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安徽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对标党的
十九大精神，提出以实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为
总抓手、全面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的
目标思路和 2020、2035、2050“三个同步”的阶
段性安排。如何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新华
社记者近日专访了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锦斌。

记者：创新是安徽最为宝贵的遗传基因，如

何在新时代答好创新之问？

李锦斌：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调研
时提出的“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明确要求，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25.6％，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占比40.5％。

大创新大发展，小创新小发展，不创新难发
展。春节后上班第一天，我们便召开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等“科技五会”，推动“三个转变”。

一是推动创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抓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滨湖科学城、合
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省

“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和省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形成由中心到全局的创新网络格局。二是
推动创新成果由低端向高端转变，在推出聚变堆
主机关键系统、江淮大众新能源汽车等重大成果
基础上，继续突破一批核心技术。三是推动基础
研究向产学研用一体化转变，构建一批产学研用

紧密结合的技术研发转移平台，打造机器人、智
能语音、高端制造、新材料等24个战兴产业集聚
发展基地，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调发展的现代
化经济体系。

记者：改革大潮起，风劲再扬帆。如何书写

改革新篇章？

李锦斌：我们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
调研时提出的“争当击楫中流的改革先锋”明确要
求，纵深推进各领域改革，形成了一批在全国叫得
响的改革品牌。

站上新起点，我们将大力弘扬改革创新、敢
为人先的小岗精神，推进改革再出发。一是狠抓

“三去一降一补”，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实
现新突破。二是深入推进“三权分置”“三变”等
改革，在深化农村改革上实现新突破，推动乡村
振兴走在全国前列。三是持续加强医疗、医保、
医药“三医”联动，在深化综合医改上实现新突
破。四是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实现新突破，打
造聚才用才的“强磁场”。

记者：在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之际，安徽

有何重要举措？

李锦斌：全面小康，一个不能少。安徽更加
突出精准与注重质量。

一是聚焦产业扶贫这个重中之重，推进以园
区带动、企业带动、农民合作社带动、种养大户带
动和贫困户自主种养“四带一自”为重点的产业
扶贫模式。

二是聚焦深度贫困这个坚中之坚，从今年起
省级财政新增扶贫专项资金 50％以上用于深度
贫困县，优先支持“四好”农村路、电商网络、乡镇
（社区）卫生院建设。

三是聚焦特定贫困群众这个难中之难，在推
进开发式扶贫同时，加大保障性扶贫力度，确保
他们生活无障碍有保障。

四是聚焦政策保障这个要中之要，打好“政

策补丁”，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
记者：在新时代如何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安徽

样板？

李锦斌：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调研
时提出的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过去
五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23.1％。去年 11
月，我到安庆市贫困村调研，老百姓都说“清水回
来了，鱼儿回来了，鸟儿也回来了”。

在全部办结中央环保督察移交信访件的基
础上，安徽将通过实施“五治”行动，持续抓好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一是打好蓝天保卫
战，深入开展工业废气、城市扬尘、机动车尾气等
专项整治。二是打好碧水攻坚战，持续抓好长
江、淮河、巢湖重点流域的生态保护，巩固扩大新
安江、大别山生态补偿制度成果。三是打好净土
持久战，全面实施河（湖）长制，推进林长制，深入
开展农村环境“三大革命”。

记者：如何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

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李锦斌：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
党永远在路上”的郑重告诫，坚持从严上要求、向
实处用力。

一是抓首要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大学习武装头脑、大宣讲凝聚共识、大培训深
化理解、大调研谋划举措、大落实检验成效。二
是抓活动载体，坚持“六破六立”，推动党内政治
生活严肃规范、政治文化积极健康、政治生态风
清气正。如去年以陈树隆、杨振超、周春雨案件
为反面教材，开展“讲政治、重规矩、作表率”专题
警示教育，深入肃清“陈杨周”案的遗毒遗风遗
痕。三是抓正风肃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
层”“一线”和“群众身边”延伸，以党的自我革命
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奋力开创全面建设现代化
五大发展美好安徽新局面。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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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新时代的答卷人
——专访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锦斌

让流浪乞讨人员得到关爱，是一座
城市文明的重要体现。多年来，马鞍山
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用真情和爱心努
力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关爱救助，精心
打造“温馨港湾”，为流浪乞讨人员撑起
一片蓝天。

2018 年 1 月 25 日，一场大雪裹风而
来。晚上，马鞍山市救助站“救助专用车”
依旧在街面巡查。“这么冷的大雪天，待在屋
外，对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来说，
是会要命的。”马鞍山市救助站负责人说。

