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徽 省 商 务 厅
皖商办函〔2022〕179 号

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商务系统

暖民心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商务主管部门：

根据《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就业促进行动方案>等“暖民心行动方案”的通知》（皖办发

〔2022〕15 号）精神，省商务厅制定了《安徽省放心家政行动实

施方案》《安徽省文明菜市行动方案》《推动徽菜企业连锁经营工

作举措》，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1.安徽省放心家政行动实施方案

2.安徽省文明菜市行动实施方案

3.推动徽菜企业连锁经营工作举措

安徽省商务厅

2022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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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徽省放心家政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全省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家政服务需求，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放心

家政行动方案》部署要求，结合商务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一）总体目标。到 2025 年，全省家政服务人员职业道德

和技能水平明显提升，培训家政服务人员 170 万人次以上、实现

家政服务实训能力应培尽培，力争新增家政服务人员 40 万人、

人员总量翻一番；家政服务行业专业化程度大幅提高，员工制家

政服务企业延伸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家政品牌企业做大

做强做优，中小家政企业做专做特做新；诚实守信成为家政服务

行业共识，家政服务企业和人员信用信息实现全量归集，“一人

一码（牌）”全面推行，家政服务消费更放心、更省心。

（二）阶段目标。2022 年，培训家政服务人员 55 万人次；

提档升级现有 55 家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推进中介制家政服务

企业规范转型，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县级覆盖率达到 80%；推行

“一人一码（牌）”，建立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人员信用评价

制度，按照自愿原则开展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人员星级评

定，遴选 20 家优秀家政服务企业、100 名优秀家政服务人员。

2023 年，培训家政服务人员 60 万人次；员工制家政服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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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县级覆盖率达到 100%；继续推行“一人一码（牌）”，完善家政

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人员星级评定办法；遴选 20 家优秀家政服

务企业、100 名优秀家政服务人员。

2024—2025 年，进一步巩固提升。每年遴选 20 家优秀家政

服务企业、100 名优秀家政服务人员。

二、工作举措

（一）建立推进机制。省商务厅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

分管、协管负责同志分别任常务副组长、副组长，各相关处室负

责人为成员的放心家政行动领导小组（见附件 1），重点强化工作

统筹、优秀激励、督促落实。

（二）强化目标任务。各地要按照《放心家政行动方案》目

标任务，在摸清本辖区内家政服务企业、家政服务员及现有政策

的基础上，科学制定本行政区域员工制家政企业引育、家政服务

员培训计划，引导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人员开展信用信息归

集，优化家政服务人员从业环境，制定实施任务书、时间表、路

线图，确保 2022年新增家政服务员岗前培训率 100%、在岗家

政服务员两年一次的“回炉”培训做到应培尽培，员工制家政服

务企业县级覆盖率达到 80%；2023年新增及在岗员工培训率

100%，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县级覆盖率达到 100%。

2024-2025年进一步巩固提升，持续推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

（三）定期调度通报。省、市、县分级实施“周调度、月通

报、季点评、年评议”推进问效机制。省商务厅对各地工作开展

情况，将视情报送省委省政府。对工作开展有力、成效明显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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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进行表扬激励；对工作开展不力、成效缓慢的地市，视情采

取约谈等措施。

（四）健全包保机制。建立省商务厅相关职能处室对口包保

制度。2022年 6月中旬至 2023年 12月底，原则上每季度不

少于 1 次赴包保地区开展联系督导，实地指导放心家政行动相关

工作。各市要建立相应的包保责任制度，做好日常督促检查。

（五）加强政策支持。各地要整合相关部门政策，统筹抓好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和技能培训促就业行动、巾帼创业就业培训项

目，落实员工制家政服务企业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稳岗返

还、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财政支持政策，国家关于养老、托育、

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在用房住

房体检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省级资金主要用于购买第三方专业

机构开展信息归集和信用评价服务以及对遴选的优秀家政企业、

家政服务员激励。各市、县（市、区）政府要结合实际，出台支

持政策，确保目标任务完成。

三、工作步骤及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2 年 6 月 10 日前）。省商务厅召开

全省商务系统落实暖民心行动推进会议，进行全省动员、统一部

署；各市商务部门完成本行政区域内的放心家政行动动员部署。

（二）细分目标阶段（2022 年 6 月 20 日前）。按照 2022、
2023年的阶段目标，细分各市家政服务人员培训和员工制家政

服务企业目标(见附件 2、3)，以及家政服务人员新增计划推进表

（见附件4），各市要根据目标任务，报送本地区放心家政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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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三）信息归集阶段（2022 年 7 月底前）。招标确定第三方

