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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力打造“种业之都”
合肥出台推进现代种业发展政策实施细则

合肥晚报讯 对省级以上畜禽、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场（区、库、圃），每年给
予 20 万元奖补；通过国家审定的畜禽、
水产新品种（配套系），每个品种分别给
予 50 万元、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2 月 6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合
肥市制定了《2022 年合肥市推进现代种
业发展政策实施细则》，规范资金使用，
保障政策落实。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期间相关项目内容可以享
受政策，今年 6 月份进行申报。

该细则涉及 15 个方面项目内容 ，
包括种质资源保护场（区、库、圃）建设、

新品种、招引企业等。 根据细则，我市对
省级以上畜禽 、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场
（区、库、圃），每年给予 20 万元奖补。 对
省级以上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场 （区、
库、圃 ），每年给予 10 万元运维经费奖
补。 对新认定的祖代种畜禽场给予 20
万元的一次性奖补 ， 对新认定的国家
级、省级水产原良种场分别给予 100 万
元、20 万元的一次性奖补。

对用于新品种研究、培育及种植示
范等面积相对集中连片 50 亩以上 ，合
同租期 3 年以上的，每年给予土地租金
50%奖补，每亩不超过 500 元，每个企业

不超过 10 万元。 种业企业在南繁科研
基地 （不包括省农业农村厅南繁基地）
相对集中连片 100 亩以上， 合同租期 3
年以上的， 我市将每年给予土地租金
70%的奖补， 每亩补助金额不超过 2000
元，每个企业不超过 50 万元。

在新品种方面， 通过国家审定的畜
禽、水产新品种（配套系），每个品种分别
给予 50 万元、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经
主管部门审定具有重大推广价值的优良
新品种， 我市将按其当年推广销售额的
10%予以一次性奖补，单个企业最高不超
过 300 万元，奖补资金用于新品种研发。

在科研成功转化方面，鼓励科研院
所和高等院校研发团队在肥实施种业
科技成果转化、转让，以品种权、专利等
知识产权作价到种业企业投资入股，对
作价 500 万元以上的给予 10%， 最高
100 万元资金补助。

细则明确 ，支持种业企业 、生物育
种机构联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围绕
水稻、小麦、玉米等品种开展良种联合
攻关及生物育种技术研究，选育具有接
近或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突破性品种。
项目奖补总额不低于 500 万元。

（记者 周 洪 通讯员 袁 媛）

马鞍山市创新特殊技能人才评价方式，打通特殊技能人才晋升通道———
1431 名“黑手套”员工获破格认定

马鞍山日报记者 邬 刚

在生产一线，具有特殊技能、绝技绝
活，尚未取得技能证书的特殊技能人才，
被形象地称为“黑手套”员工。

41 岁的夏玉华就是这样的 “黑手
套”员工。2 月 3 日，他看着那张梦寐以
求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想起了刚来厂
里的情景。

当年， 从外地来到马鞍山的夏玉华
只有初中学历， 进入华孚精密科技有限
公司后，成为一名普通工人。随着技术的
精进， 他成为了日本精钢半固态金属成
形机器操机初级工。因为技术精湛，他的
手艺被同事们称为“绝技绝活”。

但是，夏玉华也有自己的遗憾。缺乏
学历的他无法获得高级工以上的证书，
也无法享受到高技能人才的优惠政策。
直到 2022 年，他通过特殊技能人才评价
办法， 获得人社部门认可的高级技工证
书。

“不仅工资涨了， 还能获得企业的
2000 元奖励。” 夏玉华掩饰不住心中的
喜悦。 他把微信签名改成了：“咱的春天
到了。”

和人社部门鉴定证书不同的是，夏
玉华的证书颁发者是华孚精密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孚精密）。

企业可以颁发获得人社部门认可的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这一切都源于马鞍
山市人社局创新特殊技能人才评价方
式，制定出台《马鞍山市特殊技能人才技
能评价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截至目前，在马鞍山市，和夏玉华一
样获得破格认定的特殊技能人才共有
1431 人。

一次现场办公带来一项变革
时间拨回到 2022 年初，马鞍山市在

市经开区开展“新春访万企、助力解难题”
现场办公， 为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
题。华孚精密等企业反映，在关键岗位上
具有精湛技艺的特殊技能员工，因学历等
因素无法取得高级技工以上技能证书。

