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

8版

2020 年 9 月24 日 星期四

庚 子 年 八 月 初 八 第 10513 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05 邮发代号25—28

中共安庆市委主管主办 安庆日报社出版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投入逐年增
加，公共文化设施面积由29万平方米
增加到37万平方米，市区每0.54平方
公里就有一个图书阅览点，实现每个
行政村每年演出一场正规大戏、每村
每月放一场电影，全市每年开展文化
惠民活动超过5万场次……

近年来，安庆突破“先把经济做
大，再补文化课”的旧路子，以文化事
业投入年均增长 27.4%的魄力，沿着

“反弹琵琶”的路径不停探索，成功创
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把
文化活水一滴滴引进群众心田。

现在的安庆，全市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日益完善，公共文化设施提标升
级，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城乡群众
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了更好保障……公
共文化的阳光洒遍城乡。

“反弹琵琶”
公共文化设施织线成网

一座座文化站拔地而起，一个个
农家书屋书香四溢，一场场文化活动
送到群众家门口……

2013年 11月，安庆市被正式确定
为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创建城市，也是全省第二批唯一一
个创建城市。几年来，我市突破“先把
经济做大，再补文化课”的旧路子，以
文化事业投入每年年均增长27.4%的
魄力，积极探索创新中部地区文化领
域适度超前，引领和促进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反弹琵
琶”模式。2016年，安庆创建成功。

以创建为契机，全市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连点成线、接线成网，越来越密：

几年间，我市制定出台了《安庆市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
见》《安庆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资源整
合的实施意见》《安庆市推进城乡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实施方案》等
一系列文件，内容涵盖公共文化建设
各个方面，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制度化、规范化。

几年间，安庆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占
比逐年提高。2019年达到30368万元。

几年间，一个又一个公共文化设
施建起来、转起来。市文化馆、市美
画院 （市美术馆） 新馆实现成功置
换，市博物馆新馆建成投入试运营，
博物馆新馆启动建设。

几年间，全市共建有文化馆11个、
公共图书馆12个、博物馆（纪念馆）16

个、剧场12个，乡镇（街道）文化站148
个，达标的村级（社区）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1456个，省级标准室内公益电
影放映点15个、室外放映点30个，基
本形成四级文化设施网络，并全面实
行免费开放服务。

几年间，安庆市区实现每 0.54 平
方公里就有一个图书阅览点，全市公
共文化设施面积由29万平方米增加到
37万平方米……

一件件具体而微的实事，交织成
一张覆盖城乡、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
务网，一个个触手可及的“文化圈”，已
经融入普通群众的生活。

“眼中有人”
服务均等化水平大幅提升

每天晚上，太湖县图书馆灯火通
明，很多读者在这里看书阅报，享受夜
晚的美好时光。上班族、农民工、个体
户等白天都没有时间走进图书馆看书
的人，也能在晚上享受到读书的乐趣。

“服务均等化，就是要做到眼中有
人，满足更多群众的需求。”市文旅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推动公共文化标准化、均等化
的道路上，安庆走得更远：

图书馆开设阅读延时错时开放、
农民工大课堂、送服务到工地、预约送
书上门等针对性服务项目；

面向基层一线工作者、残障人士、
环卫工人、工程建设者、公共服务人员
等群体举办经常性免费专场演出；

在每届艺术节和每年展演周等
重大文艺活动中，组织开展公益性专
场演出；

市、县各图书馆均开设残障阅览
室，全市共配置 6728 册盲文图书、
264套盲人有声阅读设备，精准开展
服务活动3715场次；市电视台开办了
手语新闻节目。

每年全市的黄梅戏展演周和重大
文艺活动，均安排农民工专场、残障
人专场、环卫工专场、建设者等专
场，免费看演出；

让特殊群体走上文化舞台，让他
们担负起文化阵地的管理职责，多名
肢体残疾人成为农家书屋的管理员；

持续开展送电影、送图书、送演出、
送讲座，进建设工地、敬老院和残障人群；

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109个、校

外教育辅导站239个，引导35.8万人
次青少年参与文体活动……

全力以赴，让尽可能多的人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

为让图书资源在更大范围流动起
来，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就能看好书。
我市实施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建成
了以总分馆制为架构，以流动服务为
补充，以活动开展为纽带的公共图书
阅读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共建成县
级总馆10个，分馆164个，服务点1298
个。开通了“书香安庆”全民阅读网，
为读者免费提供10万多册电子图书。
同时还积极实施县域文化馆总分馆
制，建成以县（区）馆为总馆，各乡镇
（街道）文化站为分馆，各村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为服务点的总分馆体系。

为实现公共文化数字资源共享，
市财政还投入1200万元，建立了全市
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涵盖数字图
书馆、数字文化馆、数字博物馆、数字
美术馆和黄梅戏数字资源库、桐城派
文化数字资源库、望江挑花数字资源
库等。市县两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
馆、美术馆网站全部建立。

