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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安徽

有什么样的导向引领，就会诞生什么样的发展模式

安徽高扬科学考评指挥棒
据《人民日报》2011年9月20日1版头

条报道 每年夏季，抗旱与抗洪往往在安徽

不同地区同时上演。被长江、淮河等水系分

成皖北、江淮之间、江南三大板块的江淮大

地，气候差异明显，地形地貌变化巨大，南

北、东西文化差异大，地区间发展阶段明显

不同，呈现较大的不平衡。

如何指挥协调全省一盘棋，实现经济社

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安徽省委省政府调研

发现：安徽可以用作建设用地开发的土地7

万多平方公里，已开发1.62万平方公里，开

发强度11.57%，远高于日本，与德国相当，但

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远低于他们，欠发达的

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不能盲目无序开发，要有保有压，因地

制宜，分类考核，最大限度发挥各地优势，走

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之路。”省委书记张宝

顺强调。

“没有科学的考核体系，就难以实现真

正的科学发展。”

经过调研，今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

实施省辖市政绩考核新体系，改变过去“一

把尺子量到底”的状况。根据全省区域发展

的总体战略与国家主题功能区规划定位，结

合全省区域发展的基础、条件及各地资源禀

赋差异，将各市分为4类进行考核：一类市

为合肥、马鞍山、芜湖、铜陵市；二类市为淮

北、蚌埠、淮南、滁州、宣城、池州、安庆等

市；三类市为亳州、宿州、阜阳、六安市；四

类市为黄山市。

考核指标体系由经济发展、发展方式转

变、资源和环境保护、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

4大类别构成，细化为35个具体指标，分别

设置不同权重，最终加权汇总，计算综合分

值，发挥对区域发展的导向作用。同时，对

各市的目标管理考核，节能、环境保护、企业

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计划

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重大食

品药品安全事故等7项指标未完成责任目

标，或发生重大事故等，实行“一票否决”。

“没有科学的考核体系，就难以实现真

正的科学发展。通过探索考核办法的科学

性、针对性、区别性和导向性，引导领导方式

的变化，推动江淮大地因地制宜选择发展路

径，着力做‘好’字文章。”安徽省省长王三

运说。2007年以来，安徽省委、省政府多次

调整市政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突出资源环

境和人民生活等方面指标的考核；2008年，

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针对全省61

个县研究制定了县域分三类考核办法。目

前，安徽正在修订完善县域分类考核办法，

进一步突出结构调整、保护资源环境和改善

民生等导向，更好地引导各地走各具特色的

科学发展之路。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

入、财政民生支出、教育发展、养老和医疗等

社会保障成为考核的重点。自2007年起，

安徽在全国率先实施12项重点民生工程，

并逐步扩大到33项。4年来，财政累计投入

853亿元，惠及全省6000多万城乡居民。

鲜明的考核导向，体现着安徽追求科学

发展的战略思维，引导安徽步入可持续健康

快速发展的轨道。今年上半年，安徽工业、

投资、财政、外贸、城镇居民收入等主要指标

增幅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呈现出速度较

快、效益提高、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势

头，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安徽省

经信委综合处处长石象斌说：“今年上半年，

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分别达到

了26.9%和28.1%，双双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

长；六大高耗能行业增长15.3%，低于同期规

模以上工业增长，这‘两高一低’表明了安徽

工业转型升级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不以GDP论英雄

安徽在此次调整指标体系中，变化最

大的是体现经济发展速度的指标。地区生

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两大指标权重降低最为

明显。2010年，全省各市统一指标体系中，

100 分的总分中，GDP 增幅、财政收入两项

分值均为 14 分。而在 2011 年的四类体系

中，四类城市的 GDP 权重仅为 3 分，二、三

类城市为8分，一类城市为6分；财政收入

指标降为4分；固定资产投资也由原来的6

分降为2分。

“权重的变化体现了我们的发展由注重

速度全面转向注重质量，不完全以GDP论英

雄，突出强调区域分工、生态文明建设、结构

调整、经济转型和民生改善与社会建设。”安

徽省委常委、秘书长、常务副省长詹夏来

说。安徽把皖南山区作为长三角的生态屏

障，大别山区作为中原地区的生态屏障来保

护；把巢湖作为淮河流域生态平衡、水资源

的调蓄场所来规划建设，建设“江淮粮仓”。

如今，大别山区的霍山、金寨等县，皖

南山区的石台县都被规划为限制开发区；

弱化对黄山市经济发展的考核，不考核工

业化率指标，重点考核资源环境类指标，兼

顾结构调整，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和旅游业

发展、单位GDP能耗降低、主要污染物减排

等指标权重。

在“指挥棒”的引领下，安徽各地纷纷加

大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新兴产业的培育和

发展力度，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现代农业；各

市对县区的考评也都相应做了科学调整。

合肥今年的重大工业投资项目中，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占近70%，上半年，新开工项目

34项，引进晶澳太阳能项目等高新技术企

业（项目）25家，初步确立了新型平板显示、

新能源汽车、公共安全等三大产业在全国的

领先优势；钢城马鞍山将铁基新材料产业作

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首位产业培育；铜

陵做足“铜文章”，以矿山、冶炼、加工、化工

为子体系，编织起具有循环经济特征的产业

集群。 (下转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