机构，依托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通过集中培训、上门

辅导、网络电话解答等形式指导督促全省各地家政企业和家政服

务员建立健全信用记录。研究制定《安徽省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

服务人员星级评定管理暂行办法》。

（四）信用评价阶段（每年年底之前）。委托第三方机构根

据《安徽省家政服务企业和家政服务人员星级评定管理暂行办

法》，开展星级评定，提出优秀家政企业和人员建议名单，遴选

20家优秀家政服务企业、100名优秀家政服务人员。

（五）开展督促检查（每年年底之前）。组织领导小组成员

对各市放心家政培训情况、员工制企业推进情况、“一人一码

（牌）”制度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工作评估，并对各地工作

落实情况进行通报。

（六）巩固提升阶段（2024-2025 年底前）。通过示范引领，

推动家政服务企业不断做强做大，引导家政服务人员爱岗敬业诚

信，形成放心家政管理的长效机制。

四、相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放心家政行动，事关“调结构、稳增

长、促就业”，涉及千家万户，是最直接、最迫切的民生工程之

一。各级商务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

步统一思想，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抓紧抓实各项工作，

全面提升全省家政服务管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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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实工作责任。建立家政服务“政府、部门、企业”

三方责任体系，落实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

任。各级商务部门要按照《放心家政行动方案》任务分工要求，

勇于担责，主动作为，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紧盯重点难点和薄弱环

节，提升管理服务能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完成。

（三）加强氛围营造。通过各类新闻媒体广泛宣传，让全社

会了解放心家政行动的各项政策措施，保证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

接地气、有实效。同时，在行业活动举办、标准化制定实施、竞

赛获奖等方面做好宣传推广，提高社会知晓度，提升从业人员的

职业荣誉感，提高市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附件：1.安徽省商务厅放心家政行动领导小组

2.安徽省家政服务员工制企业计划推进表（2022-2025）

3.安徽省家政服务人员培训计划表（2022-2025）

4.安徽省家政服务人员新增计划推进表（2022-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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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安徽省商务厅放心家政行动领导小组

根据省委省政府暖民心行动部署，为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

扩容”，决定成立安徽省商务厅放心家政行动领导小组。

一、主要职责

负责统筹推进全省放心家政行动，协调解决行动过程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

二、组成人员

组 长：方 旭 厅党组书记、厅长

常务副组长：朱 丹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正厅级）

副 组 长：孙永彬 二级巡视员

成 员：潘 成 综合处处长

张春风 财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王首强 建设处处长

张远琴 流通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贾明飞 运行处处长

鲁 伟 服贸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程 军 电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三、其他事项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服贸处，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鲁伟同志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二）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因工作调整发生变动的，自动调整。

（三）领导小组是专项行动议事协调机构，任务完成后自动

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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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安徽省家政服务员工制企业计划推进表（2022-2025）

序号 各市
县市

区数（个）

全省员工制家政企业数（家）

2021 年企业

总数

2022 年 2023 年

新增

企业数

企业

总数

新增

企业数

企业

总数

1 合 肥 9 23 4 27 5 32
2 淮 北 4 1 2 3 2 5
3 亳 州 4 0 3 3 2 5
4 宿 州 5 0 4 4 2 6
5 蚌 埠 7 9 2 11 4 15
6 阜 阳 8 1 4 5 4 9

7 淮 南 7 0 4 4 4 8
8 滁 州 8 0 5 5 4 9
9 六 安 7 0 5 5 3 8
10 马鞍山 6 5 2 7 3 10
11 芜 湖 7 1 4 5 3 8
12 宣 城 7 1 4 5 3 8
13 铜 陵 4 4 2 6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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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池 州 4 3 2 5 2 7
15 安 庆 10 6 4 10 4 14
16 黄 山 7 1 4 5 3 8

总数 104 55 55 110 5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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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安徽省家政服务人员培训计划表（2022-2025）