（下转第四版）

文 化 阳 光 遍 洒 城 乡
——全市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综述

全媒体记者 江月 通讯员 黄健龙

本报讯 9月23日，市安全发展考
察团在上海市，市经开区考察团在苏州
市，市筑梦新区考察团在苏州市、上海
市，市科技创新考察团在上海市、苏州
市，市工业高质量发展考察团在上海
市，市人社局考察团在上海市，市住建
局考察团在绍兴市、诸暨市，市商务发
展考察团在杭州市，市市场监管局考察
团在常州市，市数据资源管理考察团在
上海市，分别开展对标长三角先发地区
考察活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杰
参加市安全发展考察团活动。

黄杰率市安全发展考察团分别考
察了上海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超
大型城市公共安全智能视觉中枢、商
汤公司总部；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
等。考察团一行分成三个组实地考察
了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参观了街
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城市运行
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和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并就安全发展、基层治理、平安
建设等工作与街道负责同志进行座谈
交流。在黄浦区城市运营中心，市应

急管理局还就我市公共安全、安全生
产、信息网络全覆盖等方面问题进行
了深入交流。

市经开区赴长三角地区考察团在
江苏省苏州市，考察学习重大项目招
引、园区规划建设、产城融合发展等方
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上午，在苏州
工业园区规划展示馆，考察团一行详
细了解了园区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和
未来规划等情况。下午，考察团一行
来到苏州工业园区企业发展服务中
心，与相关负责人深入座谈交流，听取
园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情况介绍。
随后，考察团一行还前往苏州纳米城，
探寻园区特色产业创新发展路径。

市筑梦新区赴长三角地区考察团
在江苏省苏州市、上海市考察园区及
孵化器运营管理等内容。上午，考察
团一行来到博济·江南智造园，首先参
观了甲乙圭农业服务（苏州）有限公
司、特锐艺术集团、犀牛视觉艺术有限
公司等。在随后的座谈会上，考察团
一行与火炬孵化的相关负责人就孵化

器运营管理机制体制创新发展方面进
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下午，考察团
一行赴上海，考察上海漕河泾新兴技
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

市科技创新考察团在上海市、江
苏省苏州市两地考察科技创新工作。
上午，围绕汽车产业“新四化”、新能源
汽车核心技术研发、新能源汽车及关
键零部件检测等内容，市科技创新考
察团前往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上
海机动车检测中心技术有限公司考察
学习，并在EV-AI智行港体验智能网联
无人驾驶汽车。下午，考察团在苏州
市，通过与苏州科技局座谈交流，学习
该市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经验做法，双方还就激发与
大院大所共建研发机构的聚合作用、
创新人才服务激励机制、“苏科贷”等
资金池运转、创新政策体系建设、产学
研合作平台的目标设定和绩效考核、
孵化器运营经验等进行互动交流。

市工业高质量发展考察团在上海
市考察学习，考察调研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成功经验和做法、“十四五”制造
业规划新思路、新举措。考察团一行
先后参观考察了杨浦区长阳创谷、滨
江公共空间等“双创”企业。在学习考
察中，我市工业高质量发展考察团与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班子成员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我市制造业产
业结构不优、创新能力不足、数字化程
度不高及产业集群化发展不够等进行
了深入互动交流。

市人社局考察团先后在上海就业
促进中心实训基地、上海人才市场，参
观了中国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展
示馆，并与静安区人社局主要负责同
志进行了座谈交流。在上海就业促进
中心实训基地，安庆人社考察团详细
了解了实训基地在创业能力实训、产
品实验试制、创业企业孵化、创业服
务、现代服务业高技能实训等方面的
工作。在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考察
团一行对于人力资源社会化管理服务
为核心的公共人事代理业务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 （下转第四版）

我市十个考察团在长三角地区开展考察活动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补齐贫
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短板，努力让每个
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
夯实脱贫攻坚根基之所在。教育部副
部长郑富芝23日介绍，当前，我国义务
教育有保障的目标基本实现，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辍学学生清零。

郑富芝在当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
会上说，在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下，义
务教育有保障取得了三方面的重要进
展。一是辍学学生基本实现了应返尽

返。截至2020年 9月 15日，全国义务
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60万人降至2419
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清
零 。 2019 年 全 国 小 学 净 入 学 率 为
99.94%，初中毛入学率为102.6%。

“二是基本实现了资助全覆盖。”郑
富芝说，“两免一补”政策实施范围扩
大，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
困难非寄宿学生也纳入了生活补助范
围。同时推行了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
划，受益学生达到4000余万人。

