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告2016年12月26日 星期一16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 24.75 元 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 8166 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2∶45 印完时间：4∶00 本报印刷厂印刷

2016,中国改革创新重要一年。

安徽，全面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行动计划”，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央要求、体

现时代特征、具有安徽特色的发展之路。系统推进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下好创新先手棋，是安徽实施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载体，围绕建设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两大核心任务，科学部

署，多方联动，努力践行为全国科技创新探路的重大使

命。

实施挂图作战 六大改革提速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以下简称“全创

改”），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2016 年 6 月 24 日国家正式批复安徽全创改方案后，安

徽全省上下立即行动，着力建机制、分任务、明责任，

实施挂图作战，全面推进各项任务。

省政府印发全创改任务分工通知，针对国家批复方

案逐条梳理细化成 76 项创新改革任务，对国家授权的

16 项举措作了部署，明确了 2016 年的 23 项重点工作。

各项工作明确了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时间表、路线

图、成果检验形式，倒排工期，每月报进展，逐一对账

销号。安徽省发改委作为全创改领导小组办公室所在单

位，统筹各地各部门全面推进各项工作，形成了省级、

市级、相关创新主体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省级层面出

台了 41 项配套文件，合肥、芜湖、蚌埠三市全创改实

施方案正式印发。

步履匆匆，全力以赴，在国家相关部委合力指导和

支持下，安徽全创改工作在六个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切

实做到为高校院所创新松绑、为高层次人才集聚疏通障

碍、为企业创新减负和增加动力、为开放合作创新搭

台、为科技金融发展探路，在推动政府创新管理改革方

面也取得初步成效。

突出核心工作 创建两大中心

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是

安徽全创改工作的两大目标，也是核心建设内容。围绕

这两大目标，安徽以企业和平台创新体系为重点，构建

“源头创新—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创新创业—新兴产

业”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努力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

平台、科学研究的制高点、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一是创建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重点是打造我国量

子信息研究实验和产业化重大创新平台。

二是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服务国家战

略，合肥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等四大领域，打

造核聚变主机等世界一流的大科学工程和设施集群，建

设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中心等一批全国性产业创新中

心。

三是建设一批研发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建设一批

国家级和省级工程 （技术） 研究中心 （实验室），力争

重大基地、重大工程、重大专项实现省级以上共性技术

创新平台全覆盖。

多方联动出招 合力支持改革

在全创改工作推进过程中，安徽省发改委统筹协调

省有关单位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布置，主动

作为，密切协作，合力推进全创改工作。

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落地，安徽省将科研人员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比例由 50%提高到 70%。省财政厅在

下放预算调剂权限，提高间接费比重等方面进行改革，

以“松绑+激励”双向激发科研人员活力。省委组织部

对创新人才发展的培养、评价、流动和激励等环节的体

制机制创新作出部署。省编办率先在全国开展编制周转

池试点，选择安徽大学等 6 所省属高校构建需求引领、

基数不变、存量整合、动态供给的编制管理新模式，破

解高校“空编不用”和“无编可用”并存的结构性矛

盾。省教育厅进一步下放职称制度管理权限，全面放开

副高以下职称评审。省人社厅着力创新高校院所工资激

励机制，调动高校院所创新创业的积极性。为创新政府

管理方式，安徽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率先在全国

探索建立权责清单制度体系，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政府权

责清单；科技领域省级权力事项仅保留 35 项，精简

69%；省级行政审批事项仅保留 1项。

认真开展试点 探索改革路径

全创改工作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创新改

革工程，牵涉面广，改革任务重，整体推进难度大。安

徽通过选择试点，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

破，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推进。

按照不同领域、不

同类型、不同区域，省

发改委选择了 11家代表

性强、积极性高、条件

成熟的单位进行试点，

试 点 的 内 容 也 各 有 偏

重：安徽大学等省属本

科 院 校 在 科 技 成 果 转

化、编制管理、科研项

目 资 金 管 理 等 方 面 探

索；通用机械院等中央

驻皖科研机构在大产业

和大平台建设、管理机

制等方面进行探索；中

科大先研院等新型研发

机 构 在 市 场 化 决 策 机

制、建设成果转移转化

孵化平台等方面探索；

徽商银行、省高新投公

司分别在投贷联动和国

有出资股权投资基金创

新管理方面探索。

试点单位将通过创

新改革释放活力、激发

动力，抢得发展先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整

个行业的发展探索可行性路径。

合芜蚌齐行动 当好改革尖兵

安徽全创改工作全面启动后，作为安徽创新改革试

验的主战场和创新发展的排头兵，合肥、芜湖、蚌埠三

市迅速行动，积极动员抓部署，制定方案抓落实，聚焦

重点抓推进。三市有望在各自确定的重点领域体制机制

改革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为安徽全创改

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建立工作机制。合芜蚌三市均

成立了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领导

小组，建立工作例会、信息报送、跟踪

调度、考核督查、总结评估等制度。

——制定实施方案。合肥市提出建

设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创新之都；芜湖市提出建设长

江经济带产业创新中心，倾力打造战略

性新兴产业“芜湖板块”；蚌埠提出打造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皖北区域乃至淮河生

态经济带产业创新中心和科技成果交易

转化中心。

—— 细 化 任 务 分

工。三市均制定年度工

作要点和任务分工表，

将创新改革任务进行层

层分解，逐项细化“施

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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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条成功应用的自主品牌机器人生产线国内首条成功应用的自主品牌机器人生产线

中国科技大学机器人展览中国科技大学机器人展览

合肥宝龙达信息技术公司下合肥宝龙达信息技术公司下
线了安徽省首台笔记本电脑线了安徽省首台笔记本电脑

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中电科芜湖钻石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合肥京东方合肥京东方 88..55代线代线

合肥经开区翡翠湖大学城合肥经开区翡翠湖大学城

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

中科普瑞昇公司工作人员处理血液样品中科普瑞昇公司工作人员处理血液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