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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合肥新建公共
充电桩5527个

记者从合肥市城建局获悉，由该局

牵头负责的“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

设”成效显著，2024 年已新建公共充电

桩 5527 个，完成率 276.4%，城区基本建

成2公里充电服务圈，高速公路和普通

国省干线服务区覆盖率达100%。图为

肥西县亿力超级充电站。

记者 王珊珊 通讯员 李家富

安徽“两利用”博览会月底在合肥开幕
星报讯（记者 章沁园） 12月16日上午，记者从省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召开的发布会获悉，2024安徽秸秆暨畜禽养殖废弃物综

合利用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将于12月20~21日在合

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会上指出，自2017年起，博览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七届，成为具

有安徽特色、规模大、影响力强的专业展会品牌。本届博览会继

续由省农业农村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合肥市人民政

府共同举办，主题为“资源化利用，产业化发展”。

据悉，本届博览会展会共设“两利用”和生态环保产业成就

展、16个市展区、“两利用”装备和技术展区三大板块。期间将举

办四项重大活动，分别为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现场交流活动、全国

沼气生物质天然气高值化利用论坛、国家秸秆暨畜禽废弃物综合

利用产业联盟高峰论坛以及领导巡馆、项目推介签约仪式等。

博览会将围绕主题集中展示“沼气提纯和液化工艺”、“碳捕

集与封存”技术、“畜禽粪污水热裂解制有机肥”、秸秆纤维素聚合

制备高纯度聚乳酸技术等重大创新成果，多层次、立体式呈现“两

利用”产业发展成就。首次增设现场直播和探馆活动，提升观众

互动性，带来向绿而行的切身体验。同时聚焦我省“两利用”产业

体系，持续深化项目对接，推介一批新企业，签约一批新项目，力

争更多签约项目落地。目前，已初步摸排本届博览会备选签约项

目128个、投资额超180亿元。

11月，合肥新房、二手房价格继续下降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12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4

年 11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跟 2024

年 10 月相比，合肥新房、二手房价格继续下降，降幅分别为

0.6%和0.4%。

数据显示，2024年11月，跟2024年10月相比，合肥新房价格环

比下降0.6%。分户型看，中小户型降幅比大户型降幅大，90平方米

及以下、90~144平方米、144平方米及以上价格分别下降0.6%、

0.7%和0.2%。

在二手房方面，2024年11月，跟2024年10月相比，合肥二手

房价格环比下降0.4%。分户型看，90平方米及以下、90~144平方

米、144平方米及以上价格分别下降0.5%、0.4%和0.2%。

我省纳入统计的还有蚌埠和安庆两座城市，跟2024年10月

相比，蚌埠和安庆新房价格分别下降0.5%和0.2%，二手房价格分

别下降0.3%和0.4%。跟2023年11月相比，蚌埠和安庆新房价格

分别下降7.1%和6.8%，二手房价格分别下降8.1%和9.5%。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王中华解读，2024年11月份，

70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增加，一

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均

收窄；各线城市同比降幅今年以来首次均收窄。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

于《合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下称《规划》）的批复。批复中表示，原则同意

自然资源部审查通过的《规划》，该《规划》实施

要发挥合肥市中部先进制造业基地、区域性科

技创新高地、国际航空货运集散中心等功能，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

批复中要求，到2035年，合肥市耕地保有量

不低于705.17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

积不低于618.52万亩；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低

于1228.40平方千米；城镇开发边界面积控制在

1289.30平方千米以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设

用地使用面积下降不少于40%；用水总量不超

过上级下达指标，其中2025年不超过34.47亿立

方米。明确自然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划定

洪涝、地震等风险控制线以及绿地系统线、水体

保护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基础设施建设控制

线，落实战略性矿产资源等安全保障空间。

《规划》要构建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国土空间

体系。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长

江经济带发展，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

强合肥都市圈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的区域协

同，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批复中表示，要根据《规划》加快构建区域协

调、城乡融合的城镇体系，提升中心城区服务能级，

完善组团式城市布局，保护好组团间的绿楔和生态

廊道，推动市域城镇协同发展；统筹长江、淮河流域

生态保护修复，加强引江济淮生态廊道保护利用，

整体提升巢湖湿地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

星报讯（记者 章沁园） 12月16日上午，安

徽省秋粮收购工作发布会在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举办，记者从会上获悉，我省作为全国粮食

主产区，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800亿斤以

上，其中秋粮占六成左右。会上指出，一段时间

以来，我省对标“扛牢粮食保供责任”“建设江淮

粮仓”殷殷嘱托，认真执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

着力稳价格、稳市场、稳预期，全省秋粮购销形

势持续向好、市场流通顺畅有序。

启动15个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

据了解，我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坚决扛稳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面提升粮食储备、市场调

控、应急保障能力，强化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

保障，切实守住管好“江淮粮仓”。

据预测，我省全社会入统企业收购中晚稻

1000万吨以上，旺季收购量约850万吨。前期，已

准备空仓容1753万吨，收购资金353亿元，协调收

购企业1804家，完全能够满足中晚稻收购需要。

记者获悉，9 月底开始，我省陆续协调安

排 91 个中央和省市县政府储备库点，按不低

于国家最低收购价挂牌收购 100 万吨三等及

以上稻谷，有效稳定价格、提振信心、引导预

期，进度达98%。目前，我省已在六安、滁州、

合肥、马鞍山、蚌埠、阜阳等市启动 15 个中晚

稻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合计约39.6万吨仓容，

收购稻谷5.5万吨。

今年以来我省帮助兑付售粮款539万元

我省坚持市场化收购为主导，积极引导各

类涉粮骨干企业主动入市，搭建农户、企业购销

对接平台，并因地制宜开展粮食产销洽谈活动，

促进皖粮外销。先后举办“皖美粮油”武汉、温

州两场推介会，现场达成采购意向超20万吨，

实现粮源与市场精准高效对接。

截至 12 月 15 日，我省全社会收购中晚稻

591万吨，其中，市场化收购488万吨，市场化率

达83%。在此过程中，主动引导粮食加工、贸

易、转化、饲料养殖等企业参与不达标（四等及

以下）粮食收购。目前，我省全社会入统企业已

收购四等及以下粮食230万吨左右。

我省着力发挥“智慧皖粮”“惠三农”综合服

务平台作用，积极推广预约收购，让数据多跑

路、农民少跑腿。利用各类社会资源为农民提

供清理、干燥、储存、加工等产后服务，促进减损

增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徽局等部

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4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

政策执行监管方案》，明确监管重点和措施，切

实履行“托市粮”协同监管责任。

此外，建立粮食、市场监管、农发行、交通运

输、公安等部门协同联动监管机制，依法打击涉

粮违法违规问题。今年以来，共作出行政处罚

86件，帮助兑付售粮款539万元，有力维护种粮

农民利益。

《合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获国务院批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