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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艾胜利）11 月 8 日，
第 32 届中国新闻奖评选结果公布，由
中国记协指导、中国地市报研究会组
织策划、《许昌日报》 等全国 105 家地
市党报联袂推出的 《百年奋斗路·百
城 访 初 心 ——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红色百城”大型全媒体报
道》， 荣 获 第 32 届 中 国 新 闻 奖 二 等
奖。《许昌日报》 等全国 105 家地市党
报集体获奖。《许昌日报》 实现中国

新闻奖零的突破。
本 报 推 出 的 作 品 为 《红 色 “ 莲

城”展新颜》。作品成稿后，全国近
百 家 党 报 、 新 闻 客 户 端 、 微 信 公 众
号、新闻网站等竞相转载，以文字、
图片、视频等融媒体形式向读者展示
许昌市的百年奋斗历史和改革发展成
果 ， 反 映 了 许 昌 不 忘 初 心 、 牢 记 使
命，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昂扬
风貌和不懈努力，对宣传许昌产生了

积极影响。
“红色百城”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 周年重大主题，在中国记
协指导下，中国地市报研究会、中国
地市报人编辑部联合全国 105 座地方

（地、市、州、盟） 城市，推出了 105
组 全 媒 体 组 合 式 报 道 ， 通 过 百 城 扫
描、前后对比，运用文、图、音、视等多
种形式，立体呈现“红色百城”的辉煌
巨变，生动诠释了发源于全国各地并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产生
深远影响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井冈
山精神、延安精神、特区精神等伟大精
神。该系列报道于 2021 年 3 月启动，
持续至 2021 年 9 月 18 日圆满结束，百
家地方媒体累计发稿 1 万篇（条）以上，
百度搜索“百年奋斗路·百城访初心”
同名词条突破 1 亿大关，形成了气势磅
礴的“红色百城”大合唱，为庆祝建党
百年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本报实现中国新闻奖零的突破
与全国 104家地市党报联袂推出的重大主题报道“红色百城”荣获第 32届中国新闻奖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9 日 电 11 月 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2 年世界互
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
术 作 为 世 界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 的
先 导 力 量 ， 日 益 融 入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各 领 域 全 过 程 ， 深 刻 改 变 着 生 产 方
式 、 生 活 方 式 和 社 会 治 理 方 式 。 面
对 数 字 化 带 来 的 机 遇 和 挑 战 ， 国 际

社 会 应 加 强 对 话 交 流 、 深 化 务 实 合
作 ， 携 手 构 建 更 加 公 平 合 理 、 开 放
包 容 、 安 全 稳 定 、 富 有 生 机 活 力 的
网络空间。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
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
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
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
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

球数字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
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2022 年 世 界 互 联 网 大 会 乌 镇 峰
会 当 日 在 浙 江 省 桐 乡 市 乌 镇 开 幕 ，
主题为“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未
来 —— 携 手 构 建 网 络 空 间 命 运 共 同
体”，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浙江省
人民政府承办。

习 近 平 向 2022 年 世 界
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本 报 讯 （记 者 冯 子 建） 11 月 9
日 是 第 31 个 全 国 消 防 日 。 当 日 上
午 ， 市 政 府 新 闻 办 公 室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 ， 介 绍 许 昌 市 消 防 救 援 支 队 学
习 践 行 训 词 、 改 革 转 制 4 年 取 得 的
成果。

2018 年 11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人民大会堂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授旗并致训词，标志着一支新型
队伍举旗定向、踏上征程。4 年来，许
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深入践行“对党忠
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
训词精神，以建设应急救援“主力军、
国家队”为方向，以“保民生、保稳定”
为抓手，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为己任，始终
奋战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岗位练兵比武连续两年全省第一

4 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消防救援队
伍建设发展，多次召开市委常委会、市
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消防工作，解决
重大消防事项。我市消防工作在各方
关心、支持下，在改革发展信念、队伍
建设活力、攻坚打赢能力、火灾防控形
势、综合保障水平和作风形象建设上

实现了跨越发展，取得了喜人成绩。
2022 年，在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执勤岗
位练兵比武中，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
获得全省第一名。这是继 2021年该支
队获得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执勤岗位练
兵比武第一名之后再次夺冠。目前，该
支队是全省 19 个支队中唯一连续两年
获得全省第一名、连续三年获得练兵比
武“先进单位”称号的单位。4 年来，该
支队多次被总队评为“先进支队”“安全
工作先进单位”“执勤训练先进支队”，
累计有 10 余个集体和 90 余名指战员
受到市级、省级及以上表彰。

