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9日，合肥市举办第四期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来自智能家电、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新能源汽车等220家新型研发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重点产业链企业的用人单位，提供1万余个

就业岗位。 袁兵摄

合肥举办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合肥举办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要闻2023年7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许从保 美编：黄佳玮02

【新闻热评】

“心中有责，手里有活，脸上才有光。”笔者近日

在农村基层走访时，碰到一起农民自建房屋占用农

田的事件，县里带队的一位干部坚持原则、顶住压

力，依法依规拆除了违建房屋，同时走村入户，耐心

细致做通群众思想工作。说起整治农村违建等“老

大难”问题，这位干部有感而发，说出了这句让人深

思的干事心得。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全党深入开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以来，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践行“重实践”要求，鼓足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以学促干，攻坚克难，有力推动了

事业发展。“为官避事平生耻”，就像那位基层干部所

说，越是错综复杂的局面，越是急难险重的任务，广大

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越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

在履职尽责、苦干实干中锤炼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

在发现问题、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中赢得百姓口碑。

干部干部，“干”字当头。练就敢于担当、实干尽

责的“铁肩膀”，是党员干部的基本功。“光说不练假把

式”“软肩膀扛不起硬担子”，检验一个地方主题教育

的成效和成色，要看各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实绩实

效。是辛勤耕耘还是靠天吃饭，是站着说话还是起而

行之，是动真碰硬还是虚与委蛇，决定了事业成败，也

影响着政治生态。党风决定政风、带动社风，要大力

倡导恪尽职守、担当作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的状态

和作风，严肃整治拈轻怕重、躺平甩锅、敷衍塞责、得

过且过等消极现象。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从“国之大者”到“民

之关切”，不管是办大事还是干小事，都离不开担当作

为的自觉和干劲。到群众中间去，到基层一线去，到条

件艰苦、矛盾多发的地方去，更容易找到办法、增长才

干。习惯在办公室看材料，坐等上级指示办事，遇到

“疑难杂症”绕道走，不善于和群众打交道，稍遇挫折就

打退堂鼓……凡此种种，无论是能力不足不善为、动力

不足不想为，还是担当不足不敢为，都应当改进提升。

大事难事看担当，只有以造福百姓为荣，以解决难题为

乐，才能创造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

大兴调查研究，激励干部到基层去，细化落实容

错机制……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探

索完善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持续强化想干事、

能干事、干成事的氛围，“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

选人用人导向愈发鲜明，“太平官”“甩手掌柜”“只挂

帅不出征”等消极现象越来越没有市场。一个地方政

治生态好、干事创业氛围浓，党员干部就成长快、老百

姓就收获多。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

者撑腰，这样才能不断匡正干

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

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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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夏粮

