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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的五年 辉煌的成就
本报评论员

历史的长河中， 总有不同寻常的一
段年份令人难忘。

从经济实力到科技创新 ， 从区域
发展到城乡建设 ， 从深化改革到民生
福祉……省委宣传部、 省政府办公厅、
省政府新闻办组织举办 21 场 “美好安
徽 ‘十三五 ’成就巡礼 ”系列新闻发布
会，集中展示了五年来我省经济社会各
领域改革发展成就 ，浓墨重彩 、亮点纷
呈、振奋人心。

这是“极不平凡”的五年。 面对国内
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 安徽

经济在壮阔的海域中开拓出高质量发展

新航程。 这五年是我省综合实力跃升最
明显、转型发展成效最突出、人民生活改
善最显著的时期之一，“十三五” 规划目
标任务即将完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
利在望， 在安徽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
碑意义。

五年来， 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
冲击，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两次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紧
紧把握国家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

域发展战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高质量实施五
大发展行动计划， 美好安徽建设取得历
史性成就。

五年来， 安徽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
中，由“总量居中、人均靠后”转变为“总
量靠前、人均居中”，区域创新能力稳居
全国第一方阵， 产业结构实现由 “二三
一”到“三二一”的重要转变，全省域纳入

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范围，
“一圈五区”建设成效显著，重点领域改
革取得新突破， 绿色发展实现历史性进
步， 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
增强。 特别是今年以来，面对“疫情、汛
情、世情”叠加的复杂局面，全省上下保
持战略定力，付出艰苦努力，整体经济运
行持续回升、全面回暖，社会大局总体稳
定，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科技创
新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
民生得到有力保障， 主要指标进展总体
符合预期， 交出了一份高质量发展的较
好答卷。

时间的书页不断掀开， 发展的命题
日新月异。 “十四五”时期是安徽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用全面、辩证、长
远的眼光看待发展， 因势而谋、 应势而
动、顺势而为，就一定能汇聚正能量、振
奋精气神，形成强大合力，为新阶段现代
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评论·

全省“举旗帜·送理论”
微宣讲竞赛总决赛在合肥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12 月 23 日，

全省第三届“举旗帜·送理论”微宣讲竞
赛总决赛在合肥举行， 来自全省各地的
19 名选手参与角逐。

微宣讲竞赛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
师团主办，“学习强国” 安徽学习平台、
省演讲学会协办 。 参赛选手紧紧围绕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主题 ，
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重要论述 ，宣
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伟
大历程、伟大成就、伟大经验，宣讲安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的特色
经验、创新做法、实践成果等，通过小话

题阐释大主题、 小案例演绎大道理，让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听得懂、 能领会、可
落实。 经过激烈角逐，总决赛决出一等
奖 3 名 、二等奖 5 名 、三等奖 11 名 ，评
选出 28 个优秀微视频奖和 8 个优秀组
织奖。

据统计 ， 全省开展微宣讲竞赛近
1000 场，近 5000 名选手参加比赛，直接
听众近 15 万人。上传“学习强国”安徽学
习平台和 “学习安徽”App 的 57 个微宣
讲视频，点播量近 22万次。 微宣讲比赛
成为网上网下联动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主题“大宣讲”，成为全省各级打造“懂理
论、懂群众、会宣讲”宣传宣讲队伍的“大
练兵”。

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成果”颁奖

本报讯（记者 朱胜利 通讯员 龚轩文）
12月 22日下午， 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成果”颁奖典礼在合肥举行。

颁奖典礼采用视频展示 、 采访互
动、情景再现、歌舞表演等多种形式，集
中反映和多维呈现了 “十三五 ”时期省
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现场为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成果”以及优秀组织单位颁奖。 据了解，
省直机关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成果”
评选活动经过层层推荐、 综合评审、网
络公示后，共评选出 “一个好的创建品
牌”“一个好的创建案例 ”“一部好的图
书”“一部好的微视频 ”“一部好的专题
片”各 10 个（部）以及优秀奖 58 个（部）、
提名奖 53 个（部）。

育管并重促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全省社会组织数量 5年增加约 8000家
本报讯（记者 汪国梁）记者近日从

省民政厅获悉， 我省强化社会组织培育
和监管，“十三五” 时期全省社会组织健
康发展，数量由“十二五”末的 2.6 万家
增加至目前的 3.4 万家， 党建覆盖率持
续走在全国前列。