技术工人的职业资格证有初级技

工、中级技工、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
五个等级， 每一个等级都有严格的认定
条件。如果严格按照标准认定，仅学历这
个 “拦路虎” 就拦住了夏玉华这样的员
工。

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对于这项
工作，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记忆犹新。
“当时多次到企业现场调研，召集相关科
室和单位反复讨论， 结合省人社厅文件
精神，并借鉴杭嘉湖地区的先进经验，形
成了创新评价方式的共识。”最终，我市
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出台《办法》。

《办法》为什么是试行？市人社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毕竟是创新， 要依据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完善。”

根据《办法》，企业特殊技能人才具
备以下四个条件之一，可破格参加技师、
高级技师的评价： 掌握生产环节关键技
术，技能水平领先的员工；发挥“传帮带”
重要作用， 在企业技能人才队伍培养上
作出突出贡献的员工； 解决了重大生产
难题， 工作业绩突出， 有特殊贡献的员
工；在本企业薪酬体系中，薪酬水平为同
类员工 1.5 倍及以上的员工。 企业根据
生产实际和人员情况， 选择运用考核评
价、业绩评比、过程评价和竞赛选拔等方
式， 对特殊技能人才的技能水平开展评
价。

“我们深化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改革，
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评价权。”市人社局
负责人介绍，《办法》 明确了我市企业特
殊技能人才的评价范围、评价条件、评价
方式和评价结果。 同时进一步拓宽高技
能人才的来源渠道， 挖掘更多的高技能
人才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

一项政策评出一群“技术大拿”
春江水暖，最先感觉到变化的，是企

业。
“忽如一夜春风来。” 中钢天源人力

资源部（党委组织部）、党群工作部 （合
署）部长肖莹莹说出她的感受。仔细阅读
文件后， 她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文件中的

一段话：企业可选择运用考核评价、业绩
评比、过程评价和竞赛选拔等方式，对特
殊技能人才的技能水平开展评价。 评价
合格的特殊技能人才，颁发技师、高级技
师技能证书， 纳入马鞍山市技能人才数
据库，按有关政策兑现相关待遇。

中钢天源随即开展了职业技能等级
评价工作，共设钳工、电工、磨工、镀层
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叉车司机）五
个工种，吸引了来自磁材厂、钕铁硼厂、
天源装备、 通力公司和制品院马鞍山分
公司的 119 名技能人才踊跃参与。 中钢
天源通过理论知识考试、 实践操作考核
和论文答辩等方式组织评价， 注重考核
内容与企业实际有机结合。最终，3 人通
过高级技师评价，10 人通过技师评价，
55 人通过高级工评价，获得相应工种和
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中钢天源钕铁硼厂钳工技师孙林顺
晋升了技师， 而 40 岁的他只有初中学
历。他告诉记者，“在企业工作了十几年，
一直想得到企业和社会的认可。 得知有
个新政策，工友们的微信群都沸腾了。我
是第一批报名的员工， 经过前期培训后
参加了评价，成功拿到了资格证书，工资
也增长啦！”

孙林顺能够通过评价绝非偶然，他
多年来勤学苦练、埋头钻研，从一名普通
钳工成长为一名优秀技师， 尤其是在电
火花切割方面具有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
经验。

市人社局负责人介绍，《办法》 的出
台，坚持以能力、业绩、贡献为导向，实行
差别化分类评价，同时注重评价实效。我
市通过《办法》的实施，进一步拓宽了企
业特殊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充分调
动了广大技能劳动者钻研技术技能的热
情， 为我市制造业三年倍增行动提供了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一批“认定机构”助力一批企业
汉马科技就是马鞍山市一家具有技

能等级认定资质的民营企业。 在企业车

间里，记者看到了评价过程。安徽省技能
大师工作室韩伟和汉马科技发动机公司
发动机车间主任陆勇担任考评员。 被考
评的对象是汉马科技集团发动机公司技
工夏勇杰。

夏勇杰拥有中专学历 ，2002 年入
厂 ，2016 年和 2021 年分别参加 9 升新
机型数控加工、 甲醇发动机数控加工的
试制工作，被工友们亲切地称为“技术大
拿”。

