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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成长依赖于环境， 人才的集

聚取决于环境。 落实 “党委联系服务专
家” 制度， 开展 “我为人才办实事” 实
践活动 ， 在全省率先开通人才服务专
线， 协调解决子女就学、 配偶就业安置
和人才项目申报等各类问题。 为 254 名
高层次人才发放 “优才卡”， 提供诊疗、
乘坐高铁绿色通道等 10 项贴心服务 。
在全省率先设立 “人才主题日”， 建成
投用全省首个人才主题公园。 持续开展
“暖才心” 活动， 启用人才公寓 2300 余
套， 为高层次人才提供 “拎包入住式”
安居服务。

织密组织体系 ， 大抓基
层建强战斗堡垒

农业生产 “大托管” 改革坚持党建
引领，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统筹把关作
用， 全面推动干部人才、 资金项目服务
农业生产 。 2021 年 9 月 ， 农业农村部
以正式文件向全国推广， 并给予 “全国
托管看安徽 ， 安徽托管看淮南 ” 的评
价。

治国安邦， 重在基层； 管党治党，
重在基础 。 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
向， 用系统化思维推进党建工作全方位
布局、 精准化施策， 进一步筑牢了基层
组织基础。

本固则枝荣， 根深则叶茂。 开展各
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
考核， 压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 实施党
支部建设提升行动， 建立党支部预警机
制， 全市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达标率为 98.5%。 分 3 批选聘 130 名基
层党建督导员随机督导 ， 相关做法被

《中国组织人事报》 头版刊登报道。 面
对大战大考， 全市 6.6 万名党员积极投
身疫情防控、 防汛救灾、 抗旱保苗任务
中， 冲锋在第一线、 战斗在最前沿， 充
分彰显了先锋本色。

基层强则国家强 ， 基层安则天下
安。 深入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在全
省率先建成 44 个乡村干部实训基地 。
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农业生产 “大托管”
全覆盖， 带动 444 个村实现村均纯收益
增长 20.3 万元 ， 经验做法被省委组织
部充分认可、 全面推广。 连续两年举办
全市集体经济 “擂台赛”， 集中表彰一
大批优秀项目， 全市集体经济年经营收
益 50 万元以上村占比居全省第一方阵。
大力实施城市基层党建 “三抓一增强”
工程， 全面完成、 持续深化街道管理体
制改革。 探索构建 “党建引领、 暖心助
餐” 服务模式， 创建 20 个党建引领老
年助餐示范点。 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联
系服务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 打造快递
行业 “小蜜蜂”、 出租车 （网约车） 行
业 “红色方向盘” 等党建品牌， 《典出
淮南子》 在全国党员教育电视片评比中
获奖 。 近年来 ， 市委组织部荣获全省
“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扶持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工作先进集体” “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

征程万里风正劲 ， 实干争先谱新
篇。 踏上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新征程，
全市组织系统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 学思
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锐意进
取、 实干担当， 不断开创新时代组织工
作新局面， 为谱写现代化美好淮南建设
新篇章提供坚强保证、 作出更大贡献！

报告显示中长期内我国老龄产业将在多方面产生重大需求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 （记者

田晓航）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29
日在京发布 《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
告 （2021-2022）》。 报告认为 ， 随着
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 ， 中长期内我
国老龄产业重大需求将不 断 凸 显 ，
老龄产业蕴含着巨大的消费市场潜
力。

根据报告 ， 2021—2035 年 ， 我
国老龄产业在多个方面产生重大需

求 ， 例如 ， 老龄健康方面的健康管
理 、 慢病管理 、 医疗卫生 、 安宁疗
护等 ； 老龄用品与制造方面的适老
化产品 、 康复辅具等 ； 老龄宜居方
面的适老化改造 、 适老化环境与服
务等 ； 老龄金融方面的个人老龄金
融产品以及老龄产业金融支持等。