序

号

各市

及省直

单位

全省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培训计划（人）

2022 2023 2024 2025

岗前

培训

回炉

培训

继续和

学历

教育

岗前

培训

回炉

培训

继续和

学历

教育

岗前

培训

回炉

培训

继续和

学历

教育

岗前

培训

回炉

培训

继续和

学历

教育

1 合 肥 31000 46400 / 15500 69600 / 7750 31000 / 7750 23200 /
2 淮 北 6500 9700 / 3300 14500 / 1600 6500 / 1600 4850 /
3 亳 州 16300 24400 / 8100 36700 / 4050 16300 / 4050 12200 /
4 宿 州 17400 26100 / 8700 39200 / 4300 17400 / 4300 13100 /
5 蚌 埠 10900 16300 / 5400 24400 / 2700 10900 / 2700 8100 /
6 阜 阳 26800 40100 / 13400 60200 / 6700 26800 / 6700 20050 /
7 淮 南 9900 15000 / 5000 22400 / 2500 9900 / 2500 7500 /
8 滁 州 13000 19600 / 6500 29400 / 3300 13000 / 3300 9800 /
9 六 安 14400 21700 / 7200 32500 / 3600 14400 / 3600 10800 /
10 马鞍山 7100 10600 / 3500 15900 / 1800 7100 / 1800 5300 /
11 芜 湖 12000 18000 / 6000 27000 / 3000 12000 / 3000 9000 /
12 宣 城 8100 12200 / 4100 18300 / 2000 8100 / 2000 6100 /
13 铜 陵 4200 6400 / 2100 9600 / 1100 4200 / 1100 3200 /
14 池 州 4350 6500 / 2200 9800 / 1100 4350 / 1100 3300 /
15 安 庆 13700 20500 / 6800 30700 / 3400 13700 / 3400 10200 /
16 黄 山 4350 6500 / 2200 9800 / 1100 4350 / 1100 3300 /
17 教育厅 / / 50000 / / 50000 / / 50000 / / 50000

总数 200000 300000 50000 100000 450000 50000 50000 200000 50000 50000 1500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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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安徽省家政服务人员新增计划推进表（2022-2025）
序号 各市

县市区数

（个）

2022 年

新增人数

2023 年

新增人数

2024 年

新增人数

2025 年

新增人数

1 合 肥 9 15500 15500 15500 15500
2 淮 北 4 3300 3300 3300 3300
3 亳 州 4 8100 8100 8100 8100
4 宿 州 5 8700 8700 8700 8700
5 蚌 埠 7 5400 5400 5400 5400
6 阜 阳 8 13400 13400 13400 13400
7 淮 南 7 5000 5000 5000 5000
8 滁 州 8 6500 6500 6500 6500
9 六 安 7 7200 7200 7200 7200
10 马鞍山 6 3500 3500 3500 3500
11 芜 湖 7 6000 6000 6000 6000
12 宣 城 7 4100 4100 4100 4100
13 铜 陵 4 2100 2100 2100 2100
14 池 州 4 2200 2200 2200 2200
15 安 庆 10 6800 6800 6800 6800
16 黄 山 7 2200 2200 2200 2200

总数 104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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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徽省文明菜市行动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提升菜市消费环境，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日常购菜

消费需求，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文明菜市行

动方案》部署要求，结合商务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一）总体目标。针对我省菜市中不同程度存在的“臭烘烘、

湿漉漉、黑乎乎、乱糟糟”等突出问题，开展菜市集中整治和改

造提升，到 2025 年，全省所有菜市达到“干净卫生、清洁明亮、

管理有序”的文明菜市要求。

（二）阶段目标。2022年，制定文明菜市行动工作指引，

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的 40%完成整治和改造提升，新建菜市按照

文明菜市要求建设。2023年，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全部完成整

治和改造提升。2024—2025年，巩固整治和改造提升效果，形

成文明菜市建设管理长效机制。

二、工作举措

（一）建立工作机制。省商务厅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

分管、协管负责同志分别任常务副组长、副组长，各相关处室负

责人为成员的文明菜市行动领导小组（附件 1），重点强化工作统

筹、达标激励、督促落实。

（二）开展“挂图作战”。各地要按照《文明菜市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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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和《安徽省文明菜市行动工作指引》（附件 2）要求，坚

