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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会议、文件、检查、考评
等各种活动7000多项

我省引导各单位认真抓好工作创
新和核心指标完成，规范和优化行政审
批流程，全面推行权力清单、责任清单
和涉企收费清单制度，不断凝聚服务共
识、提升服务效率、拓宽服务途径，着重
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以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
契机，不断丰富作风效能建设内涵，不
断提升作风效能标杆，着力解决懒政怠
政问题，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四风”和腐败问题，促进机关作风效能
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始终保证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省直各单位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30条要求，制定
贯彻落实措施2800多条，精简会议、文
件、检查、考评等各种活动 7000 多项。
省直效能办依照《安徽省直机关效能问
责办法》，不断加大明察暗访的力度，对
政务中心窗口单位行政审批办结案件
进行“回头看”，对所有参与效能建设考

核的单位每年进行 4 次全覆盖暗访。
坚决实施效能问责，并作为考核单位扣
分依据，凡属同样问题反复出现的，均
加重扣分。

严格执行效能建设
“八项制度”

省直机关严格执行效能建设“八
项制度”，持续推动效能建设向机关处
室、岗位延伸，向基层一线和服务窗口
延伸。形成专题会商推进机制，定期
召开省直机关效能建设工作会议，省
领导亲自审定会议内容，统筹部署效
能建设工作任务，确保效能建设扎实
有序推进。建立暗访人员库制度，组
成相对固定的暗访工作力量，形成常
态化暗访工作机制。

经过近年来的不断探索，省直机关
效能建设已经形成了“四亮四评”主题
实践、“四零”服务竞赛、“我的岗位我负
责、我的工作请放心”履职承诺以及上
门服务、导向服务、限时服务、预约服务
等品牌和亮点，提升了机关办事效率，
换得了办事群众的好口碑。

近年来，省直机关不断在提高效能
考核科学性上下工夫，修订完善了《安
徽省直机关效能建设考核办法》和《作
风建设情况考核评分细则》，简化考核
内容，改进考核方式，突出考核各部门
履行核心职能、完成中心任务和机关干
部履行岗位职责、提升服务效能情况，
综合运用考核结果。

省直单位精简各种活动7000多项

今年 78 岁的王宏云是一名退休的老党
员，在他居住的合肥市瑶海区七里站街道东
七社区，街坊邻里喜欢称他为“板凳爷爷”。

王老做了一辈子的木头模具，练就了一
把好木匠手艺。2011 年起，老人重拾技艺，
开始做起小板凳来，将平日里省吃俭用节约
下来的钱购买木材、油漆等材料，手工制作了
800 个小板凳，全部无偿捐赠给合肥的社会
福利院和特教学校。

2011 年至今，王老已手工制作累计 800
个小板凳。“一个都没卖过，一开始是街坊邻
居、亲朋好友，谁家有孩子能用得上，就来拿
一个。”王老说，后来，他做得越来越多，就考
虑把小板凳送给福利机构。

在王老的家中，记者看到了很多本大红
色的捐赠证书，这些都是老人珍贵的宝贝。记
者看到，合肥市、巢湖市两地的儿童福利院，以
及经开区一家残疾互助协会，都有他捐赠的记
录。“每次至少捐100个小板凳，反正每年攒到
了这个数，就联系福利机构捐出去。”老伴刘奶
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不算手工钱，这些年老
伴买物料的花费，大概接近万元。

王老在社区里早已是个名人了，他做的
小板凳也是有名的“爱心牌”，专门捐给社会
上需要的人，如今老人的“业务”可是繁忙得
不得了。

记者来到王老家，他正在
做板凳，一块块木材堆放在
一起，王老细心地拼接裁剪，
制作出一个个成品，工艺精
致美观。

王老说，他现在正在做的
这些小板凳，一部分是给庙岗
乡的老人，“给他们家里人做
的，他们打电话来说想要嘛，朋
友介绍的，我就帮忙做呗。”还
有一部分，王老要寄给一位远
在千里之外的朋友。“湖南的一
位画家，从网上看到我做爱心小板凳的事情
后，就写信来给我，希望能让我做几个板凳给
他作纪念。”

“现在街面市场上的小板凳，全都靠钉子
钉、胶水粘，不结实。我这些小板凳用的都是
结实的木料，也是传统的木工手艺，全靠榫
头、卯眼固定。”王老说，一个小板凳做下来，
只在面上用了六根小铁钉。从选木料到划
线、锯木、打眼、组装、磨砂、油漆，做板凳至少
得20道工序，全部一个人来完成。

