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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 魏 军 周 孝

2016年 7月，山西省大同

县瓜园乡瓜园村老支书到龄退

休，村里一下子无人主持工

作。村“两委”一班人想到了本

村在晋投玄武岩开发公司打工

的青年人李成，随即写信希望

他回村发展，随后又委托老会

计乔秀去公司请他回村。李成

收到信后，浓浓的思乡情一下

涌上心头，特别是老会计的到

来，深深地感动了他。于是，

李成毅然决定放弃优厚的工资

待遇，回乡创业，带领全村父老

脱贫致富。目前，李成已担任

瓜园村支部书记，在武警山西

总队的帮扶下，成立园沃黄花

专业合作社，种植黄花 1500

亩、杏果经济林100余亩，为瓜

园村脱贫致富奠定了坚实的产

业基础。

据了解，为了给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提供人才支撑，山西

省大同县全力推进农村本土人

才回归工程，通过政策环境推

介、乡情文化纽带、产业投资政

策等形式，引导广大优秀本县

籍在外人才回乡创业。

用政策留住人。打造项目

审批绿色通道，为有意回乡创

业的在外人才、务工人士提供

土地优惠、税费减免、资金帮

扶、奖励扶持等一系列优惠政

策；对回乡创业项目放宽市场

准入、打造绿色通道、简化审批

流程；回乡创业投资在10万元

以上的，给予户籍准入、子女入

学、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政

策，减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为

了强化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提

升造血功能，全面推进以贫困

户为主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全县175个行政村全部开办“新

农民夜校”，对农民开展农业技

术、特色养殖、乡村旅游、经营

管理、电商营销等20余项实用

技能培训，让农民成为令人羡

慕的职业，吸引专业类优秀人

才回乡就业创业。

目前，已经累计开办各

种培训 100 余次。以益民公

司、三利农产品公司、天佑禽

业为依托的人才培训平台，

对全县农村实用人才、黄花

种植大户进行集中轮训，提

升致富能力。许堡、下泉、中

高庄等村开展花馍面塑、窗

花剪纸技能培训，村民在家

打工、在家创收，受到越来越多

的农民关注。

用产业留住人。立足于黄

花等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做大

做强，打响乡土品牌，吸引在外

人才回乡发展，促进脱贫攻坚，

推动乡村振兴。按照特色产业

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

组织化、产业化的要求，成立农

民专业合作社，培养懂农村、懂

农业、爱农民的乡土人才，吸引

更多的在外人员成为新型职业

农民。

目前全县共成立了270家

合作社，一大批大学生村官、返

乡创业青年、农村青年成了农

村致富带头人。吉家庄乡小伙

子张圣伟原本在山西新钢联冶

金公司内蒙古分公司打工，并

担任原料车间主任。2016年，

他得知家乡的黄花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后，放弃优厚的工资待

遇，带领6名本乡青年返乡创

业，成立吉家庄中心村农牧专

业合作社，以每亩800元的高

价流转了吉家庄村1500亩土

地种植黄花。目前，该合作社

已带动全乡农民种植黄花8000

多亩，为全乡农民脱贫致富作

出了样板。

用乡情留住人。大同县

委、县政府统筹安排部署，各

乡镇、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

提早编织乡情纽带，开展“一

份家书”寄递、送温暖、人才库

建设、感召青年人回归、服务

创业创新等活动，营造“老乡

见老乡”的良好环境，吸引乡

贤回归。

目前，大同县已累计召开

联谊会200余次，发出慰问信

3600余封，建立了956人的农

村外出创业和农村本土人才

库。通过发出慰问信、设立亲

情电话等措施，广架心桥，真情

回召在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回

乡创业的意见、建议，帮助他们

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对创业实力强、回乡可能性大

的人员指定专人挂钩联系。同

时，利用新闻媒体、微信群等大

张旗鼓地宣传尊重劳动、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新

风尚，宣传新的劳动观、就业

观，宣传促进全民创业的政策

措施，宣传农村本土人才和回

归创业人士回乡创业的好典

型、好经验，为人才回归打好活

动前预热、活动中助力、活动后

宣传的组合拳，让在外乡贤带

着感情回家、带着信息回传、带

着资金回流、带着项目回迁，推

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丁南报道

日前，福建省发改委牵头会同

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福建

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一行

三局”共同举办2018年度福建

省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活动，旨