持立足基本、适度超前，科学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现有存量不达标

菜市改造提升计划，逐一明确改造提升内容，制定时间表、路线

图，确保 2022年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的 40%完成整治和改造

提升，2023年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全部完成整治和改造提升。

（三）定期调度通报。省、市、县分级实施“周调度、月通

报、季点评、年评议”推进问效机制。省商务厅对各地工作开展

情况，将视情报送省委省政府。对工作开展有力、成效明显的地

市，进行表扬激励；对工作开展不力、成效缓慢的地市，视情采

取约谈等措施。

（四）强化工作协同。统筹工作安排，将菜市整治和改造提

升与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农产品供

应链体系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各地在实施菜市整治和改造提升

的同时，要做好临时过渡性安排，切实保障居民基本消费需求。

（五）实行对口包保。建立省商务厅相关处室对口包保制度。

2022年 6月中旬至 2023年 12月底，原则上每季度不少于 1

次赴包保地区进行联系督导，实地指导文明菜市行动相关工作。

各市商务部门要建立相应的包保责任制度，做好日常督促检查。

三、工作步骤及时间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2 年 6 月 10 日前）。省商务厅召开

全省商务系统落实暖民心行动推进会议，进行全省动员、统一部

署。6月 10日前，各市商务部门完成本行政区域内的文明菜市

行动动员、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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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摸排定标阶段（2022 年 6 月 15 日前）。各地认真摸排

本行政区域内菜市基本情况，统计形成菜市基本信息台账，并对

照《安徽省文明菜市行动工作指引》，逐一确定是否“达标”。各

地菜市达标情况调查表（附件 3），请于 2022年 6月 15日前报

省商务厅。

（三）整治改造阶段（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各地制定本

行政区域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改造提升时间表、路线图，有序实

施菜市集中整治和改造提升，确保所有既定目标按时、高质量完

成。各地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整治和改造提升计划表（附件 4），
请于 2022年 6月 20日前报省商务厅。

（四）组织验收阶段（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原则上，实

行动态验收，菜市完成整治和改造提升后，各地应在 1 个月内组

织进行项目验收。2022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2022年度所有

项目验收。2023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2023年度所有项目验

收。

（五）抽查复核阶段（2024 年 3 月 31 日前）。2023年 3月

31日前、2024年 3月 31日前，省商务厅将组织第三方专业机

构，分别对经市级验收的 2022年度、2023年度菜市整治和改

造提升项目进行抽查复核。

（六）巩固提升阶段（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巩固整治和

改造提升效果，形成文明菜市建设管理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文明菜市行动，事关群众所盼，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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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万户，是最直接、最迫切的民生工程之一。各级商务部门要

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抓紧抓实各项工作，确保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执行到位，确保文明菜市行动的各项目标

任务按期完成。

（二）压实工作责任。建立菜市“政府、部门、企业”三方

责任体系，落实政府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

紧盯工作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着力推动菜市开办者完善菜市硬

件设施，提升管理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乡镇、街道、社区、村委、

菜市开办者作用，特别是调动菜市经营者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共同推动文明菜市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

（三）加强氛围营造。积极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及时传达政

策要求，深入挖掘文明菜市行动的好经验、好做法，利用各类媒

体、平台进行广泛宣传，提升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激发社会各

界的参与热情，使文明菜市行动得到最广泛支持、参与。视情组

织多样化交流，促进经验分享。

附件：1.安徽省商务厅文明菜市行动领导小组

2.安徽省文明菜市行动工作指引

3.**市菜市达标情况调查表

4.**市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整治和改造提升计划表

5.2022-2023年度安徽省菜市拟整治和改造提升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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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安徽省商务厅文明菜市行动领导小组

根据省委省政府暖民心行动部署，为有序推进菜市集中整治

和改造提升，决定成立安徽省商务厅文明菜市行动领导小组。

一、主要职责

负责统筹推进全省文明菜市行动，协调解决行动过程中遇到

的重大问题。

二、组成人员

组 长：方 旭 厅党组书记、厅长

常务副组长：朱 丹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正厅级）

副 组 长：孙永彬 二级巡视员

成 员：潘 成 综合处处长

张春风 财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王首强 建设处处长

张远琴 流通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贾明飞 运行处处长

鲁 伟 服贸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程 军 电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

三、其他事项

（一）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建设处，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王首强同志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二）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因工作调整发生变动的，自动调整。

（三）领导小组是专项行动议事协调机构，任务完成后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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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

附件 2-2

安徽省文明菜市行动工作指引

为针对性有效解决菜市“臭烘烘、湿漉漉、黑乎乎、乱糟糟”