“虽然年纪大了有时候也感觉累，但是看
到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喜欢我的小板凳，我也
交到了一些好朋友，我很开心，我也会一直做
下去。”王老说。▋黄典平 郭飘 记者 祝亮

十八大以来，我省省直机关打
造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
不断提升机关党建科学化水平，为
完成机关各项中心工作提供坚强的
思想组织保证。 ▋▋记者 祝亮

诗书画“宣州好人颂”书画展暨作品集首发式于昨日上午9点半在宣城市吴
作人美术馆开幕。参加开幕式的有宣城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宣传部长杨业
峰，宣州区委书记余宏汉，宣城市文联主席徐艾平和宣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孙
爱华等领导。参会领导并向8名好人代表赠送作品集。▋记者 曹开发 文/图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省
发改委获悉，今年 1～7 月，皖江示范
区在建亿元以上省外投资项目到位
资金 3568.3 亿元，增长 12%，高于全
省0.1个百分点，其中，合肥实际到位
资金 814 亿元，增长 6.4%，引资总量
居全省首位；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63.8亿美元，增长8.5%，高于全省0.4
个百分点。

合肥生物医药、芜湖通用航空、
马鞍山高端数控机床等 5 家产业基
地，被确定为全省第二批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聚发展基地。目前，示范区拥
有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
地16家。

在交通枢纽建设方面，正在建设
芜湖港、马鞍山港江海联运枢纽。马
鞍山郑蒲港区已对国际航行船舶开
放。芜湖港和上港集团合作打造上
海洋山港重要喂给港和安徽国际集
装箱枢纽港。马鞍山、芜湖、铜陵、池
州、安庆和合肥港成立水运口岸联
盟，整体对外合作增开和加密至上
海、南京、宁波港航线航班。

抓住皖江八市纳入长三角城市
群建设重大机遇，积极参与长三角区
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加快推
进合肥、芜湖综合保税区等各类海关
特殊监管区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
点承接地建设。积极对接“一带一

路”，推动海螺、马钢等重点企业加强
国际产能合作。推进中德合作产业
园筹建工作，目前，中德（芜湖）中小
企业国际合作园已获工信部授牌，成
为中部地区首个中德合作产业园。

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实现生产总
值 6923.1 亿元，较上年增长 9.1%，高
于全省 0.5 个百分点。1～7 月，示范
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736.5亿元，
增长9.1%，高于全省0.6个百分点；实
现财政收入1788亿元，增长9.8%，高
于全省0.9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4158.4亿元，占全省75.8%。

今年 5 月，国务院批复《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皖江示范
区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
庆、池州、滁州、宣城等八个城市作
为重点开发区域，全部列入长江三
角洲城市群范围。6 月，国务院批复

《安徽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方案》，要求统筹结合皖江城市带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系统推进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工作。“皖江城市
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作为
专栏内容，写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
划纲要》。

7月，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修订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
划的复函》，充分肯定了皖江示范区
建设成效，同意示范区规划修订。

□党员篇

“板凳爷爷”5年打出
800个爱心板凳

1～7月，皖江示范区
大项目吸金3568.3亿元

星报讯（张薇 记者 李皖婷） 9 月 29
日清晨6时50分，一夜雨打风吹，合肥气温
骤降至 14℃，41 岁的援藏医生赵炬走完了
生命的最后一程。作为西藏山南地区医疗
援藏队伍的一员，他在工作中突发重症，后
确诊为脑死亡。他的肝脏、肾脏、一对角膜
等多个器官移植给急需的患者。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昨天获悉，赵炬留下的
一对角膜，已让两位患者重见光明。

陈刚是合肥人，两年前，38岁的他发现
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检查发现是
双眼角膜变性。他越来越看不清东西，做
手术前，他几乎只能看到一点光影。医生
告诉他，想要重见光明，只能换角膜。可换
角膜哪那么容易呢？就在陈刚等得快要绝

望的时候，他接到了安医大一附院打来的
电话。10月9日上午9点，陈刚接受了右眼
角膜移植手术，第二天就已经恢复了部分
视力。据悉，再过几天，陈刚就能出院，不
出意外，这只角膜可以陪伴他一生。

27岁的阜阳女孩王媛（化名）是另一位
幸运儿。10 月 9 日，王媛接受了角膜移植
手术。王媛说，她要用赵炬的“眼睛”继续
替他看世界。

“一位病人等待角膜移植手术的时间，
往往要以年计。”省红十字眼角膜库工作人
员屈志国告诉记者，在我国，角膜病是仅次
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眼病，许多本来可
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的患者，由
于缺少角膜，大多只有在黑暗中度过余生。

赵炬医生的眼角膜
帮助两人重见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