宿州市埇桥区陶云镇王湾村的流浪
乞讨人员高金柱正是雪天里被救助的一
员。当天上午，马鞍山市救助站巡查小
组发现高金柱时，他蓬头垢面、衣衫褴
褛。工作人员赶紧上前询问，“跟我们去
救助站吧，那里有床睡，有饭吃，还暖
和！”在工作人员热心劝说下，高金柱才
轻轻地点了点头。接回站内，工作人员
让他洗了个热水澡，又端上香喷喷的饭，
还给他配发了毛巾、牙刷、保暖鞋等生活
用品。这一切，让高金柱备感温暖。

像这样的救助，在马鞍山市救助站
里经常出现，该站组织救助服务小分队，
在极端天气里主动上街劝导、护送生活
无着落人员到救助站点接受救助；对不
愿意到救助站接受救助的，提供必要的
饮食及衣被等。而在马鞍山市救助站
内，经常有来自不同省份和地区的求助
者，对于这些困难群众，该站工作人员热

情接待，对每个滞留在站的受助者做到
不歧视、不抛弃、不放弃，除了提供生活
救助、医疗救治、临时寄养等以外，还热
心帮其寻亲，直到找到其家人为止。他
们用一片爱心为流浪乞讨人员打造出一
个“温馨的港湾”。

据统计，从2012年至2017年的6年
间，马鞍山市救助站共实施救助 18965
人次，帮助长期滞留在站查找不到姓名、
住址的走失老人、精神疾患人员成功回
到家庭，实现亲人团聚。很多流浪乞讨
人员在马鞍山市救助站得到了关心和照
料，其中，有 63 名危重病人，通过马鞍山
市救助站及时送医就诊，脱离生命危险；
有 448 名需要提供特别安全保护的老年
人和未成年人，以及可以出院的传染病
患者和精神疾患人员，在马鞍山市救助
站工作人员一路相陪下返回家乡。

大爱无疆，大道无垠。在救助工作
的第一线，马鞍山市救助站立足岗位学
雷锋，大力开展“四心，三不怕”亲情服
务，努力打造让困难救助群众满意的民
政服务窗口。他们用微笑诠释高尚的救
助精神，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社会救助工作
者的高度责任感。近年来，该站先后被授
予省级“青少年维权岗”、国家二级救助管
理等级机构等称号，并列入全国第二批
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地区；2017年，相
继获得市“十佳道德模范”、省“先进集
体”等荣誉称号。 ▋记者 于彩丽

在平凡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岗位上整整26个春秋，成
功办理1000多起诉讼和非诉讼案件、多起典型维权案例被
媒体报道，绩溪县泰平法律服务所主任汪佑平先后获得“绩
溪县普法先进个人”“绩溪好人”“宣城好人”“绩溪县志愿服
务标兵”“宣城市优秀志愿者”“安徽省志愿服务典型”“全国
模范人民调解员”等荣誉称号。2015 年，他受聘担任公益
性岗位——绩溪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首席人民调解
员以来，调解成功率达100%，为他热爱的人民调解工作交
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为做好法律援助工作，汪佑平创建了“法律援助工作
站”，创建“法律与生活爱心俱乐部”QQ群、微信群，乐于担
当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卫士，近年来解答法律咨询至少
6000 人次以上，办理 100 多起法律援助案件，无私奉献案
件代理费收入30多万元。

2015年，汪佑平受聘担任公益性岗位绩溪县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首席人民调解员，两三年来，调解成功率达
100%，极大地维护了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他还积极投身法治宣传教育，连续十多年义务担任绩溪
县城区两所小学法治副校长，经常自费购买学习用品用于法
治课与学生互动。并深入乡镇农村，“送法下乡、送法进家
庭”，开展法治讲座活动；经常为政府依法行政提供法律依据
和咨询意见，指导有关社区、村委会法治与调解工作。

此外，汪佑平牵头组建了志愿服务队，自费 3000 多元
购买志愿者马夹。近三年来，发动组织400多人次捐款，资
助了省内外 35 个困难家庭近 10 万元。2017 年 9 月，汪佑
平负责给一位患癌症的女学生向社会发起“轻松筹”，募集
爱心款近 5 万元。仅 2017 年，他个人就捐款资助重疾学
生、贫困学生、贫困家庭4000余元。

▋记者 于彩丽

安徽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马鞍山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站

6年累计救助近2万人次

安徽省岗位学雷锋标兵：
绩溪县泰平法律服务所主任汪佑平

扎根基层的“金牌调解员”
调解成功率达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