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1日上午，安徽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
察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动员会在淮南召
开。至此，2021年第二批4个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
部实现督察进驻。

根据安排，2021年第二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
驻时间为20天。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
班电话、专门邮政信箱、专门微信举报平台，受理被督察
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微信举报，受理举报
电话时间为每天8:00-18:00。各督察组表示，督察组
全体成员将严格执行《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实
施办法》和《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严守
纪律规矩，客观公正开展督察，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坚持
系统观念、坚持严的基调、坚持问题导向，精准、科学、依
法做好督察工作。

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值班电话：0561-3110518
邮政信箱：淮北市0010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生态环保督察淮矿信访举报
省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值班电话：0554-7626368
邮政信箱：淮南市0015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省环保督察淮河能源信访举报
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值班电话：0553-8396700
邮政信箱：芜湖市0008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环保督察海螺集团信访举报
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对象：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值班电话：0562-2668674
邮政信箱：铜陵市0008号邮政信箱
微信平台：安徽环保督察铜陵有色信访举报

2021年第二批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全部实现督察进驻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今年以来，宁国市卫健委积
极践行“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
保障人民健康”重要思想，坚持
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相结合，在持
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多项
举措扎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中的

“急难愁盼”事。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增强群

众获得感。医共体牵头医院宁国
市人民医院、宁国市中医院分别
制定了2021年“一院一策”帮扶
方案，持续落实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开展坐诊、查房、手术等。上
半年下派专家坐诊510人次，开
展手术15台次，举办讲座100余
次。利用医共体巡诊车开展巡
诊和家庭医生履约服务，服务基
层群众5000余人次。医共体牵
头医院为解决基层放射人员诊
断技术能力不足问题，专门开设
基层医疗机构放射工作人员专业
技术培训班，基层医疗机构20余

人参训。
传播健康知识，提升居民健

康素养。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卫
生健康平台，持续开展卫生健康

“六进”活动。宁国市中医院安排
健康巡诊车和医务人员，赴宣绩
铁路甲路项目部等工地，为150多
名职工开展入职体检，为800多名
工人作健康讲座，解决企业实际困
难，保障驻乡镇企业健康运转。宁
国市人民医院、疾控中心组织健康
巡讲团专家，利用休息时间到裕华
电器等企业开展健康知识讲座近
20场，提升企业职业健康管理水
平和职工健康意识。

关注重点人群，提升居民健
康水平。加大“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关爱力度，共免费发放定位手
环124个。多方筹资，完成该市
60周岁以上5817人低保、特困人
员的意外伤害保险购买工作。提
质扩面，提升婴幼儿健康照护服
务，宁国市各公共场所设立爱心
母婴室，为哺乳期妇女提供一间

相对私密的哺乳空间及个性化关
爱服务。

注重职业健康，提高职业病
防治效率。先后出台了《重点行
业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尘肺病
防治履职尽责核心信息 40 条》
等相关政策规定，积极践行“四
送一服”要求，及时将职业病防
治理念、知识、政策准确全面送
达企业。聚焦一个“准”字，以精
准服务为核心，针对不同行业职
业病危害因素不同，宁国市根据
分类集中培训及个别指导相结
合的原则，精心设置培训课程，
相继召开了铸造、密封件、合成
革行业专题培训会，共培训企业
主要负责人及职业健康管理人
员400余人，入企开展指导服务
152次。宁国市现有157家小微
企业实现了职业病防治工作整
改，增加职业病防护设备383套，
检修防护设施666套，完成机械
化自动化生产线升级105条，投
入经费24092万元。

宁国市卫健委：“真学实做”出实效
■卫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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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郎溪县毕桥镇妇联以“赓续红色基因，凝聚巾帼力量”为主题，组织镇、村执委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党史学习
教育“微党课”。执委们来到位于毕桥中学旧址的陈文烈士纪念馆，县委党校老师“现场教学”，生动讲述抗日英雄陈文烈
士的英勇事迹，执委们崇敬地瞻仰着陈文烈士纪念碑，接受了一场深刻的革命精神洗礼。 张丽萍 摄

微党课微党课

2021年全市劳动和
技能竞赛拉开帷幕

本报讯 8月30日上午，2021年宣城
市劳动和技能竞赛暨全市焊工职业技能竞
赛启动仪式举行。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立焊工、钳工、
维修电工、美容美发、餐饮摆台和中式烹
饪六个项目，各项目将分期分批开展比
赛。凡是符合条件并在我市从事相关专
业或职业（工种），年满18周岁的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均可报名。各县市
区总工会和市直工会各派出一支代表队
参加比赛。

竞赛内容以相应职业（工种）国家职
业标准高级工考核内容为基础命题，适
当增加了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技
能等相关内容。各职业（工种）分别设一
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获
奖选手除奖金外，还将获得相应的荣誉
称号和技能等级的提升。