“新政策让我从中级工到高级工的
晋升节省了三年时间。” 夏勇杰激动地
说。如果按照《办法》出台前的评价政策
要求，中级工资质取得满 5 年后，方能参
评高级工。 但 《办法》 出台后， 夏勇杰
2020 年取得了中级工证书，2022 年就被
评为了高级工。

“现在的评价机制更灵活，让员工有
了更多的岗位晋升机会。 自从企业获得
自主认定权后， 可以根据技能人才培养
需要，有效开展认定工作。员工获得技能
等级后， 市人社部门会给企业及员工技
能补贴，企业有收益，员工更满意。 ”汉马
科技人力资源总监周英南提供了这样一
组数字：2022 年， 汉马科技累计通过技
能认定 268 人，其中高级工 145 人、技师
24 人、高级技师 15 人。

市人社局主动做好上门服务， 梳理
马鞍山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具有“黑手套”
员工的企业， 培育其备案为技能等级认
定机构。 截至目前，共有 31 家企业对本
企业的特殊技能人才开展了破格认定。

而提出建议的华孚精密，第一批次
高级工人才评定工作已于 2022 年 10 月
完成 ，101 人报名参加评定 ，69 人通过
认定，通过率达 68%。

走出华孚精密公司大楼时，记者看
到一块牌子———华孚精密科技有限公
司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中心，备案机关为
安徽省技能人才管理服务中心。 华孚精
密营运中心副总经理丁有安告诉记者，
“小小的‘金字招牌’解决了我们企业的
‘大问题’！ ”

生态明湖
鸟类天堂

日前，在滁州市明湖公园，成群
的天鹅、 斑嘴鸭和绿头鸭在湖面觅
食、嬉戏。 近年来，滁州市加大生态
环境保护力度， 明湖公园生态环境
得到很好的保护和提升， 优良的水
质、丰茂的水草和丰富的鱼虾资源，
使这里逐渐成为天鹅等冬候鸟和各
种鸟类的栖息之地。

滁州日报记者 卢志永
通讯员 刘肖文 摄

2 月 1 日， 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十八联圩生态湿地蓄洪区建设施工现场，大
型机械轰隆作响，一派繁忙景象。

据悉， 作为国内首个生态湿地蓄洪区， 该项目是国家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
一，总投资 9.7 亿元，设计蓄洪库容 1.09 亿立方米，治理生态湿地面积 13.6 平方公
里。 项目建成后，可为南淝河超标准洪水提供蓄滞场所，分蓄巢湖超额洪量，掌握防
洪主动权。 同时，通过湿地与生态农业相结合，丰富生物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稳定
性，兼顾水质净化功能。 合肥日报记者 郭如琦 摄

民航通航“两翼齐飞” 产业经济垂直崛起
芜湖航空产业“新引擎”全速运转

芜湖日报讯 民航通航 “两翼齐
飞”，专业航空货运枢纽港加速建设，产
业经济垂直崛起……近年来，芜湖加速
融入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大局，
全力推进运输航空与通用航空齐头并
进、融合发展，航空产业“新引擎”全速
运转。

自 2021 年 4 月运营以来， 芜湖宣
州机场构建起“北连京津冀、南通珠三
角、连接西部重点城市群”的民航运输
网络， 开通国内客运航线 34 条， 通达
29 个城市，省内排名第二，领先国内同
类型机场。 2022 年旅客吞吐量 38.72 万
人次， 是 2021 年的 2.4 倍。 通航方面，
湾沚区 16 家通航企业 2021 年起降
2336 架次 ，2022 年起降 6393 架次 ，居
全省首位。 2022 年芜湖还开通至黄山、
浙江建德、江西上饶 3 条直达低空短途
运输航线，构建以芜湖为中心的“干支
通、全网联”的立体交通体系迈出重要
一步。

随着京东集团与芜湖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芜湖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机场。 近日，芜
湖（京东）全球航空货运枢纽港概念规
划、 芜宣机场总规修编完成专家评审，

芜宣机场改扩建工程将在今年稳步推
进。 围绕“客货并举、以货为主”发展目
标，天津货航、京东货航相继在芜宣机
场开通 6 条全货机航线，通达国内 5 个
城市。 芜宣机场还建设运营“皖南航空
快件转运中心”，2022 年货邮吞吐量达
5029.61 吨，是 2021 年的 10.5 倍。