社会组织是包括社会团体 、 基金
会 、 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内的非营利法
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上发挥着重
要作用。 为助力脱贫攻坚，我省积极开
展社会组织“走进大别山”“皖北行”“百
社进百村” 等品牌扶贫活动， 并组织 5
家省级社会组织和 17 家市级社会组织
对新疆皮山县 13 个贫困村开展定点帮
扶。 目前，省级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覆盖面达到 70%以上，各级社会组织累
计投入款物超过 3.4 亿元， 帮扶贫困群
众 34 万人次。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汛情发生后，
民政部门积极动员各级社会组织踊跃
参与抗疫与救灾，开展“心系受灾地区、
帮扶困难群众———社会力量支援灾区
捐赠活动”， 组织多家社会组织赶赴蒙
洼蓄洪区现场捐赠，引导省慈善与社会
福利协会与安医大教育基金会共同设
立“安医大困难学生救助基金”，各级社
会组织、慈善力量与广大志愿者及爱心
人士等共同筹集款物达 6.7 亿元， 帮助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超过 1.5 万人。 为克
服疫情对全省就业市场的不利影响，助
力 “六稳”“六保”， 省家政服务行业协
会、物业管理协会等充分发挥会员企业
力量，号召全省家政 、物业管理类企业
带动就业 70 余万人， 省物流协会会员
覆盖全省 16 个市 546 家物流企业 、带
动就业上百万人。田间直播卖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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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
12 月 22 日上午， 随着胜涛
668 货轮缓缓驶离芜湖朱家
桥码头，标志芜湖—上海外
高桥 “点到点 ”外贸直达航
线正式开通。

该航线是继安徽省港
航集团 2019 年 3月 28 日开
通芜湖—上海洋山联盟航
线 、2020 年 8 月 28 日开通
芜湖—上海宜东内贸直达
航线后，开辟的又一快速运
输通道，至此我省已完成芜
湖—上海港内外贸直达航
线，实现直达航线在上海港
集装箱码头全覆盖，芜湖港
作为我省江海联运枢纽作
用已逐步显现。

该航线开通后， 航程将
由原先 7天以上压缩至 3天
以内，将大大提升外贸货物

运输时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为省内企
业提供稳定的近洋支线班期及运输通
道，助推安徽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航线参照上海港“五定班轮”模式运
营， 上海港和芜湖港将给予优先作业，
先期共投入四艘支线驳船，按照两天一
班开行，后期根据市场需求适时增加驳
船，加密班期，实现“一天多班”。

高质量发展取得重要进展
本报讯（记者 胡旭） 记者从 12 月

23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 “美好安徽
‘十三五’成就巡礼”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十三五”以来，我省经济实力大幅跃升，
高质量发展取得重要进展。 全省生产总
值年均增长 8.2%， 占全国比重由 2015
年的 3.5%提高到 2019 年的 3.7%， 经济
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三次产业结构实现
了“二三一”向“三二一”的重大转变，新
经济贡献度不断提升， 创新创业创造活
力涌流。

五年来，全省经济竞争力稳步提升。
生产总值等一系列主要指标不仅增速领
先全国，占全国份额也明显提升。全省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2.4%，占
全国比重由 3.7%提高到4.3%。进出口总
额年均增长 8.9%， 占全国比重由 1.2%
提高到 1.5%。 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9.2%，
占全国比重由 2.6%提高到 3%。 主要工
农业产品产量稳居全国前列，2019 年粮
食居第 4 位， 肉类居第 8 位， 家用电冰
箱、洗衣机均居第 1 位，空调、彩电均居

第 2 位，微型计算机居第 5 位，集成电路
居第 8 位。

我省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竞争力提
升，根源在于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一
二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5年的10∶45.5∶44.5
调整到 2019 年的7.9 ∶41.3 ∶50.8，实现了
“二三一”向“三二一”的重大转变。 先进
制造业快速壮大， 装备制造业对规模以
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由 43.5%提升至
44.2%。服务业中，现代服务业占比提高，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租赁和商务
等行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由 1.4%和

2.4%提高到 1.9%和 3%。
经济效率提高，持续拉近我省作为

传统农业大省 、 人口大省与全国发展
水平的差距 。 全省人均生产总值由
2015 年的 3.9 万元增加到 5.8 万元 ，相
当于全国比例由 77.6%提高到 82.5%；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8 万元增加
到 2.6 万元 ，相当于全国比例由 83.6%
提高到 86%。 全员劳动生产率由 2015
年 5.5 万元 /人提高到 2019 年 8.5 万
元 /人 ，年均增长 7.9%。 规模以上工业
全员劳动生产率由 30.9 万元 /人提高

到 32.4 万元 /人。
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

的发展 。 全省新经济的贡献度持续增
大，高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率分别由 2015 年的 17.6%、49.8%、58%
提高到 2019 年的 27.8%、72.1%、73.3%。
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不断增强。 民营经济
增加值突破两万亿元 ，2019 年达 22421
亿元， 占全省 GDP 的比重达 60.4%、比
2015 年提高 2.9 个百分点。 新登记市场
主体 4 年累计突破 300 万户。 净增规模
以上企业 6778 户， 到 2019 年末规模以
上企业达 4.3 万户。

省统计局副局长赵金宝表示，“十三
五”时期，我省克服各种风险挑战，顶住
多重压力，高质量发展取得巨大成效，成
绩来之不易。 “十四五”时期，全省上下要
紧紧围绕加快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生态
美的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 加快补短
板、强弱项、增动能步伐，努力开创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