据了解，2019年，资助学生人次达到
1.06亿，金额达2126亿元，基础教育阶段
资助资金80%左右用于中西部地区。

郑富芝介绍，三是义务教育学校基
本实现了教育部提出的办学条件配备要
求。2013年到2019年，贫困地区新建改
扩建校舍面积约2.21亿平方米。56人以
上的“大班额”已降至3.98%，66人以上

“超大班额”基本消除。在师资保障方
面，“特岗计划”招聘教师约95万名，覆盖
了1000多个县、3万多所农村学校。

我国义务教育有保障目标基本实现

本报讯 9月21日，记者在智能充
换电柜先进制造及数据运营中心项目
的过渡厂房看到，不少产品正准备打
包发往广州。在机制体制改革的持续
深化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再次刷新
招商引资项目落地速度——73天实现
签约到产品下线：6月18日，正式签约；
6月19日，新公司完成注册；8月15日，
协调项目至过渡厂房；8月31日，首台
产品下线。

智能充换电柜先进制造及数据运
营中心项目由上海智租物流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该公司主要是为“末端配
送”领域提供专用智能车辆、智能换
电、IOT云管理平台、两轮电动车云平
台与高效线下维养服务的创新型物联
网科技公司。

6月18日，企业和市经开区正式签
约。“项目落地之后，我们发现营商环
境非常好，比如行政审批之类的效率
很高，入园辅导之类的服务十分到
位。”智行新能科技（安徽）有限公司总
裁杜岩向记者一一列举：比如6月 18
日签约当天，市经开区考虑公司董事
长工作繁忙，专程派人到宾馆提供公

司注册协助服务，19日就完成了新公
司注册，备案、税务登记、环评、规划设
计等迅速启动；为了企业尽快投入生
产，还协调了过渡厂房，8月31日就实
现了首台产品的火速下线……

过渡厂房马不停蹄的生产、一期
项目如火如荼的建设，为企业发展注
入了坚定信心。杜岩说：“安庆建设的
是一个生产制造基地和一个智能终端
数据运营中心，涵盖了新基建、新能源
等众多新兴领域，集成了硬件技术、物
联网技术、平台开发技术，将服务于总
公司建成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两轮租
车出行平台和智能安全快捷的能源补
给平台。”

目前，市经开区管委会的工作人
员仍在为项目忙前忙后的服务着，该
区招商三局相关负责人汪天云说：

“我们将继续加大服务力度，让二期
项目尽快开工，投产达产，同时也会
以同样的热情和效率服务好每一个落
地项目，让他们在经开区落地开花、
硕果累累。”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通讯
员 胡忠）

73天实现签约到产品下线

市经开区刷新招商项目落地速度

本报讯 9月 23日上午，市人大
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
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程学东主持，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宋圣军，党组成
员、副主任王华以及秘书长程春生出
席会议；副主任童学军列席会议。

会议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安徽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集中
学习了习近平近期系列重要讲话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相关
内容，传达学习了省市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学习会议精神以及《关于巩
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的意见》。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努力把习近平
总书记的新嘱托新要求转化为推动市

人大常委会机关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
严治党的实际行动。

会议要求，要聚焦“新坐标”，
切实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核心要义，自觉
在工作中思考、谋划和推进，真正把
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要求转化为强大
的思想武器，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要聚焦“新使命”，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发
展提出的指示要求，立足人大职能，
紧密联系安庆实际，找准依法履职的
切入点和着力点，不断提高立法质
量，注重体现监督刚性，高位推进代
表工作，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好
人大处于民主法治建设第一线的作
用、发挥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代表
机关的作用。要聚焦“新标杆”，切
实带头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通讯员 谭宪锋）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扩大）会强调

聚焦“新坐标”“新使命”“新标杆”
“法治”主题文化公园内，市民在《民法典》解读建筑前驻足阅读（9月3日摄）。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丁枫 摄

本报讯 9月23日，作为2020年
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系列活动
之一，长三角地区小戏展演在黄梅戏
艺术中心拉开帷幕。5台来自长三角
地区颇具地方特色的小戏吸引了一批
戏曲爱好者前来观看。

黄梅戏艺术中心内，浙江省绍兴
市柯桥区文化馆演出的莲花落小戏
《一刨花》、江苏省柳琴剧院演出的柳
琴小戏《爸爸的诡计》、上海市浦东
新区川沙文化馆演出的沪剧小戏《竹
秀水清》、浙江省嵊州市文化馆演出

的越剧小戏《只留清白在人间》、我
市文化馆演出的黄梅戏小戏 《一句
话》轮番上演。

“一个晚上听了这么多不同地区
的戏曲，真是过足了戏瘾。长三角地
区的戏曲有异曲同工之处，曲调都
优美婉转，很好听。这次表演的几台
戏都是当地获奖的优秀作品，希望
今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戏曲活动，让
我们能感受到不同戏曲的魅力。”市
民高云说。

（全媒体记者 徐媛）

长三角地区小戏展演上演

5台小戏让戏迷过足戏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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