。

抓统筹带城乡， 发展面貌更加靓丽

过去的一年， 处于追赶超越阶段的寿县， 城乡同变化共繁
荣， 区域同进步齐发展， 城市文明与乡村风情深度融合， 一幅互
动共融、 共存共荣、 并驾齐驱的动人图景跃然纸上。

城市功能日趋完善———进一步推进城市更新， 安丰路、 隐贤
路、 通淝路南段等道路建成通车， 货运停车场投入使用， 实验小
学西校区、 县医院独立感染病区主体工程竣工。 全力推进古城保
护项目实施， 报恩寺街区、 刘少海宅、 东园西园排涝站等一批项
目建成， 清真寺修缮及 3 个老旧小区、 20 条背街小巷整治基本完
成。 大力推进新桥园区北区基础设施三年提升行动， 九双路东段
建成， 配套设施逐步完善。

城镇管理更加精细———以 “八行动、 两提升” 为抓手， 全力
创建省级文明城市。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和监测系统有序推进。 寿
六路、 寿蔡路综合整治加快实施。 新增车位 2200 个。 城市生活
垃圾分类试点初见成效。

乡村容貌不断改善———实施农村人居环 境 “ 三 大 革 命 ”
“三大行动 ” ， 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机制 ， 84 个污水
处理站实现社会化运维 ， 农村改厕 3197 户 。 丰庄 、 板桥等

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成效。 完成农村公路提质改造 164 公
里 。 建设 5G 基站 210 座。 升级改造农村电网线路 256 公里。 建
成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 7 个。 保义、 正阳关、 众兴等乡镇美丽乡
村工作有亮点。

抓民生办实事， 发展成果更加均衡

过去的一年， 寿县践行为民宗旨，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投入
25 亿元， 高质量实施 33 项民生工程。 瓦埠湖大桥建成通车， 行
蓄洪区安全建设基本完成， 引江济淮工程、 合周高速寿县段、 淮
干正峡段等项目持续推进， 一批群众期盼的重大民生项目落地见
效。 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全年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 80%以上。 城
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增长 10%以上。

社会保障更健全———投入 3.5 亿元， 提升 5 项社会救助标准。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180 万元， 新增城镇就业 7437 人。 启动建设
县失能特困人员养护中心， 新建 7 所标准化养老服务中心。

公共服务更优质———全面落实 “双减” 政策， 依法规范民办
义务教育。 新改建学校 5 所， 完成智慧学校和托育服务任务。 建
成全民健身广场 51 个。 新改建乡镇卫生院 9 所， 安丰塘镇成功
创建省级卫生乡镇。

社会治理更强化———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扎实推进重
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 打击超限超载、 非法采砂、 电信网络诈骗
成效明显。 平安建设、 “八五” 普法有序推进。 信访稳定、 安全
生产、 道路交通安全、 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总体向好。 完成村 （社
区） “两委” 换届。 陶店等乡镇民族宗教工作有成效。 安丰镇谷
贝村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奋斗姿态再出发， 一往无前永不懈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 寿县面临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 中
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 淮河生态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机遇前所
未有 ； 面临的 “四化同步 ” 、 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 、 合肥都
市圈 、 合淮同城化等省市政策利好前所未有 ！

在 2022 年 《政府工作报告 》 中 ， 寿县确定了新的发展
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达 450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达 430 亿元、 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达 35 亿元， 均实现翻一番； 规上工业增加值到
“十四五” 末达 90 亿元， 实现倍增； 城镇化率达全省平均水平；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确保在全省上台
阶， 全市排前列。

压力不小， 但信心更足， 2022 年， 寿县昂首阔步再出发！ 新
的一年， 寿县将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 统筹发
展和安全， 扎实开展五大攻坚行动， 着力打造 “一区两地一中
心”， 奋力开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局面， 共同谱写现代化美好
寿县建设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