我市将以本次竞赛为契机，不断激发
广大技能人才的学习热情，以赛促学、以赛
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持续推进技能
人才培养，促进高质量就业和技能提升，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记者 余庆）

广德经开区
多举措保障企业用工

本报讯 近年来，广德经济开发区树
牢为企服务意识，坚持“企业为本”理念不

动摇，深入开展“我为企业办实事”系列活
动，针对企业招工用工共性问题，多措并举
帮助企业解决招工用工难题，为园区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完善配套保障。积极宣传和落实《广
德市人才兴企二十条》，帮助企业留住人
才。高标准规划建设祠山岗城市副中心，
不断完善园区教育、医疗、商业等基础服
务配套，为外来职工子女就学、医疗、消费
提供保障。

破解招工难题。全面落实企业包保责
任制，对园区企业按照9大片区分片包保
走访。通过建立企业用工服务群、每月召
开2次企业家座谈会等举措，动态收集企
业缺工信息，应对当前疫情形势创新开展
网络直播招聘，及时解决企业缺工问题。
针对企业技术工种招工难，主动与宣城市
机械电子工程学校开展合作，由学校主动
上门联系企业，合作开办专项技能班，定制
化为企业培养和输送人才。

增设服务窗口。为方便园区企业，今
年3月在开发区项目服务中心设立人社
服务窗口，方便企业办理社保、工伤等业
务，目前正在积极争取开设医保窗口，让
企业少跑腿，在园区内就能办理各项人社
业务，极大方便企业。

（曹鹏程 本报记者 戴丹丹）

旌德讯 为深化“旌牌管
家”政务服务改革，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今年以来，旌德县
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主动对
接相关业务单位，采取多种便
民利企措施，切实提高政务服
务满意度。

该中心结合实际，大力简
化审批程序，缩短办理时限，
真正把“最多跑一次”体现到
实处。不动产登记由之前的
18 大项 128 份材料精简为
107份材料。各类不动产登记
由2016年的30个工作日办
结，提速至现在的1个工作日

就全部办结，针对所有企业
开辟了绿色通道，办结时限
在1小时之内。

为优化营商环境，该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打造网上登记大
厅，开展业务办理“24小时不
打烊”行动。在办证大厅，工作
人员通过网上平台可以随时随
地使用电脑或者手机办理事
项，同时可以查看办事进度，申
请完成后，登记费可以在电脑
或者手机端直接缴纳，小微企
业可以凭借承诺书直接免缴登
记费，实现“不见面办理”。
（朱燕 特约记者 汪红潮）

旌德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提高服务满意度

宣州讯 近期，为助力农
产品稳产保供，宣州区农业农
村局一手抓疫情，一手抓生
产，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的基础上，组织全区基层农技
人员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
做好农业科技指导服务工作。

当前正值水稻病虫害发
生关键时期，为保障秋粮丰
收，宣州区植保植检站发布
了《8 月中下旬水稻病虫害
发生趋势及防治意见》，并通
过农技人员发放病虫害防治
技术明白纸 12000 余份，入
户一对一田间指导科技示范
户 810户，提高了农户科学
防治水平，营造了防虫治病
促丰收的氛围。该局农技人
员深入蔬菜种植基地和畜禽
养殖场开展技术指导300多

人次，组织培训观摩 6 次。
结合夏秋季蔬菜生产，对“三
棵菜”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进行了宣传和指导；全
力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引导广大农户发展
绿色高效生态农业。区农质
局也加大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力度，保障“菜篮子”产品
质量安全。

农技人员在做好技术指
导的同时，还积极协调解决农
产品销售问题，引导农户创新
销售方式，拓宽销售渠道，将
传统销售与线上订购、线下配
送、送货上门的“不见面”点对
点服务结合，帮助农户解决滞
销难题，助力农民增收，并将
于9月份组织部分经营主体
参加合肥农展。 （杨洁）

宣州区强化科技助农稳产保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
的关键一招。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
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进行的伟大创举。

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1980年8月
26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
区成立；1988 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创造了永载史
册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

2020年10月14日，在深圳经济特
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指出：“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
精神，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
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
新时代的‘拓荒牛’。”

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1979年4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
央领导同志提出兴办出口加工区、推进
改革开放的建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
出，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给些政策，
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同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
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
行一步”，并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党
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
经济特区，1988年4月又批准建立海南
经济特区，明确要求发挥经济特区对全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

早年曾参加革命工作的袁庚，1978年
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
工业区1979年在临近香港的宝安南头半