而在 2036—2050 年 ， 随着 “ 70
后 ” “80 后 ” 群体步入老年 ， 我国
老龄产业需求将在消费模式 、 需求

层次 、 需求内容等方面 发 生 变 化 。
例如 ， 线上消费模式更加普遍 ， 精
神文化 、 终身学习 、 老有所为成为
老年人追求的重要内容 ， 智慧养老
与科技助老需求凸显。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产业
研究室主任王莉莉认为， 近年来， 我
国老龄产业快速发展， 目前已初步形
成老龄金融产业、 老龄制造产业、 老
龄健康产业、 老龄服务产业、 老龄宜

居产业、 老龄文化产业等主要产业领
域， 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实践表明 ， 大力发展老龄产
业有利于充分就业 、 扩大消费和促
进投资 。”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
主任党俊武认为 ， 未来可在打造老
龄健康产业体系 、 老龄制造产业科
技创新 、 老龄服务产业质量提升等
方面发力 ， 为 “长寿时代 ” 带去新
的经济支撑。

两岸学者泉州共探媒体传播新趋势
新华社福州 8月 29日电（记者 宓

盈婷） “两岸学者面对面” 系列学术活
动第六场 29 日在福建泉州举办， 两岸专
家学者围绕媒体发展、 传播新秩序以及
两岸媒体交流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讲嘉宾之一， 台
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冯建三分析了两
岸媒体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 以
及媒体在全球化时代的角色和影响， 展
望了 21 世纪全球南方世界信息与传播
新秩序的可能性。 他表示， 期待两岸之
间加强媒体研究领域的紧密合作， 共同
推动全球南方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
构建。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吕新雨认为， 今天全球范围内关于信息
生产和传播的理论主导方式仍然是以西
方为中心。 两岸媒体人需要加强沟通交
流、 增进互信， 共同思考两岸媒体如何
在不同文化、 价值体系交织的环境中塑
造出新的传播秩序， 促进跨文化的理解
与合作， 从而携手打破西方对全球信息
传播的垄断与霸权地位。

“两岸学者面对面” 系列学术活动
自开展以来， 每场次各邀请一位大陆和
台湾学者 ， 就同一个问题展开深度对
谈。 本场活动由中华文化学院、 华侨大
学和厦门大学共同主办。

冲 锋 在 前 挑 重 担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防汛抗洪救灾综述

“对党忠诚、 纪律严明、 赴汤蹈
火、 竭诚为民”， 训词铮铮， 其心拳拳。

今年入汛以来， 作为应急救援的
主力军和国家队，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
署， 闻警即动、 冲锋在前。 一个个橙
色身影迎风而立、 迎水而击， 以实际
行动践行训词精神， 在灾区筑起一道
道坚不可摧的橙色 “大坝”。

雨声就是哨声， 汛情就是号令。
洪水侵袭河北涿州， 8 月 2 日晚，

靖雅学校内 1400 余名村民被困。 围墙
开始倒塌， 大水灌进教室， 朝着二楼
漫去。 警情骤增， 河北、 山东消防救
援队伍接令紧急驰援。

洪水湍急， 救援艇无法靠近楼体。
“人命关天！ 党员跟我一起先跳！” 唐
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周恒和队员
们相继跳入激流， 涉水泅渡， 奋力将
导向绳系在楼体上， 开辟出一条条救
援通道。

教学楼窗台和救援艇有一米多的
高度差， 济南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
曹博源上前半蹲马步、 双手紧紧抓住
窗台， 以肩为梯、 以背为桥， 用身体
架起一座坚实的 “人梯”， 让被困群众
踩着他的肩背登上舟艇。

向险而行， 到灾情最严重、 抢险
最困难、 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们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牢牢刻在心里 、
高高举过头顶。

———关口前移， 预置救援力量。

在国家防总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
统筹协调下， 主汛期来临前， 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高风险区域和重
点防汛地段预置专业力量值守备勤 ，
遇有重大险情， 提级指挥应对。 其中，
台风 “杜苏芮 ” 登陆前 ， 在闽 、 浙 、
赣等地设置 117 个前置备勤点， 调派
2954 名消防救援人员靠前驻防， 全力
确保出现险情能快速处置。