在帮助重点项目拓宽融资渠

道，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加快重

点项目建设进度。

此次融资对接活动，征集

了各项目单位的融资需求项目

336个，总投资7860亿元，融资

需求2528亿元。项目涉及农

林水利、交通、能源、城乡建设

与生态环保、工业、服务业等多

个领域，吸引全省200多个重

点建设项目单位负责人，近30

家银行、证券、保险、基金、融资

租赁等金融机构代表参加。

今年初，福建省发改委公

布了1562个省重点项目，总投

资3.6万亿元。其中，在建项目

1150个、总投资2.8万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4308亿元；预备项

目412个、总投资8540亿元。

自2014年以来，福建省发

改委会同“一行三局”共同建立

重大项目融资对接机制，共举

办了省重点项目、专项建设基

金、特色小镇、省重点上市后备

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

业、先进制造业、海洋经济、健康

产业、特色小镇、PPP、并购重组

等数十场专场融资对接活动。

本报讯 日前，天津大学

医学部正式成立。天津大学医

学部将以“医学牵引、工程支

撑、转化创新、临床示范”为理

念，整合优势资源建设“医-

教-研”一体化平台，形成一个

囊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

卫生、生物医学工程、医学技

术、药学与生命科学等教学单

位、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究

院、灾难医学研究院等新型科

研机构以及附属医院、教学医

院等临床基地的多门类、多层

次、多形式医学办学格局，为天

津乃至国家新医学教育与科技

综合改革提供支撑。

据介绍，天津大学医学部

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顾晓松为

首任掌门人，设立“刘瑞恒”医学

科学实验班，探索医工复合高端

人才的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模式；

与天津医科大学探索开展联合

培养模式，开设全国首个智能方

向医学类本科专业，将于今年招

收首批本科生；同时筹备设立多

个医学门类新学科和新专业，多

角度构建人才培养“高地”。

据悉，天津大学对于医科

建设的探索已经有近百年的历

史。1978年，天津大学联合天

津医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前身）

创建了我国最早的“生物医学

工程”专业。青霉素结晶新工

艺、“妙手”微创手术机器人系

统、“神工”人工神经康复机器

人系统等一大批标志性成果陆

续诞生自天津大学。

（王 彦 刘晓艳）

凝聚社会力量 推动乡村振兴

福建举办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活动
征集融资需求项目336个

天津大学整合优势资源成立医学部
探索医工复合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

福建晋江福建晋江：：中外客商云集鞋业中外客商云集鞋业体育产业博览会体育产业博览会
4月19日，第二十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暨第三届国际体育

产业博览会在福建省晋江市举行，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客商参展，展出总面积逾77万平方米。2017年，晋江市体育制造

业规模以上企业产值约1678亿元，其中制鞋和服装规模以上企业

产值分别约949亿元和715亿元。图为观众在工业设计产品专馆

了解个性化定制鞋。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贵州贫困户贵州贫困户：：
楼上住新家楼上住新家 楼楼下进工厂下进工厂

为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后

续发展问题，贵州省多措并举

帮助搬迁群众就近务工。在

贵州省赫章县铁匠苗族乡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2017年

4月陆续入住的贫困户在小区

一楼的服装加工厂务工，承接

沿海企业的服装订单，按计件

工资每月收入平均1500元，实

现了楼上住新家，楼下进工

厂。图为易地扶贫搬迁户在

服装厂务工。

新华社记者 胡 星 摄

□ 张春保 阳 建

春日暖阳，湘江岸边，城乡

电子阅报屏里“复兴号”飞驰而

来。对岸，曾经林立的烟囱不

见踪影，放眼皆是绿意。湖南

株洲，这个承载新中国工业荣

光的老工业城市，正从转型升

级的强烈阵痛中涅槃新生。

为践行新发展理念，过去

5年，株洲关停了1300多家污

染落后企业，又培育出“中国动

力谷”，实现了新旧动能有效转

换和接续。澄练如碧的湘江、

惊艳世界的磁浮列车、“一个章

子算数”改革……一个个元素

昭示株洲迎来高质量发展的

巨变。

变底色，还一口
真正的“清水塘”

漫步清水塘霞湾港，只见

港中清水悠悠，堤岸绿意盎

然。谁能想到，这里曾经沉积

了50余年的污染，水是五颜六

色的。

清水塘，这个聚集数百家

冶炼、化工厂的地区，曾将株洲

拖入全国十大污染城市名列。

“黑乎乎、灰蒙蒙”，是株洲当年

的记忆。

改变缘于压力，改变缘于

担当。

2013年，株洲市毅然拿出

壮士断腕的勇气，决心从“根”