岛诞生，炸响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刚到蛇口的时候，真的是一穷二

白，晚上睡觉必须要挂蚊帐，不是防蚊
子，而是防蛇和老鼠。”清华大学毕业后
来到蛇口工作的顾立基回忆。

彼时，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港
开工。开始时，工人们每人每天8小时
只能运泥20至30车，工程进展缓慢。袁
庚开创性地打破大锅饭、实行定额超产奖
励制度：完成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
钱，超额每车奖4分。

工人们干劲大增，平均每人每个工作
日运泥达80至90车，有的甚至达到131车，
工人的奖金加工资最多一月能拿到110多
元，有的人月收入远超蛇口工业区中层干
部。工地热火朝天，进度迅速推进。

从蛇口工业区的改革探索起步，深
圳经济特区横空出世。40多年间，深圳
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地区生产总
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2020年的
2.77万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与曾经
差距无比巨大的香港相当。与当年的

“逃港潮”形成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香
港人如今选择在深圳创业定居。

敢为人先——“第一个吃螃蟹”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工资
制度、敲响中国土地拍卖第一锤、第一家
外汇调剂中心成立……敢于“第一个吃
螃蟹”，是经济特区的鲜明特质。

1987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
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
定》发布。这个著名的“18号文件”，成为
激活中国科技创新活力的“导火线”。

“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环
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没有
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华为创

始人任正非说。
1988年，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

场领导小组，当时我国首批赴日本学习
证券专业知识的留学生禹国刚出任专家
小组组长。他带领专家小组成员花费半
年多时间翻译了两百多万字外文资料，
通过移植借鉴，打造了新中国第一部证
交所“蓝皮书”——《深圳证券交易所筹
建资料汇编》。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率先开始
集中交易，中国资本市场迈入快速发展
的“春天”，为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造地方国
企发展骄人业绩；逐步建立特区金融体
系，成立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深化
财税、价格流通体制改革……厦门经济特
区建设以来，厦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
不断推进，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作为汕头经济特区1987年推出“24
小时答复”的升级版，如今的汕头市政府
服务中心24小时自助服务区，为企业办
税等提供极为便捷的服务。1987年，在
汕头投资设厂的香港客商陈锡谦因机关
办事拖拉等问题向特区管委会提出意见
和建议，管委会迅速承诺“企业反映问题
在24小时内做出回复”。从此，“24小时
答复”成为汕头的金字招牌。

近期，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表决通过
并实施，57项省级管理权限调整由重点
园区管理机构实施，朝着世界最高水平
开放形态这一宏伟目标，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如火如荼。

“经济特区敢为人先的基因贯穿始
终，激发了创新第一动力。”中国（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说。

埋头苦干：续写“春天的故事”

四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特区奋斗

者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以特
区精神为动力砥砺奋进、迎难而上。

国贸大厦、地王大厦、京基100、平
安国际金融中心……全国劳动模范、中
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程师
陆建新1982年来到深圳后，参与建设了
这些具有地标意义的摩天大楼。他亲眼
见证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并带
领团队将中国超高层钢结构施工技术提
升至世界一流水平，被称为“中国楼王”。

如今，向着“民生幸福标杆”城市建
设目标，深圳的“拓荒牛”们正着力营造

“深圳温度”。“企业正在推进转型升级，
大量推进民生工程，比如学校、医院、保
障房等装配式建筑，以及城市绿道、旧城
改造项目等。”陆建新说。

特区建设者们埋头苦干精神不改，
追求创新发展的目标不变。

“几十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
任正非这样总结华为的发展、壮大之
路。今年上半年，华为实现销售收入
3204亿元，净利润率9.8%。

弹指一挥间，沧海变桑田。
在“特区中的特区”——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一组由333个废旧集
装箱组成的临时建筑群十分抢眼，这就
是前海管理局办公地。为了方便企业就
近办事，前海管理局决定整体搬迁至前
海工地，用集装箱搭建办公场所。

正是凭着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始终
秉持艰苦创业、锐意进取精神，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自2010年成立以来，
累计推出645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
复制推广65项。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
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
事”——特区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改革
者奋勇前行。 （新华社记者 孙飞）

（新华社深圳8月30日电）

春天的故事，不朽的传奇
——特区精神述评

●8月31日上午，市文联第三届全体委员会第八
次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金友出席会议。

会上，市文联负责同志作市文联第三届全体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工作报告，会议增补了市文联委员，选
举产生了新的文联主席、副主席。

郭金友对新当选的市文联主席、副主席表示祝
贺。他要求，文联组织要弘扬正气，通过作品反映党
的立场主张，讲好宣城故事，提升艺术高度。要激发
朝气，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彰显艺术力度。要衍生
和气，保持团结协作，破除门户之见，讲究艺术风
度。要摒弃俗气，崇德尚艺，创作更多正能量作品，
坚守艺术法度。 （本报记者 戴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