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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重要讲话

在合肥市庐阳区逍遥津街道三

牌楼社区，电瓶车充电难曾是很多居

民的苦恼。

三牌楼社区地处合肥市老城区，

老旧小区较多，由于场地有限，很多

小区没有充电桩，居民只能把车停在

路边的停车区。“之前停车区充电桩

很少，附近就是商场和医院，人流量

大，停放的电瓶车特别多，充电桩经

常处于‘满勤’状态。”三牌楼社区居

民胡爱贞告诉记者，增设更多充电

桩，是居民的共同心愿。

前不久，胡爱贞的愿望终于实现

了。借助“民声呼应”工作平台，居民

希望增设充电桩的诉求，受到相关部

门的重视。今年5月，逍遥津街道和

三牌楼社区对辖区充电设施安装问

题进行规划，在宿州路与庐江路交口

的道边停车区域新增了70个充电桩，

有效缓解了居民充电难问题。

何为“民声呼应”？这是去年安

徽在民生领域推出的一项全新工作

机制。“民声呼应”工作机制的实施，

是为了在政之所向与民之所望间更

好对齐“颗粒度”，让党委、政府干的

事，精准对接群众盼的事。

以省级工作平台为例，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创办了“民声呼

应”载体，整合人民网网友留言、省

12345政务服务热线、“互联网+督查”

平台等7类平台的群众和企业诉求，在

此基础上梳理汇总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线索，报省级领导阅批，搭建起群众诉

求到领导案头的“直通桥梁”。

省委示范带动下，省直部门和市

县区也创办相应工作载体，形成职责

清晰、分工明确、上下联动、横向协同

的“民声呼应”工作推进机制，建立转

办、督办、评价、反馈等闭环机制，做

到群众诉求有地方说、有领导阅批、

有部门管、有人帮助解决。

“民声呼应”既关注群众的身边

小事，也注重推动问题的“大解决”。

实践中，我省各级“民声呼应”载体每

期选取涉及面广、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线索，通过以点带面、重点督办，力求

做到回应一个诉求、解决一类问题、

提升一个领域。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群众的烦

心事。“三甲医院门诊吊水要求办住

院”“院外购药流程繁杂”……去年，

针对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就医问题，

省医保局在全省医保系统开展参保

群众看病就医“负担重”、报销“不方

便”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主动向难题

开刀。

同时，发起“我向医保吐吐槽”开

门纳谏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在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基础上，就解决

群众反映的高频事项，发布了包括慢

特病“免申即享”在内的医保便民服

务7项针对性措施，有效提升群众看

病就医的便捷度、满意度。

从源头处发力，下深水开题作

答。更多抓前端、治源头的惠民举措

在我省相继推开。

省工信厅部署开展拖欠中小企

业账款摸底排查和专项整治，保障中

小企业合法权益；马鞍山市印发“民

呼我应惠万家”专项行动方案，开展

创建“无证明城市”、慢特病认定“网

上办”、政务窗口延时服务等十项行

动；阜阳市系统梳理各行业共性问

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喝干净水·润

百姓心”“打通断头路·畅通民心路”

“飞线充电”等八个专项整治，高质量

回应群众关切……

在“民声呼应”机制引领下，我省

各地各部门坚持把“当下改”与“长久

立”结合起来，有力促进公共服务供

给有效对接群众需求，推动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安徽日报记者 范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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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

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

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论述了科技

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围绕“扎实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作出了重大部署，深刻阐明了融

合的基础、融合的关键、融合的途径。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时代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

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

成，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从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到国产大

飞机实现商飞，再到新能源汽车为全球汽车产

业增添新动力，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

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

全的发展之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发展，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

活跃期。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引领高质量

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才能抢占科技竞争和

未来发展制高点，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新

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这

就要求我们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

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

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要求，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

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

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

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新一代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

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

力军。要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

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发挥市场需求、集

成创新、组织平台的优势，打通从科技强到企

业强、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要充分发挥科技

领军企业龙头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

科技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

项目；要支持企业成为“出题人”“答题人”“阅

卷人”，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

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等方

式，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

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推动企业主

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

“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要深刻认识到，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

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

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

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

业深度转型升级。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就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

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完善现代化产业体

系。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依

托我国产业基础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

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市

场服务，促进自主攻关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

级，使更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

业；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

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新

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着力点。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树牢抓创新就