上变换株洲发展底色，去掉污

染落后产能，一切向绿色增长

看齐。

数万工人下岗、数百企业

关停、力保增长……压力面前，

株洲市义无反顾地启动了清水

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2017

年，株洲200名干部搬至工厂

门口办公，日夜不歇息，苦口婆

心，一口气关停 147 家污染

企业。

“背水一战，坚决还株洲人

民一口真正的‘清水塘’。”株洲

市委书记毛腾飞话语掷地

有声。

水泥、钢铁、煤矿、烟花爆

竹等过剩老旧产能大规模关停

退出。2013年以来，株洲关停

了1300多家污染落后企业，影

响产值500多亿元。

毛腾飞说，换底色不能只

做“减法”，还要做“加法”，帮助

企业转型升级。比如，旗滨玻

璃搬迁后实施了技术改造，二

氧化硫排放减少55.7%，而玻璃

年产量增加1倍，成为中部品质

最高的环保玻璃生产基地。

改变增长方式，自然环境

既是“面子”更是“底子”。

株洲铁腕治理污染，已完

成湘江治污项目上千个，拆除

烟囱400多根，截流湘江污水

直排口 31 个，关闭规模以上

畜禽养殖场461个。2016年，

湘江霞湾段水质提升到国家

Ⅱ类标准，主要污染物氨氮、

镉、汞较2011年大幅下降，清

水塘退出湖南省重金属重点

防控区。

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生态

文明建设是应有之义。如今，

“绿茵茵、水灵灵”已是株洲新

形象。

变动能，培育新产业
补位退出产能

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公司

厂区，工程师们正在紧张试制

组装一款快速磁浮列车。这是

我国自主研发的“2.0版”磁浮

列车，时速160公里，计划年中

下线。

老旧产能退出后，株洲意

识到新动能当及时培育，否则

发展会断档。

2013年，株洲聚焦轨道交

通、通用航空、新能源汽车三大

动力产业，通过集群发展、创新

驱动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

让优势产业快速释放新潜力。

两年后，株洲轨道交通产

值突破1000亿元。如今，“复

兴号”高铁最核心的零部件产

自株洲，电力机车、动车组、城

轨等出口至70多个国家和地

区，成为流动的国家名片。

依托中小型航空发动机研

发和制造技术优势，株洲近年

来积极向通用航空产业拓展。

“通用航空正以1：10的投入产

出比驱动实体经济。”株洲董家

塅高科园工委书记汤勇军说。

株洲汽车产业起步晚，但

发展快，已聚集了180多家汽

车整车、零部件及机械加工企

业。其中，北汽株洲分公司仅

5 年时间整车生产就突破 50

万辆。

瞄准未来，株洲还布局与动

力产业高度关联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即电子信息、新材料、新

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形

成互为支撑的全新产业空间和

支撑动力，2017年占规模工业

的比重提高到30.1%。其中，去

年电子信息产值增长40.8%。

尽管株洲遭遇“史上最大

力度”去产能的阵痛，但新动能

有效补位，筑牢了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支撑，成为全国稳增长

先进城市。2017年株洲第三产

业占GDP比重达44%，较上年

提升4.9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持

续优化。

“经济增速没有大的波动，

而产业已悄悄转型。”毛腾飞说。

变服务，“断财路”
改革激发营商活力

走进株洲市荷塘区政务服

务中心，只见柜台上坐着一排

身着粉色开衫的工作人员。作

为“全能选手”的她们，一个人

可以办277项事务，群众办事不

用来回跑。这种“一门式”政务

服务改革开创了湖南省先河。

高质量发展，需要匹配高

质量的营商环境，否则就是无

源之水。

近年来，株洲全面深化改

革，不断改善营商服务，每年为

企业“减负”20亿元以上。“一个

章子算数”审批改革，将建设领

域审批时间从 1年多减至 70

天。持续开展企业帮扶，过去

两年收集交办涉及资金、市场、

人才等各类问题6061个，办结

率93%以上。在商事制度改革

领域，涉企证照事项实现“四十

二证合一”。

为优化涉企检查的法治环

境，株洲在湖南省率先出台规

定，除国家、省统一部署和实名

举报投诉外，涉企执法部门未

经备案，一律不得擅自进入企

业开展行政执法活动。

这些“得罪人”、断部门“财

路”的改革举措，给经济新常态

和转型升级双重压力下的株洲

注入了活水，激发了市场和营

商活力。

株洲：走过去产能阵痛 向高质量发展涅槃

山西大同县通过政策环境推介、乡情文化纽带、产业投资政策引领
等形式，引导广大优秀本县籍在外人才回乡创业

过去5年，湖南株洲关停1300多家污染落后企业，聚焦轨道交通、通用航空、新能源
汽车三大动力产业培育“中国动力谷”，实现了新旧动能有效转换和接续

本报讯 近日，安徽颍上

县国税、地方税务局召开联席

会议，按照征管体制改革要求，

双方紧紧围绕“优化税收营商

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税

收主题，就联合开展税收宣传、

联合开展2017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共建办税服务厅、

联合办税、强化税收保障、加强

单管理、联合委托划缴税（费）

款、联合清税注销、数据质量合

作、信息资源共享等多个方面

工作，共同谋划合并精简办税

申报资料、简化优化办税程序、

规范税收管理执法行为、减少

办税时间成本等多项便民办税

措施。

颍上县地税局局长燕堃表

示，2016年以来，颍上县国税

地税加强合作，共同召开了8

次联席会议，认真落实了51项

合作办税事项，极大地方便了

纳税人办税。今年，国税地税

两家进一步加强合作，共谋便

民利民之策，切实把总局、省市

局“最多跑一次”“一次不用跑”

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进一步

让纳税人增强获得感、幸福感，

促进地方税收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服务和助力地方经济高质

量发展。

（李 卫）

安徽颍上县国地税合作办税方便纳税人
8次联席会议落实51项合作办税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