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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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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强化服务保障，发展“院士经济”。优化政策支

持。出台“院士政策十条”，支持院士在桐建设重大创新平台、

建设院士工作站等，对院士在桐新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给予 500 万

元经费补助。实行“研究院+产业基地”联动模式，依托合肥工业

大学（桐城）产业研发中心，加速推进建设总投资 18 亿元、占地

462 亩的桐城院士科创园工程，打造集园区管理中心、科研办公、

科技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创业平台和服务中心。全市现建有省级

院士工作站 2 个，桐城创新研究院、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等

高能级平台实体化运行，吸引聚集高层次人才 100 余人。深化院

企交流。每年举办半山阁论坛、产业发展论坛、院士专家恳谈会，

不定期承办高水平行业学会年会，拓宽以才引才、以产聚才、以

才兴产的方法路径。先后邀请徐南平院士、吴曼青院士等十余位

院士专家来桐讲学，为桐城发展建言献策。在院士助力下，桐城

中建材全球首条一窑八线光伏玻璃生产线成功引板，一举创造七

个“世界第一”。强化服务保障。建立市镇村三级院士联络服务

专员制度，紧扣老人、老宅、老师、老友，搭建院士沟通交流平

台。突出“礼”遇人才，针对院士来桐实行“五个一”专员保障，

即“一套接待方案、一位市领导全程接待、一辆专车保障、一支

专门服务队伍、一名随行医生”。落实后期保障，组织市人民医院

与在桐院士父母签订健康顾问服务，每月开展 1 次上门健康诊疗，

每年进行 1 次全面体检，并提供居家、养老等靠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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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松县：建库搭台，引领银发人才建新功。分类建库。制

定银发人才条件、标准及范围，开展全面调查和推荐。遴选科技、

教育、文化、医疗、农业、法律等领域的银发专业技术人才，充

实银发人才库，实行动态管理、跟踪服务。截至目前，银发人才

在库人员总数达 100 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20 人。整合资源。

依托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涉老团体，采取独立、联合等形式，按

专业分别组建成立专业服务团队和志愿服务组织，构建以离退休

干部党员为主体，其他“五老”人员为补充的“银龄”志愿队伍。

现已成立“科技教育、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法律金融、文化理

论”5 支志愿服务队，吸纳志愿服务者共 100 余人。搭建平台。

探索构建“乡镇点单、老干部局派单、志愿队接单”的模式，引

导“银发力量”深入基层一线开展产业调研、技术推广、科技培

训、科普宣传等活动，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银发动能”。截至目

前，开展“百名五老讲党史”“听党话、颂党恩、跟党走”等宣讲

活动 110 余场，教育受众达 3 万多人次。累计深入一线走访调研

300 余次，帮助家庭农场发展订单 200 余件。

△大观区：智慧联动，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样板”。“一体

式”统筹治理力量。在全区 40 个村（社区）成立由县处级干部

担任站长的红领工作站，打造局长驻点工作室、两代表一委员工

作室、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政法干警进网格、三社联动等五大

治理平台，通过完善基层吹哨、部门报道、明责、赋权、减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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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工作机制，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一站式”管理运转资

源。建设“智慧大观”信息化平台，开发“慧治大观”APP，整

合区内各类社会治理要素，实现区中心、37 个部门、9 个镇（街

道）、40 个村（社区）、移动终端互通联动，事件处置、网格事项

处理均可通过掌上办理，居民可利用随手拍便捷反映诉求。区内

汇聚的 5000 余条公共视频资源，按乡镇街道分级，按行业管理单

位分类，授权各单位巡查调阅，及时发现、靠前整改。“一把尺”

推动问题解决。整合市 12345 热线、市 1584 热线、市智慧城管、

各级领导信箱、居民随手拍、网格员上报等各类来源的社会治理

事件，通过一个平台调度处置，四级联动解决问题。制定《大观

区联动中心热线办理工作流程规范》《疑难事项联合会商制度》等，

梳理建立七大类 1543 条事项清单，规范事件办理流程、处置标准，

明确属地与部门职责，落实事前网格员现场核查、事后网格员实

地核实、专人电话回访等举措，提高事件办理质量。

报：市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

送：各县（市、区）委组织部长，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单位党组（党委、工委）

负责同志。

发：电子版发安庆先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