◎

◎

经济实力大幅跃升，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比重
明显提升

经济效率提高 ，全员劳动生产率由 2015 年
5.5万元/人提高到 2019年 8.5万元/人

2020年度安徽“十大新闻”
“十大新闻人物”评选启动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记录美好安
徽成就，展现江淮儿女风采。 2020 年度
安徽“十大新闻”“十大新闻人物”评选今
起正式启动。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也是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之年。 这一年，我省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安徽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整体经济运
行持续回升 、全面回暖 ，社会大局总体
稳定， 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科
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新
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 ，交出一份高
质量发展的好答卷。 这一年，援鄂医疗
队的“领头雁 ”汪天平等一个个闪耀全
国的英模人物成为江淮儿女的典型代
表。 安徽日报以年度 “双十 ”评选的方
式，回顾一年来值得载入安徽史册的新

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展示全省各条战线
取得的光辉成就，展现江淮儿女奋进新
时代的精神风貌。

安徽 “双十 ”评选是安徽日报多年
来坚持开展的评选活动 ， 得到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 、充分肯定和热情参与 ，成
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闻品牌 。 “双
十 ” 评选活动采取网友投票和专家评
议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从候选条目中
评选出本年度 “十大新闻 ”“十大新闻
人物 ”。 期待读者 、网友与社会各界热
情参与。

登录安徽新闻网 （www.ahnews.com.
cn），下载关注安徽日报客户端、安徽日
报法人微博、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点击
2020 年度安徽“十大新闻”“十大新闻人
物”推荐平台，按页面提示步骤可完成投
票推荐。

近日，在青阳童车产业园孩智堡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员工在生产出口童车。近年
来，青阳县建设童车产业园，从浙江嘉兴全产业链引进童车制造产业。 目前，该园区
签约入驻童车整车生产及配套加工企业 12 家，带动 500 人就业，今年前 11 月累计
销售 2.7 亿元。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12月 23 日，来自蒙城县“蒙
城兴农”扶贫平台的工作人员来
到三义镇曹街村，通过网络直播
帮助贫困户销售娃娃菜 。 近年
来，蒙城县大力推进农村电商发
展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成为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今
年, 该县通过电商平台帮助农民
销售农产品 6.24 亿元。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

农田里的创业者
———记池州市贵池区墩上街道山湖村种植大户唐赢

■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作为一个农民，能当选全国劳模，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 我会继续扎根
农田，带动周围农户，一起为地方经济
发展作贡献！ ”12 月 18 日，当记者见到
唐赢时， 这位勤劳的庄稼汉正驾着船，
带领村民们打捞芡实。

“今年已经捞上来 10 多万斤了，我
们正在进行最后的抢收。 ”穿着防水服
的唐赢告诉记者，“这种个头大的芡实，
市场非常认可。 ”

唐赢是池州市贵池区墩上街道山
湖村人，和村里很多村民一样，他初中
刚毕业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回乡时，唐
赢看到家乡的土地大量抛荒，他觉察到
这片广袤的土地是有发展空间的，毅然
返乡承包了120亩水田， 开启了农田里
的创业之路。

在叔叔的支持下 ， 唐赢种起了水

稻。 没想到，因为缺少种植技术，又遭遇
水灾，当年的水稻收成不尽如人意。

困难并没有击倒他。 唐赢向有经验
的老农民多番请教，并在农技人员的帮
助下，很快学会了节水灌溉、配方施肥、
病虫害防治等农业技术。 第二年，他从
选种到耕作， 每个环节都兢兢业业，终
于喜获丰收。

尝到甜头后， 唐赢的干劲更足了。
他将目光瞄准到订单农业上，大胆选用
产量不高但品质优良的水稻品种，并与
粮食加工企业签订订单。 当年，他将水
稻卖出高价，成为墩上街道第一批签订
优质米订单生产的大户。

“唐赢这小伙子啊 ，肯钻研 、脑筋
活，是个有想法的人。 ”村书记胡胜华
告诉记者，听说哪里的农业生产发达，
唐赢就去哪里“取经”。 在一次天长市
农业交流会上 ，唐赢受到启发 ：村里
邻近长江 ，水面资源丰富 ，适合种植
芡实。

唐赢开始购置设备 ， 承包千亩圩
田，开启芡实种植新项目。 他将种植和
收购结合起来，不仅带动村民一起种芡
实，还实行订单收购，解决村民种植芡
实的销售之忧。

2014 年，唐赢注册了赢亮种植专业
合作社， 形成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
链。 在唐赢的成功示范下，村民唐善金、
王强龙等也成为芡实种植大户。

事业有成，唐赢没有忘记乡邻。 他
每年提供多个务工岗位 ，帮助贫困户
增收脱贫 。 70 多岁的茅坦村村民杜
荣宇经常到合作社务工 。 “农忙季节 ，
一天能有 200 元收入 ，我很满意。 ”老
杜说。

从个体种植到成立专业合作社，唐
赢走出了特色农业综合发展的道路。 他
先后被评为 “池州市农民创业带头人”
“池州市粮食生产大户”“安徽省种粮大
户”和“全国种粮大户”，今年又荣获“全
国劳动模范”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