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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
初夏的风，吹过江淮大地。

大山深处，村民陈泽申摘下一篓新茶：真

想请总书记尝一尝这让我们过上好日子的致

富茶！2016年4月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安徽省金寨县大湾村，就在陈泽申家的院子

里，关切地询问村子里的脱贫情况。

风吹麦浪，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在分红账

本上按下手印：想请总书记看看，土地入股分

了红！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凤

阳县小岗村，走进18户农民发起大包干签字的

“当年农家”院落后称赞：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

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

江南钢城，马钢交材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徐

金辉指着整装待发的一件件车轮：很想让总书

记知道，我们的国产车轮开始批量应用到长三

角的城轨上了！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中国宝武马钢集团考察，鼓励马钢抓住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重大机遇。

…………

从大别山革命老区到淮河岸行蓄洪区，从

高校到企业，从长江岸到巢湖边，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赴安徽考察调研，参

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

多次为安徽发展把脉定向。7000万安徽人民

牢记嘱托、开拓奋进、砥砺前行，在新发展格局

中实现更大作为，在加快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

新的更大进展。

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

“看，手机也用上了量子技术！”安徽创新

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研究平台”展区，创新

馆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耿纪平向记者展示量

子安全手机展品。

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创新

馆，指出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

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锲而不舍、久久

为功。

“总书记来考察时，量子安全手机和量子

SIM加密卡技术成果刚问世。经过近两年技

术升级和产业推进，目前已推广应用到政务、

金融等领域，量子密话用户突破了30万。”耿纪

平说。

对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谆谆

嘱托。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

科技大学，从先进技术研究院、物理实验室到

图书馆自习室，与师生说创新、谈发展、讲人

才，勉励大家增强使命感，把创新作为最大政

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这一重要要求既是对高校和科研院所提

出的，也是为安徽的发展把舵领航。”安徽省科

技厅厅长罗平表示，“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发

展方向，我们就要心无旁骛地抓创新。”

牢记嘱托，围绕拔尖人才培养、学科布局

优化、基础研究探索和科技成果转化，中科大

迅速制定一系列措施；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密

集的合肥，提出建设科创之城；安徽省下好创

新先手棋，全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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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气气候变化规律的了解掌握，是人类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础。不久前，国务院出

台《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以

下简称《纲要》），系统部署到2035年气象高质

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要任务，明确要求加快

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文件的出台，对加快推

动气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气象事业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如今，中国特色气

象服务体系建设成效显著，气象业务基础能力总

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气象科技创新已由跟跑为

主发展到跟跑并跑并存的新阶段。今年6月4日

至6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江南、华南

等地，中央气象台4日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中国

气象局于4日9时将暴雨应急响应提升为Ⅲ级，并

于18时联合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

警。以气象预警为先导，广东、广西、福建等相关

省份应急响应机制随之启动。监测预报预警及

时，充分发挥了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对气象

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如何加快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以高质量气

象服务助推高质量发展？对此，《纲要》明确，

坚持创新驱动发展、需求牵引发展、多方协同

发展，加快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努力构建科

技领先、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人民

满意的现代气象体系。实现这一目标，必须

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气象事业现代化建

设全过程，落实好增强气象科技自主创新能

力、加强气象基础能力建设、优化人民美好生

活气象服务供给等七大发展任务，全方位保

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气象事业是科技型、基础性、先导性社会

公益事业，科技创新是气象现代化建设的基

础和关键。推动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高

气象服务保障能力，离不开气象关键核心技

术的创新和突破。经过多年攻坚克难，我国

数值预报业务体系部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全球气候系统模式跻身国际前列，气象卫

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纲要》将从加快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加强气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完善气象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三方面，对增强

气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出部署。各地气象

部门要按照《纲要》要求，从多方面发力，紧扣

目标尽快补齐短板，加快推动气象科技创新。

实现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还要进行机

制创新、服务方式创新。为此，需要健全部门

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加强气象防灾减

灾机制建设；创新公共气象服务供给模式，开

展个性化、定制化气象服务；更好保障农业、

海洋、交通等领域的气象需求，强化生态文明

建设气象支撑，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等

等。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精细化需求，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智慧气象服务体制机制、内涵外延，才能让

“气象+”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21年，全国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为92.8

分，再创新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根

据《纲要》要求，持续增强气象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加快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升气

象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定能筑牢气象防灾

减灾第一道防线，更好服务国计民生，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保驾护航。 （李红梅）

以高质量气象服务助推高质量发展

6月14日，宿州市砀山县一号梨园管理员阚超群通过手机App查看果园管理计划。

砀山县一号梨

园里的“农业物联

网”监测设备。

近年来，宿州市砀山县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建设，通过土壤环境检测模块、智

能远程控制模块等“农业物联网”技术，打造智慧果园，各个检测设备将采集的

数据上传至“云端”，分析结果和解决方案立刻传达至果园负责人的手机App

上，精准管理每一棵果树，有力推动了该县水果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化发展。

通讯员 崔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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