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理念，扎实推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一定能够

以新质生产力强劲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

现代化构筑坚实物质技术基础，在新征程上不

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载6月28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6月
27日电）

7月1日12时10分许，在乡政府食堂与记者一起吃饭的

谢汉勇的手机突然响起。

“大源自然村有一处公路塌方了，我得马上去。”谢汉勇跟

记者匆匆打了声招呼，扔下碗筷就不见了人影。

谢汉勇是黄山市徽州区富溪乡分管交通的副乡长。头一

天晚上，外面通往乡里的公路发生一处塌方，他带着人和挖机

赶过去，摸黑作业2个多小时，清理土方20多立方米，疏通公

路并设置警示牌后才返回。回家后，大雨下个不停，他又拿着

手电筒，开始巡河巡路，查看雨情灾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谢汉勇还兼任富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梅以

来，他与富溪乡党委副书记武飏一起包保富溪村。

“谢汉勇白天夜里都在路上来回奔波，每天只休息几个小

时。”武飏对记者说。

富溪村所有的自然村散布在一条山谷中，漕溪河流经其

间，许多村民沿河而居。6月19日起，谢汉勇安排村干部驻点

包保，组织村里的党员干部，根据事先摸底的情况和不断变化

的雨情，提前分批次转移地质灾害点、切坡建房点以及地势低

洼处的村民83户143人。

“作为党员干部，只要乡亲们平安，苦些累些没什么。”谢

汉勇表示。6月20日下午，村中低洼处的文化广场开始有河

水漫入，谢汉勇挨家挨户上门劝说住在附近的3位老人赶紧

转移，但老人们舍不得家里的瓶瓶罐罐，迟疑着不肯转移。河

水还在上涨，谢汉勇一看情形不对，双手各搀住一位老人往高

处转移，然后调头返回，背起剩下的一位老人就跑。没过10

分钟，广场就被水淹了1米多深。

6月22日20时至23日17时，徽州区普降大雨到暴雨，最

大雨量点就在富溪村，雨量达160毫米。持续的强降雨，导致

漕溪河水位比平时上涨5米以上，河水漫入村中，多处道路塌

方、河岸被冲、桥梁位移，茶园滑坡、农作物被淹，部分自然村

通信和供水中断。

6月23日11时30分左右，正在双坑口自然村查看灾情的

谢汉勇接到乡里通知，火速转移寺坪自然村的所有村民。当时通往寺

坪的部分道路被水淹1米多深，手机信号时断时续，寺坪自然村情况不

明。谢汉勇不顾危险选择走山路，途经黄柏山自然村时，前方道路受淹

被阻，且已经没有山路可走。此时，他与驻点寺坪的村干部打通了电

话，得知村庄没有进水后，稍稍松了一口气。经请示上级同意，他安排

包保干部组织村民就近撤往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先行临时安置。

“这些天，谢汉勇跑遍了全村每个自然村，有的村甚至跑了十几趟，

每天总不忘去村里的2个集中安置点。”武飏对记者说了一件事：6月

30日下午，被安置在乡中心学校的寺坪自然村村民程小林，突然血压

升高并出现头晕等症状。程小林有听力和言语障碍，无法正常交流，得

知消息后，谢汉勇立即安排村干部送老人前往黄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并

联系上老人的亲戚进行陪护。

富溪乡党委书记潘慧群告诉记者，连日来，谢汉勇不顾疲劳、冲锋

在前，先后组织全村党员干部和群众800多人次，利用几轮强降雨后的

空档期开展邻里互助帮扶受灾群众，及时抢通公路塌方10多处，清理

村中淤泥和垃圾上百吨。

凡人微光，星火成炬。在大汛面前，正是一个个像谢汉勇这样心里

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的党员干部，让广大群众有了可依可靠的坚强

臂膀。 （安徽日报记者 吴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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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6 月 30 日傍晚，芜湖市

弋江区十里江湾金鹰大厦，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红底

黄字巨幅灯光宣传标语与晚

霞交相辉映,格外绚丽夺目。

芜湖市弋江区通过“线

上+线下”立体宣传模式，将

征兵政策信息等内容通过微

信群、朋友圈、户外媒体等方

式进行发布，进一步提升广

大群众和适龄青年对征兵工

作的知晓率，激发广大青年

报效国家的光荣感、使命感。

杨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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