等突出问题，制定本指引。

一、加强排风控源

1. 菜市要按国家或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设置与建筑面积

相匹配的排风设施，保持设备正常运行和通风量，实现经营场所

空气流通顺畅。

2. 城区菜市、乡镇室内菜市宜保持窗户通风，保证空气顺畅

对流。需要实施温控的食品专间须配置相应的通风及温控设施。

宰杀间、现场食品加工间内应配备独立的通风换气装置。

3. 按标准建设菜市公共卫生间，大门不宜面向交易区开设，

不得设在熟食经营区域附近。有条件的菜市可以设置 1-2 个无障

碍厕位。

4. 对卫生间应加强保洁力度，勤刷、勤冲、勤洗、勤用空气

清新剂、盘香、卫生球等去异味措施。

5. 菜市应配置统一的分类垃圾桶（箱），并设置集中、规范

的垃圾收集点；每个经营户应配备垃圾桶（箱）。蔬菜、水果等

经营区使用带盖垃圾桶，肉类、鱼类、海鲜等经营区使用密闭垃

圾桶并配置专用垃圾袋，及时清理，保持垃圾桶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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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肉类下水加装油水分离器，水产海鲜类下水加装防鱼鳞设

施。

二、实行分区管理

7. 城区菜市内上下水道应确保畅通，采用沉井式暗渠（安管）

排水系统。主通道与购物通道交叉处应设窨井，窨井间距不宜大

于 10米，柜台内侧设地漏。购物通道下水道必须设计为暗道。

污水排放系统应当按环保要求设置过滤处理设施，符合相关的标

准和规定。

8. 有条件的乡镇室内菜市内部排污管道（沟）应单独设置，

自成系统，不与连体建筑雨水管道共用。

9. 排污管道（沟）应尽量采用直排式，减少弯道且应有合理

坡度。当地有公共污水排放系统的，排污管道应与其联通。

10. 菜市柜台外地面应根据经营特性需要设置用不锈钢材

料或耐腐蚀、易清洗的材料制作一定宽度和深度的排水槽，并设

地漏。

11. 柜台内排水槽保持排水通畅，地面保持干燥，不堆积垃

圾。市场内应配备清洁墙面地面和设施设备的冲洗装置，合理配

备一定数量吹干机，常态化处理地面积水。

12. 宰杀间、现场食品加工间内应设置下水管道。水产、畜

禽肉类污水排放口应设隔离过滤设施。

13. 菜市内水分较大的海鲜、水产等产品应单独成区，集中

设置，且与熟食、粮油、干调等对空气敏感度较高的商品明显隔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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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海鲜水产区域应配备上下水设施，宜采用或改造使用地

面镂空装置，确保宰杀处理产生的污水往下流而不往外流。

三、加强清洗亮化

15. 保持菜市外立面和内墙清洁干净，杜绝破损现象。

16. 菜市内地面应硬化处理，有条件的地方宜采用地砖铺

设。

17. 菜市地面每天退市后及时冲洗干净。肉类、水产、海鲜

类下水道每周至少打捞 1遍，保持畅通。

18. 菜市其他下水道、盖板、防鼠网及窨井口每月至少疏通

1遍，保持畅通。

19. 对菜市内鲜肉、活禽、鲜鱼等摊位、用具及排水沟每天

清洗 1遍，每周清洗、消杀至少 1遍，保持无污渍、无异味。

20. 根据建筑面积和高度安装充足的灯具，保障场内照明舒

适感。

四、推进规范管理

21. 推行划行归市，根据市场功能，可按蔬果、肉类、水产

品、干货、副食品、熟食卤品等交易区，面食、净菜等加工区、

农户自产自销区、辅助生产区、公共服务区等设置。

22. 设活禽交易的市场应集中划区，活禽类经营户应一律在

全封闭式宰杀隔离销售区经营，并与其他交易区物理隔离，配套

有独立的通风、冲洗等设施；不设活禽交易的市场，实行禽类“白

条”上市，禽类产品经营户应提供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冷藏设施。

设置熟食卤味隔离柜罩，配置防腐、防蝇、防尘用具，实行干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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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生熟分放。

