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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莉荣）近日，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了解到，
2024 年以来，市科技局聚焦创新
主体建设，着力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有效提升我市综合创新能
力，创新指数同比增长 51.1%，增
速位于全省第五位。

孵化一批成长性好的科技型
企业。该部门完善配套政策，出
台专项支持政策，充分发挥大学
科技园孵化引擎作用。完善市

“双创之星”创业人才、创新团队
培养方案，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
业作用。组建运营总规模 1 亿元
的淮南国元创业投资基金，充分
发挥科技金融优势。

招引一批技术含量高的科技
型企业。该部门出台一系列政
策，把科技招商作为招商引资的
重要手段。着力构建科技招商工
作机制，加快科技招商队伍、专业
化科创载体、科技服务体系建设；
组织开展平台招商、活动招商、基
金招商、合作招商；推进产业链、
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
合；推进创新主体提质扩量，以科
技招商推动优秀科技企业在淮落
地生根，持续壮大科技企业总量
规模。

多措并举壮大科技型企业队
伍。该部门打造“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
业”创新主体培育路径，壮大创新
主体规模，全流程培育科技型企
业。分县区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
培育库，采取多种方式序时推进
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工作；采取

“一图一表一库”工作模式，将高
企申报对象及时纳入培育库，完
善知识产权数量，提升企业科技
成果转化能力、研发组织管理水
平；建立淮南市科技领军企业培
育库，明确培育目标，精准指导在
库企业按照培育标准，不断提升
创新能力和水平。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不
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2023年我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
27.8亿元，增长15.35%，研发投入
占全市GDP强度1.74%，比上年度
提高0.18个百分点。

加强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
促进企业高质量创新发展。该部
门推动“深部煤炭安全开采与环
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推
动3家省重点实验室完成重组，目
前已建成 10 家省重点实验室；新
认定省企业研发中心 13 家，目前
已建成省企业研发中心26家。

创新引领激活力

科技赋能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严）民有所呼，审有所应，看好老
百姓的钱袋子，保障人民利益不受侵害是审计部门
最鲜亮的底色。近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从市审
计局了解到，2024年以来，该局紧扣党中央重大政策
落实情况和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开展审计监督，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审计工作。

市审计部门关注住有所居，连续两年对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情况开展专项审计调查，聚焦拆迁房
建设难、拆迁户无居所等难点堵点问题，实施了大
通区林巷村、建北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审计，助力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帮助老百姓喜迁新居。

市审计部门关注老有所养，2023年开展了“安
心托幼”“老年助餐服务”两项暖民心行动政策落实
及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专项审计，这个项目被评为
2023年度全市十大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2024年又
在预算执行审计中对“老有所学”“老有所养”相关
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延伸，目前，正在实
施养老保险基金专项审计。

市审计部门关注病有所医，2024年我市开展了
市公立医疗机构医药耗材设备采购及管理使用等情

况专项审计调查，对全市11家公立医疗机构进行审
计全覆盖。促成全市3家医院23个治疗大类194个
集中带量采购药品落地实施，高值耗材全部进入集
采，药品耗材价格实现了大幅下降。如治疗糖尿病
的阿卡波糖口服常释剂型每瓶比过去便宜32.58元，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通过公开遴选从47.4元/套降
至8元/套，有效降低了群众医疗成本，以强有力的
审计监督服务破解群众“看病贵”难题。

市审计部门关注弱有所扶，开展了全市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审计、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审计、全
市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情况审计等。其
中，实施的凤台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被评为审
计署优秀审计项目三等奖、安徽省优秀审计项目一
等奖。

市审计部门关注美丽淮南建设，实施了生态保
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加快生态强市建设。针对
审计中发现的城市架空电缆改造存在的资金投入不
足、项目实施效果不佳等问题，通过 《审计要情》
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反映，受到市主要领导高度重
视，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推动整改。

发挥审计职能 守护群众福祉

本报讯（记者 付莉荣）近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
者从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2024年以来，我市城管部
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地制宜、分类推
进，为早餐、夜市饮食摊点“安家”，为修补类小摊小贩

“安家”，为进城瓜农、果农、菜农“安家”，为残疾、困难
等特殊群体“安家”，逐渐摸索总结出“流动摊点固定
化、固定摊点规范化、规范摊点精品化”这一具有淮南
特色的摊点安置管理服务模式，实现了市容、繁荣、民
生的有机统一，打造了民生经济“新亮点”，让城市管
理有力度、有尺度、更有温度。

市城管局充分认识到流动摊点是对城市经济的
重要补充，“摊点经济”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
要性，通过出台管理办法，细化建管标准，落实“门前
三包”，既有效解决了日常监管难题，又提升了摊群点
运营效率，为开展摊点管理服务工作提供政策支撑和

制度保障，有效助力“摊点经济”规范发展。
我市统筹考虑市容管理要求、市民生活需求、摊

贩经营诉求，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多措并举推进
各类摊点“安家”工程，让小摊点规范有序融入百姓生
活。为此，采取了设置美食街等饮食摊群点、便民型

“小修小补”服务点、季节性农产品自产自销点、特殊
群体帮扶经营点、潮汐式便民摊位等多种经营方式。

我市积极顺应广大市民的需求和期待，疏堵结
合、规范管理、协调协作，助力城市“摊点经济”有序发
展，便利市民生活，增添消费活力。通过加强一体化
布局，强化常态化监管，提供特色化服务，丰富夜生
活，点亮“夜经济”。目前，洞泉美食城、信谊四季美食
城等特色小吃摊群点已经形成了集聚效应，受到越来
越多的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成为“夜经济”的新
亮点。

让城市管理有力度更有温度

本报讯（记者 孙鸿）1月6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
者从市妇联获悉，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市妇联在推
动女性就业创业方面持续发力，通过一系列创新举
措，为女性求职者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也为女性
创业者搭建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进一步激发了女性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活力与潜力。

为助力女性高质量就业，2024年，市妇联联合多
方资源，举办了女性（女大学生）专场招聘会。此次招
聘会吸引了众多知名企业前来招聘，提供了涵盖多个
行业的就业岗位，为女性求职者开辟了广阔的就业渠
道。同时，为了提升女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市妇联
挂牌成立了首批8家“女大学生科研实践基地”,为女
大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学习与实践机会。

在技能培训方面，2024年，市妇联与人社等部门
紧密合作，深入实施了暖民心就业行动。通过举办电
商、家政等技能培训课程，帮助女性掌握一技之长，提
高就业能力。据统计，截至目前，已累计举办技能培
训24期，培训人数超过千人，有效缓解了女性就业难
的问题。

针对企业面临的融资等难题，2024年，市妇联积

极行动，与徽商银行淮南分行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并联合市女企协举办了银企对接会。这一举措为
女企业家们提供了一站式、精准化的金融服务，有效
缓解了企业的融资压力，为企业的稳健发展注入了新
活力。

在创新创业领域，2024年，市妇联同样取得了显
著成果，成功举办了“创赢未来 巾帼风采”2024年淮
南市巾帼创业创新大赛，通过比赛展示了女性创业者
的风采与实力。同时，市妇联还充分利用省、市创业
扶持资金，实施了多个妇女创业项目，为女性创业创
新提供了有力支持。

此外，市妇联还积极承办了省女企业家协会《徽
凤课堂》第五期培训及走访交流活动。此次活动吸引
了100余名女企业家参与，通过专家授课、实地考察等
形式，为女企业家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和智力支
持。

让妇女创业有支持就业有门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