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产权保

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

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记者从省有关部门获悉，

为进一步助力市场主体发展，提振市场主体信

心，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结

合安徽实际，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出台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

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重点举措。

记者 祝亮

每天中午11点是合肥包河区望湖社区老年

食堂午餐的营业时间，而往往不到营业时间，便有

居住在附近的老年人前来等待，张爷爷几乎每天

都会过来吃饭，“三年前搬过来，和儿子住在一个

小区，老伴身体不太好，吃饭多有讲究，油不能多、

盐不能多，所以我都自己一个人来吃，物美价廉，

还不用我自己烧饭。”

跟这位张爷爷同样情况的，还有小区居民计

成凯和郑琪秀两位老人，两位老人都有80多岁

了，也是这里的常客。计成凯介绍，“老伴腿脚不

太好，如果我们两人在家里烧饭，买菜都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到老年食堂就餐，方便。”

采访当天，老年食堂提供的是梅干菜烧肉、木

耳炒莴笋、豆腐烧肉等，都是一些家常菜。价格也

从14元～20元不等，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老人还有

一定的优惠。

社区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从食堂办卡的情况

来看，目前，70岁以上老人办卡113人，80岁以上

老人办卡56人，平均每天至少有三十多位老人会

过来就餐。“目前食堂是社区自营，除了老年人就

餐外，还有不少小区居民和附近学生前来，运营情

况还算收支平衡。”

老年食堂，就在老人家门口

在合肥瑶海区三里街街道，小区里穿梭着送饭

的是合肥九久夕阳红养老集团的送餐员，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街道一直关注着老年人就餐群体，在

启动“暖民心行动”老年助餐行动之前，街道几个社

区就有老年食堂，但因为包括运营在内的多重原

因，没能进行下去。目前街道联合了合肥九久夕阳

红养老集团，进一步开展老年助餐行动。

“眼下我们提供每日的食谱和订餐方式，如有老

年人订餐，可提前联系，由专门的送餐员送餐上门。”

这位负责人介绍，每份餐点为15元，根据老人不同

的年龄，也有相应的优惠，原来也是送到社区的老年

人助餐点，后根据实际情况，由送餐员送上门。

社区居民王奶奶已经享受这项服务有一段时

间了，她告诉记者，这项服务非常好，她是一位独

居老人，前段时间小区因疫情防控需要被封控，她

在家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好在有送餐上门服务，由

送餐员送至小区门口，再由社区志愿者送上门。

在三里街街道暖心餐的菜单中，记者看到，15

元的配餐标准不仅是两荤两素的一份盒饭，还有

绿豆糕、蛋卷、奶酥、馒头等选项，价格均为15元

一份。“对于送餐企业来说，拓宽思路，助餐不再局

限于饭菜，而是给老人更多的选择，多元化发展，

既是一项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从企业出发，运营上

细水长流。”

拓宽思路，助餐服务多元化发展

记者也了解到，我省各地陆续出台政策，从建

设补贴面、就餐补助、运营支持、用房保障等多方面

提出了明确的支持措施，托起老年人“舌尖上的幸

福”。在合肥，老年助餐点面向社会所有人开放，符

合条件的老年人则可享受相应的助餐优惠及补

贴。对合肥市户籍，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合肥市按

照60～69周岁、70～79周岁、80周岁及以上不同年

龄段，每月分别发放100元、150元、200元就餐补助

（不与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补贴重复享受）。同

时，合肥还打通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与老年助餐

之间的政策通道，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对象可使

用补贴在老年食堂、助餐点直接消费就餐。

同时，符合条件的助餐机构，也可获得补贴。

合肥市在省级对新建老年食堂、老年助餐点按照

每个10万元、3万元补助标准予以一次性建设补

助基础上，市再分别予以5万元、2万元一次性建

设补助。为支持老年食堂、助餐点正常运营，按照

就餐老年人的就餐次数，给予老年助餐机构每餐

不低于1元补贴，最高不超过10万元；对于在社区

提供老年助餐服务的养老服务机构用电、水、气、

热落实居民价格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老年助餐服

务机构，落实税收减免政策。

多方支持，让老年助餐“走得更远”

破除隐性门槛，推动降低准入成本
根据重点举措，我省将及时做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

态调整。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要求，执行国家统一的

清单代码，推动全省行政审批体系与清单事项紧密衔接、

相互匹配，加快实现清单事项全部网上办理。持续清理带

有市场准入限制的显性和隐性壁垒，实施市场准入效能试

评估，按季度归集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典型案例。

依法依规确定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层级，落实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和认证改革制度，加强生产、流通、使

用、进口等环节强制性认证产品认证情况监督管理，鼓励

符合条件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域或园区创建国家检验检测认

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2023年底前，完善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审批系统，实现审批与监管系统的信息全流程互联

互通、协同共享。

取消或优化不必要的行政许可、检验检测和认证。推

行工业产品系族管理，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实施产

品质量监管，开展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信用分类监管。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市级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

推行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

及时、高效的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质量管理、

知识产权等综合服务，促进质量提升与转型升级。

省级以下不再设立涉企收费项目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范行政处

罚行为，进一步清理调整违反法定权限规定、过罚不当等

不合理罚款事项，坚决防止以罚增收、以罚代管、逐利执法

等行为。从严查处强制摊派、征收过头税费、截留减税降

费红利等行为。

除中央设立的涉企收费项目外，省级以下不再设立涉企

收费项目。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服务和收费项目一律实

行清单管理，加强水、电、气、热等价格监管，严禁强制捆绑销

售等行为，加大抽查检查力度，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

为。整治非电网直供电违规收费，全面公示非电网直供电价

格，从严查处在电费中违规加收其他费用等行为。

坚决查处行业协会商会向企业“伸手”
推动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通过“信用安徽”网站公示

收费信息，未经公示的收费项目一律不得收费。进一步巩

固行业协会商会违规收费清理整治“回头看”成果，建立健

全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长效监管机制，持续规范行业协会商

会收费行为，综合运用行政处罚、信用惩戒、公开曝光、年

检降档、评估降级等措施，加大惩处力度，坚决查处行业协

会商会强制企业到特定机构检测、认证、培训等，或以评

比、表彰等名义违规向企业收费。

我省将开展交通物流领域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依

法查处不按公示价格标准收费、随意增加收费项目、强制

收费、只收费不服务、超标准收费等违规违法行为。

安徽出台优化营商环境
降低成本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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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事实办，老年人吃上暖心饭
记者 祁琳/文 周诚/图

老年助餐服务是省委省政府10项“暖民心行动”之一，据

统计，我省现有助餐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在200万人左右。目

前，老年助餐服务已在全省迅速铺开，对于老年人来说，要求

无外乎吃的好、吃的方便、吃的优惠，对于运营者来说，从事

公益活动的同时，更在创新经营方式，更好地为老年人服

务。记者也从合肥市民政局获悉，作为公益性非营利服务项

目，合肥市对老年人就餐进行贴补，截至目前，合肥市已建设老年食堂（助餐点）860个。在全省

范围内，截止到上个月全省已建成老年食堂（助餐点）6018个，服务超过45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