23. 城区菜市应设置服务台、公平秤、广播、顾客休息专座，

设立公共电子显示屏、公示宣传栏、导购栏等服务设施；设置检

测室，配备相应设备；设置管理人员办公室、监控室，设置 24
小时电子监控设施；乡镇菜市参照执行。

24. 保障通道和出入口畅通。严禁在市场出入口堆放杂物、

占道经营、乱摆乱卖。

25. 规范设置菜市周边交通标识、标线，合理设置市场周边

各类停车泊位，禁止各类车辆在市场内外乱停乱放，加强路面管

控，维护市场周边交通秩序，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 21 —

附件 2-3

XX 市菜市达标情况调查表

序号 名称 地址

占地

面积

（m2

）

经营

面积

（m2

）

市

场

形

态

是

否

乡

镇

菜

市

投

入

运

营

时

间

产

权

归

属

所属单位

是否享

受过

标准化

改造补

贴

是

否

达

标

存在问题

1

2

3

4

5

6

说明：1.地址要写清所在县（市、区、开发区等），或分县区统计。

2.市场形态：标准化、大棚、骑路、临时等（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充）。

3.产权归属：国有、集体、私营、其他等（骑路、临时等自然形成的无市场开办者的菜市可填无）。

4.城区菜市和乡镇菜市可视情分开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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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XX 市现有存量不达标菜市整治和改造提升计划表



— 23 —

序号 名称 地址 存在问题 整治和改造提升内容 完成期限 资金预算

1

2

3

4

5

附件 2-5

2022-2023 年度安徽省菜市拟整治和改造提升计划表
市 城区菜市 乡镇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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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2022 年度完成数量

(按 40%)

2023 年度完成数量

（按 60%）
数量

2022 年度完成数量

(按 40%）

2023 年度完成数量（按

60%）

合肥 145 23 34 221 62 93

淮北 26 4 8 26 7 11

亳州 50 9 15 95 26 41

宿州 37 7 10 233 65 98

蚌埠 63 11 18 116 32 49

阜阳 50 9 15 135 38 57

淮南 52 11 18 99 28 41

滁州 67 12 19 117 33 49

六安 55 9 15 135 38 58

马鞍山 54 8 12 38 10 15

芜湖 107 20 29 64 17 26

宣城 39 7 11 55 15 23

铜陵 36 6 10 42 12 17

池州 22 3 6 42 11 17

安庆 63 12 19 106 29 44

黄山 20 4 6 69 20 30

总计 886 155 245 1593 443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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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推动徽菜企业连锁经营工作举措

一、健全包保机制

建立省商务厅相关职能处室对口包保制度。2022 年 6 月中旬

至 2025 年 12 月底，原则上每季度赴包保市督导不少于 1 次，实

地指导连锁经营相关工作开展。各市要建立相应的包保责任制

度，做好日常督促检查。

二、定期调度通报

省、市、县分级实施“周调度、月通报、季点评、年评议”

推进问效机制。对工作开展有力、成效明显的地市，进行表扬激

励；对工作开展不力、成效缓慢的地市，视情采取约谈等措施。

三、强化政策支持

目前，省人社厅对“皖厨美食名品连锁龙头”最高有 50 万

元资金支持（每新增 1 个加盟店给予 5000 元创业就业补贴）；同

时，我厅利用省级流通业发展资金，对直营店给予一定支持。各

地要用好用足相关省级政策，推动各市、县（市、区）政府结合

实际，出台支持政策，确保目标任务完成。

附件：安徽省推动徽菜企业连锁经营计划推进表（2022-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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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安徽省推动徽菜企业连锁经营计划推进表（2022-2025）

序号 各市 新增徽菜连锁企业和新增徽菜餐饮连锁店（家）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连锁企业 连锁店 连锁企业 连锁店 连锁企业 连锁店 连锁企业 连锁店

1 合 肥 30 150 35 150 35 80 35 80

2 淮 北 2 10 3 10 3 8 3 8

3 亳 州 2 10 3 10 3 8 3 8

4 宿 州 2 10 3 10 3 8 3 8

5 蚌 埠 2 10 3 10 3 8 3 8

6 阜 阳 2 10 3 10 3 8 3 8

7 淮 南 2 10 3 10 3 8 3 8

8 滁 州 2 10 3 10 3 8 3 8

9 六 安 2 10 3 10 3 8 3 8

10 马鞍山 2 10 3 10 3 8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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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芜 湖 2 10 3 10 3 8 3 8

12 宣 城 2 10 3 10 3 8 3 8

13 铜 陵 2 10 3 10 3 8 3 8

14 池 州 2 10 3 10 3 8 3 8

15 安 庆 2 10 3 10 3 8 3 8

16 黄 山 2 10 3 10 3 8 3 8

总数 60 300 80 300 80 200 80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