———全力救援， 人民消防为人民。
8 月 3 日， 吉林舒兰市永胜林场，

暴雨如注、 四下漆黑。 多个村屯失联，
几百名群众的生命安全情况不明， 谁
去搜救侦查？

紧要关头， 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
14 名党员站了出来 ， 组成党员突击
队， 顶着瓢泼大雨， 摸黑突进灾区。

“我们心里有股劲儿， 一定要挺
进灾区， 找到他们！” 吉林市消防救援
支队特勤二站战斗班长孟凡华说。 经
过近 36 个小时的不懈努力， 卫星电话
里一次次传回振奋人心 的 报 告 声 ：
“六滴村取得联系！” “七滴村取得联
系！” “青松林场取得联系！” ……

防汛救灾一线， 国家综合性消防
救援队伍纷纷成立临时党组织， 组建
党员突击队， 设立党员先锋岗、 示范
区。 堤坝上、 舟艇里， 凝聚起抗洪抢
险的强大合力。

———跨区增援， 彰显履职能力。
8 月 2 日 22 时 35 分许， 山东省消

防救援总队 7 个支队 、 87 辆消防车 、
519 名消防救援人员 ， 全部到达河北

集结点并投入抢险救灾战斗。 从接令
增援到投入战斗， 仅用 8 个小时。

高效增援背后是消防救援队伍不
断增强的履职能力 。 防汛救灾一线 ，
国家消防救援局不断优化改进执勤备
战模式： 调派的水域救援专业队均配
有救生抛投器、 水上救生机器人等水
域救援装备 ； 调配宿营车 、 炊事车 、
淋浴车、 盥洗车、 被服洗涤车、 发电
照明车等， 保障消防救援人员 “三热
一干” 基本生活需要……

入汛以来，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已累计投入 4.2 万余人 、 车辆舟
艇 1.98 万余辆 （艘 ）， 营救疏散群众
超 3.02 万人。

灾情来临， 义无反顾； 灾后重建，
勇挑重担。

积水排涝、 防疫消杀……洪水渐
退，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马不停蹄转
战参与灾后重建。

吉林榆树市拉林河流域多个村庄
积水严重， 支队消防员跳进齐肩的积
水中， 调整抽水泵位置， 寻找最佳排
水点； 在消杀阵地， 他们又顶着炎热
天气， 对多个村庄进行挨家挨户消杀。

在黑龙江， 牡丹江市消防救援支
队组建送水小分队， 消防车变成送水
车； 在北京， 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
成立服务小分队， 到临时安置点等场
所开展消防培训……重建家园 ， 消防
救援队伍一路护航。

当前， 全国多地暴雨、 洪涝、 台
风等灾害仍然高发， 依然不能有丝毫

放松。
德州支队讲解营救群众案例、 济

南支队演示电动排涝车操作……8 月
25 日， 刚刚撤回驻地的山东消防救援
队伍， 召开增援河北抗洪抢险战评总
结会。

“我们抓紧组织开展复盘总结 ，
针对性制定改进措施， 为今后的救援
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山东省消防救
援总队副总队长王发江说， 要以此次
跨区域抗洪抢险为契机， 优化完善指
挥调度、 战勤保障等方案， 进一步规
范水域救援队伍建设。

严阵以待， 全力做好防汛抗洪应
急救援准备。 8 月 23 日， 山西临汾市
消防救援支队对全市雷暴大风重点预
警区域水域救援分队进行实战拉动； 8
月 25 日， 湖北老河口市消防救援大队
总结防汛工作经验， 对执勤车辆、 器
材进行检查保养。

深化岗位练兵， 持续提升综合救
援和专业处置能力 。 连日来 ， 甘肃 、
江苏、 云南等地的消防救援队伍开展
抗洪抢险救援和应急保障演练， 实战
检验消防救援队伍综合应急救援能力。

风雨见初心， 危难显忠诚。 这支
因人民而建、 为人民而战的队伍， 这
支不畏艰险、 不怕牺牲、 敢打必胜的
队伍， 必将知责奋进、 勇往直前， 为
夺取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更大
胜利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 8月 29日电
记者 周 圆 黄 垚 王聿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