作为国家首批通航产业综合示范
区，芜湖还积极以通用航空“飞起来”，
带动通航产业“热起来”。南陵县获批全
国唯一的“快递科技创新试验基地”，在
全省率先实现无人机配送常态化 ，自
2020 年 9 月运营以来 ， 已实现飞行
4500 架次，派送快递 20846 票，节约人
力约 30%，缩短派件时间约 40%。 而在
湾沚区，通航全产业链基本形成，明星
企业和重大项目脱颖而出。以中电科钻
石飞机为代表的通用整机制造，鸠兹航
空为代表的无人机研发， 航瑞发动机、
华明航电系统、劲旋风螺旋桨以及西航
驾驶培训、香荷三角翼为代表的低空游
览体验等链上项目有 90 余个， 相关企
业有 180 余家。 芜湖通航产业产值从
2016 年的 50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260 亿元，实现 5 年翻 5 倍。

（记者 王世宁）

六安 2023首场文旅推介会惊艳合肥
皖西日报讯 人勤春来早， 开局

即奔跑。 日前，由六安市文旅局、市总
工会主办的 “绿水青山 红色六安”
2023 年六安文化旅游首场推介会在
合肥召开。 抢机遇、抓客源、早冲刺，
为六安市文旅行业发展吹响了冲锋
号。

当天下午，推介会在开场舞《家乡
美》中拉开帷幕。 合肥市、六安市文旅
行政部门、工会系统、部分文旅企业、
合肥部分高校团委负责人及自驾俱乐
部代表计 260 余人参加活动。

六安历史文化悠久、 红色底蕴深
厚、旅游资源丰富。六安市文旅负责人
用“六个一”，即一座山(大别山)、一条
河 (“人间天河”淠史杭 )、一部典 (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狱典》)、一首歌 (《八月
桂花遍地开》)、一杯茶(六安瓜片)和一
条风景道(大别山风景道)，倾情推介六
安的旅游优势资源和文化旅游名片，
带领嘉宾们共同感受 “八百里大别山
钟灵毓秀，纵览江淮;六百里淠河水源

远流长，造福一方”的无穷魅力，去细
细寻找“灿烂的红、醉人的绿、碧波的
蓝、丰饶的白、恒远的古”五色六安的
美好。 下一步， 六安文旅还要走向上
海，积极拥抱长三角一体化，进一步宣
传六安文旅资源。

六安市总工会负责人在推介会上
系统介绍了我市职工疗休养基地的有
关情况，表示合肥与六安两城地相近、
人相系， 欢迎更多的合肥市民到六安
赏美景、尝美食、品文化、览风情。

随后， 各县区的文旅推介代表作
了各具特色、精彩纷呈的专项推介，集
中展示了当地的文旅资源和各具特色
的文化旅游路线， 力争将六安最美的
景色、最优惠的政策展现给合肥市民，
增强合肥市民对六安旅游的了解，激
发来六安旅游的热情。

合肥市旅行社行业负责人表示 :
“春天到了，一定会带团走进有‘合肥
后花园’之称的六安，感受大别山的美
景。 ” (记者 冯立忠)

蚌埠 22个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安徽日报讯 1 月 30 日， 蚌埠市

文化和数字创意产业项目推介暨集中
签约活动举行，现场集中签约 22 个项
目，总投资 77.3 亿元。

蚌埠市此次签约合作的不仅有文
化旅游类项目， 还有数字文化产业孵
化基地等文化服务项目、 光电玻璃精
密机械生产等文化制造业项目。 由蚌
埠市委宣传部、市文体旅局、市发改委
等职能部门和各县区相关部门组成的
文化产业专班， 将按照周汇总、 月调
度 、季排名 、年考核的工作运行体系 ，
积极调度帮扶企业解决土地、规划、环

评 、配套等问题 ，推动项目早开工 、早
投产 、早达效 ，确保签约一个 、建成一
个。

今年， 蚌埠市还将发挥长三角文
博会、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等平台作用，
加强与沪苏浙、 京津冀等地区的合作
交流，招引承接一批文化产业项目；借
助文化和数字创意产业协会、 文旅投
基金开展招商， 持续做好文化产业补
链延链强链工作。 力争 2023 年重大文
化产业投资项目达到百亿元， 规上文
化企业 150 家以上， 文化产业实现增
加值百亿元。 （记者 孙言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