产量数据。安徽夏粮实现“三增”，总产348.16

亿斤，较去年增加3.68亿斤；播种面积4294.95

万亩，较去年增加20.1万亩。总产和面积均居

全国第三位，较去年位次不变。单产405.33公

斤/亩，较去年增加2.42公斤/亩，居全国第五

位，前进一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总

产量2923亿斤，比2022年减少25.5亿斤，下降

0.9%。全国夏粮产量稳中略减，但仍处于较高

水平，实现了丰收。

去年秋种以来，我省持续加大对粮食生

产的支持力度，科学有效应对不利气象条

件，全力保障夏粮生产。秋种期间，我省把

保面积作为首要任务，为夏粮丰收奠定坚实

基础。我省精耕细作，深入挖掘农业生产潜

能，加大智慧农机应用，推广精准整地作

业。全省投入耕整地配套机械 80 万台，完

成农机深松深耕面积550万亩；投入精少量

播种机等新机具 45 万台，小麦机播率达

94.12%，较上年提高 0.87 个百分点。春管

期间，各地加强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

级。组织农业专家、科技特派员和基层农技

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包村联户开展技术指导

服务。

夏收期间，全省共投入联合收割机逾20万

台，日均投入 4 万余台，小麦机收水平逾

98.6%。先后投入秸秆综合利用机械9.2万台，

粮食烘干机1.74万台，加强秸秆机械化综合利

用和粮食烘干作业，保障了粮食高质量生产。

全省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约为1.1%，远低于国

家标准不大于2%要求。同时收割、运输、烘干

等环节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秸秆粉碎还田、

打捆离田全面推广，既保证了粮食安全，又提

高了粮食生产品质。

（史力 许昊杰）

今年全省夏粮总产量348.16亿斤

一网通办 惠企政策“精准直达”
“对照平台设计的设置示例和材料预览，

可以一次性完整准确地上传政策要求的有关

材料，不仅节省时间，还不会出错。”日前，安徽

兴博远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高雅丽

登录合肥市产业政策综合服务平台后不禁感

叹，升级后的平台真是方便又快捷。

高雅丽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

向该公司推送政策原文及条款55项，其中申报

通知9项。凭借平台推荐的政策，该企业成功

申报“首版次软件奖励”，获得奖补金额19.25

万元。该企业还以“免申”方式享受了“省级大

数据企业奖补”“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示范项

目”两项政策，获得奖补资金20万元。

“为进一步推进惠企政策服务便利化，

2022年，合肥市财政局牵头优化市级产业政策

综合服务平台，推进产业政策‘一网通办’改

革，不断扩大政策‘免申即享’范围。”合肥市财

政局相关负责人说。

新系统上线以来，平台累计归集国家、省、

市、县区产业政策1107项，同时汇聚税务、社

保、公积金、市场监管、信用、贷款等企业数据

达49亿条。除“一事一议”等特殊敏感事项外，

合肥市级产业政策均可在平台上实现“一网申

报”。智能化分析、企业名单批量导入、风险预

警、OCR发票识别技术等功能让新平台线上审

核更高效。

“新开发的政策指南针功能，可以根据公司

‘画像’，一键生成政策指南推荐报告，包括可申

报的政策、政策匹配度以及政策申报路径等，大

大提高了我们申报成功率！”高雅丽说，只要有

新政策出现，公司就会立即接到与之相匹配的信

息推送，真正享受到“政策找企业”的惠企服务。

记者了解到，通过数据匹配比对等方式，

平台还进一步扩大政策“免申即享”范围。目

前，合肥市本级已分3批次推出84项市级产业

政策“免申”清单。今年以来，平台已推送“免

申”通知22项，发送信息确认和资金兑现短信

提醒5000余次，通过“免申”方式兑现资金6.5

亿元，惠及企业6000余户。

“自2022年10月平台升级运行以来，用户

活跃度明显提升。”合肥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平台新增入驻用户超2.5万

户、点击量超21万次；先后发布政策、申报通

知、兑现公示等信息1000余条，新增政策预览

5万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丰富现有平

台数据，建立长效数据更新机制，努力向合肥

市企业提供更精准、更便捷、全覆盖的政策服

务。”该负责人说。 （安徽日报记者 丰 静）

居全国第三位

合肥市优化市级产业政策综合服务平台——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徐

壮）在12日举行的全国高校科技创新

暨优秀科研成果奖表彰大会上，教育

部部长怀进鹏表示，教育部将加强有

组织科研攻关，围绕集成电路、工业母

机、仪器仪表、生物医药等战略性、基

础性、先导性产业培育一批重大科技

项目，集中力量开展科研攻关。

“针对国家急需和国家重大战略，

推进与国家相关部门的合作，进一步解

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怀进鹏说。

教育部提出，高校科技创新要实

现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

用，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基础研

究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培

养造就一批重要领域的引领者和“无

人区”的开拓者，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攻克一批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核心技

术，有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

争力，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成为支撑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

才强国的核心力量。

为实现上述发展目标，会上提出

着力做好六方面工作：提高基础研究

组织化水平、加强有组织科研攻关、培

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提高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实战化水平、提高国际

科技合作全球化水平、构建完善健康

的学术生态。

怀进鹏表示，教育部将强化政策

资源保障，建立适配有组织科研模式

的评价考核机制，特别是以贡献和质

量为核心的标志性成果评价机制，将

人才计划、研究生招生计划等资源向

重大科研任务倾斜。

教育部将加强有组织科研攻关

进一步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