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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

“构建省会经济圈”战略决策，六安紧

紧抓住区域发展的优势，与合肥、淮南

等城市联动发展，并于2011年底在该

市召开了经济圈党政领导第三次会商

会，在建设合六工业走廊等方面达成

了框架协议，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

力。2009年初，该市金安区和舒城县

成功加入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示范

区，这为该市沐浴优惠政策，与省内重

要城市共同起舞，缩小差距，奋力赶超

提供了绝好机遇。当年全市实现生产

总值584亿元，经济总量上升至全省

第6位。

此外，2012 年年初，六安制订了

《六安市33项民生工程实施工作宣传

方案》，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开展多

项专题宣传，创新宣传方式，提高宣传

实效。在利用传统媒体宣传的同时，

各级政府网、财政网及市广播电台政

风行风热线分别开通民生工程专栏，

系统报道民生工程实施情况，倾听社

会各界的建议谏言。今年4月份，该

市将明白纸、公开信发放到千家万户，

把宣传标语覆盖到街道村组，广播、电

视、报纸开展集中报道，“962345”免费

咨询热线为群众了解政策提供通畅渠

道等等。

六年来，该市不仅从制度、机制

层面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方式，也从具

体操作中结合实际寻求新思路。 该

市先后探索创新出了权责、联络、约

束、保障和管理的“五个创新机制”，助

推民生工程实施，并在全省率先建立

了民生工程预算制度，实行建设类民

生工程“十制”管理；率先全面推行“惠

民直达工程”，将城镇居民补助资金纳

入“一卡通”发放；推行了公共文化场

所“一卡通”；建立民生工程配套资金

“一户管”制度。各县区也积极探索机

制创新，裕安区建立区领导干部包保

制，霍山县推出了公共文化场所“1+X”

运营模式，舒城县创办了“农民文化家

园”，寿县创出了“以息代租”廉租房租

金收取模式，霍邱县建立三农保险服

务站……一个个艰辛而有效的探索让

一项项民生建设成果像暖流般滋润全

市人民的心田。

多措并举，让民生建设成果暖民心

2012年，按照省政府相关文

件要求，六安市继续实施33项民

生工程，其中，新增3项，调整5项

内容，退出3项。

新增的3项民生工程分别为：

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建设、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公共文化服务信

息化建设。即开展乡镇公办中心

幼儿园建设工作，大力发展农村

学前教育，基本满足有园上、上得

起的要求；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参保

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实现制

度全覆盖；同时，开展乡镇、社区、

街道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向社

会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数

字信息化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

乡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信息化网

络。

另外，由于城乡卫生服务体

系建设、光荣院建设工程已按期

完成目标任务，大中型水库移民

后期扶持自2012年起转入部门正

常工作，因此这 3 项民生工程退

出。

与此同时，政府各职能部门，今

年3月份召开了全市民生工程实施

工作动员会，开始实行目标管理考

核办法，细化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

任，责任到部门，分工到个人，落实

到乡镇(街道)、村组(社区)。

展望未来，巩固提升是关键
为了保证各项民生工程的顺利进行，六安市在经济建设上注重发展思路的转型和超前谋划，为民生工程提

供重要物质基础和保障。此外，六安市不仅从制度和机制层面积极探索新途径新方式，还从具体操作中结合实

际寻求新思路，一个个艰辛而有效的探索，让一项项民生建设成果像暖流般滋润全市人民的心田。

民生工程实施以来，六安市 33 项民生工程项目取得了显著成

效，基本完成预定目标，更好地巩固和提升民生工程的实施成为接

下来工作的重心。

建设幸福和谐新六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