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
2023年全国两会下月初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届时将齐聚北京，履职尽责共商国

是。在皖全国人大代表、住皖全国政协委员今年最关注什么？他们准备了哪些议案、提案和建议将在会上提

出？即日起，本报开设“喜迎全国两会——代表委员风采”栏目，讲述他们的为民心声。

合肥街头巨型花束
期待春天更加美好

2月13日，合肥市长江路上银泰中

心商场广场前一束巨大的花束引来路

过市民围观，行人纷纷进行拍摄，留下

唯美的瞬间。据商场负责人介绍，这

个艺术装置整体形象为长6.6米、高3

米、宽3米的巨型花束，花材部分为上

千支仿真绢花。整体形象既呼应当下

消费复苏氛围，也表达了对春天各式

各样花朵盛开的美好期待。

记者 张良弓/图

安徽试行高技能人才“统考周”制度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省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中心

获悉，为加快培养造就更多高技能人才，近日，安徽省人社厅

部署开展2023年全省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年度评价计划

发布工作，首次在全省范围内试行高技能人才“统考周”制

度，着力推动培育技能人才评价工作样板和示范，服务高技

能人才成长发展。

“统考周”是在评价机构开展日常评价基础上，遵循统一

标准、统一时间、统一考务管理的原则，集中于每年5月和9

月的第1周或第3周开展高级工及以上等级评价，劳动者可

通过安徽省技能人才评价信息服务平台查询评价机构、计划

公告、职业标准等信息，快捷知晓“何时评”“在哪评”“评什

么”。“统考周”的试行，将有利于劳动者根据自身实际，合理

设计培训评价规划，方便就近及时参评，也有助于评价机构

更好落实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各项要求，提升技能证书含金

量、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树立安徽评价工作质量品牌。

我省推进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
互联网平台将成今年安全生产责任主体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从安徽省安全生产委员会获

悉，2023年全年工作要点已敲定。今年，全省将推进安全生

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防控重大

安全风险，继续保持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双下降”，确保全

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2023年，全省将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各级政

府主要负责人每季度至少组织研究 1 次安全生产突出问

题。危险化学品、矿山、金属冶炼等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

人将接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

我省今年将以外卖配送、网约车、网络货运平台、车辆租

赁企业等为重点，推动落实互联网平台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保障从业人员合法劳动权益。

同时，推动相关监管部门加强矿山、道路交通和轨道交通

运输、危险化学品、消防、燃气、水上交通和渔业船舶、建设施

工、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排查风险隐患。

在重大活动、重大节日期间，省安委办将采取“四不两直”

执法检查、专家指导服务、主流媒体曝光等措施，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常态化明察暗访，整治和督导安全生产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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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安徽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要素，2011年我国开

始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相继出台系列标准和

实施意见。据统计，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规模由2010年不足2.5亿亩增加到2022年

底的10亿亩，大大强化了我国粮食安全的基础。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也普遍存在一些

问题。”赵皖平调研发现，部分地区将高标准农田落

地为“高大上农田”，虽然带来了“看起来很美”的直

观效果，但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要求被忽视或弱

化。为完成建设指标，一些地方长期处在建设过程

中，对建设的实效缺乏系统科学的“回头看”，“重建

轻管”问题仍较为突出。

赵皖平建议，加强规划引领，合理安排科学开

发。推动农田建设立法，统筹推进田水林路电综合

配套。“要把耕地、道路、排灌渠道、排灌站、输电线

路、生态环境等结合起来通盘考虑，更大程度地满

足农业生产需要的根本目的。”他认为，要加强信息

化管理，整合资源强化管护。运用遥感监控等技

术，建立农田建设“一张图”和监管系统，促进高标

准农田信息与国土空间、水利、承包地确权颁证等

信息衔接，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监测好、管理好。

此外，他还建议，打造示范工程，保护耕地提高

质量。结合不同地区实际，推行“高标准农田+农业

企业+基地+园区”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坚持

补短板、强弱项，以现代农业产业园区为载体，贯通

产加销，融合农文旅，着力建基地、抓加工、促销售、

延链条、强效益，培育一批集生产、加工、贮藏、冷

链、物流、销售于一体的农业全产业链。

支持皖北地区
外出就业人口就地城镇化

皖北地区地处黄淮海平原，是国家重要的商品

粮油生产基地和畜牧养殖基地。“长期以来，我省致

力于推动皖北振兴，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但当前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平均差距仍然较

大。”赵皖平认为，当前皖北振兴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其中，在外就业人员及其家庭就地城镇化是促

进发展振兴的重要路径。

“需要从宏观层面出台支持皖北地区外出就业

人员及其家庭就地城镇化的政策措施，从而根本上

解决皖北发展深层次问题。”为此，赵皖平建议，制

定顶层规划，开展就地城镇化的成本研究和评估，

包括农村人口层面上的个人成本和国家层面上的

公共成本。

“将不同区域之间开展对口合作帮扶作为一种重

要连接方式，促进结对城市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谋

发展，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激发内生动

力和发展活力。”赵皖平建议，出台鼓励政策，选择对

口结对帮扶地区开展试点。以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若干政策措施为基础，进一步细化皖北地区响应配

套政策。结合推进城镇化建设，将大型城镇安置区及

配套设施纳入地区空间规划一体规划、一体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

将高标准农田建设好、监测好、管理好
从一名普通农业技术工作人员成长为安徽省优质农产品基地管理站总农经师，再到省农科

院副院长，高级农经师赵皖平已经在农业战线深耕30余年。

自2013年以来，赵皖平已连续担任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今年1月，在省十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又被选举为安徽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作为人大代

表只有多去一线实地调研，才能把问题搞清楚讲明白，真正为民发声。”赵皖平告诉记者，今年全

国两会，他准备的几份建议都与“三农”息息相关，为农业持续健康发展鼓与呼。

记者 徐越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