执勤队站增加至24个

4 年来，我市围绕消防队站全覆盖
要求，大力开展执勤队站建设工作。
目前，全市执勤队站由 2019 年的 19 个
增 加 到 24 个 ，8 个 消 防 站 正 在 建 设 ，

“三站合一”项目已全面投入使用。
基层建设一张图，调度指挥一张

网。目前，“一队一中心”建设成效初
显，建成投勤全国重点乡镇专职队 7
个、一级乡镇专职队 2 个，全部纳入全
市消防调度指挥体系；消防安全服务
中心实体化运行，110 个乡（镇、街道）

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履职，消防安全力
量全面覆盖城乡的格局已经形成。

抢救被困人员3699人

4 年来，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全面
加强化工、高层等专业救援队伍建设，
开展恶劣环境下复杂灾害的模拟处置
训练，不断提高灾害事故处置能力。全
市火灾四项数据 4年来逐年降低，连续 8
年未发生较大以上火灾事故。

4 年来，我市消防救援队伍共接
警出动 19502 次，参加扑救火灾 7475
次 、 抢 险 救 援 6281 次 、 社 会 救 助
5476 次，抢救被困人员 3699 人，抢
救财产价值 5.9亿元。

“ 站 在 训 词 四 周 年 新 的 起 点 上 ，
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将坚守初心、坚
定前行，革弊鼎新、整装出发，随时
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为许昌市
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为推动城市高质量跨越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支
队长王忠强表示。

发布会上，许昌市消防救援支队
负责人分别就火灾形势、消防宣传月
活动等回答记者提问。

改革转制 4年

我市消防救援工作交出高分答卷今年 7 月，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被确定
为全省唯一的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试点单位，
试点任务落地的基础在于近年来我市先后承接
的各类土地改革事项：全国土地二级试点改革
试点、全国土地储备资产负债表编制试点、全
省 土 地 利 用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 全 省 百 园 增 效 试
点，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中的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大储备机制体制改革
等改革实践提供了多份“许昌样本”，“许昌实
践”“许昌经验”叫响省内外。

近日，计划投资 70 多亿元的沙陀湖调蓄工
程项目用地预审顺利通过自然资源部审批。作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南水北调
中线调蓄而实施的战略性备用水源工程，沙陀湖
调蓄工程项目拟永久征地 11063.45 亩，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 6597.153 亩。今年以来，许昌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充分运用“智能智报”机制，加大对县
级土地报批的指导力度，实现“组卷智能化”“材
料模板化”“审查自动化”和“补正规范指导化”，
进一步提升了用地报批工作质量和效率，为加快
该项目落地作出了自然资源贡献。这些，仅仅是
我市土地改革工作的一个缩影。

一场改革持续释放红利

2018 年 1 月 ，国 家 机 构 改 革 的 步 伐 还 未 迈
开，当时的许昌市国土资源局却受到了来自全省
的热切关注，原因是一场以“大三块地”为内容的
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自 2015 年起，国务院在全国 33 个试点县推
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宅基地制度改革。许昌市在统筹考虑了全市实
际情况后，决定自我加压、大胆突破，将“三
块地”改革范围扩大为以城镇建设用地、农用
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为主阵地的全市土
地 利 用 综 合 改 革 。 这 样 的 突 破 被 形 象 地 称 为

“大三块地”改革。
为什么要自我加压、大胆突破？这要追溯到

2018 年以前。“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缓慢、耕地保有
量突破省定目标、耕地占补平衡依靠异地购买补
充”三大难题困扰了许昌多年。土地出让收入常
年保持在 60 亿元左右难以突破，全市耕地保有量
自 2012 年起就一直处在省政府下达的耕地保有
量红线之下，耕地缺口近 1.1 万亩，全市共拖欠向
省里借用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和新农村建
设周转指标 9000 亩，当时的省国土资源厅要求
2018 年年底前必须归还到位。“这三大难题就像
三根尖刺，扎得我们夜不能寐。我们务必有所作
为，啃下硬骨头，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时任许昌
市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的刘林波拿出了他
作为军人时的魄力和担当，上阵指挥。

改革决心要强硬，改革过程却要保持足够
耐心。开展土地利用综合改革是一个渐进过程
和系统性工程，当时的许昌市国土资源局坚持
统筹谋划，分类实施，稳步推进。针对城镇规
划区内建设用地，许昌市通过实施整体开发，
锁定区域地块，科学调控土地供应节奏，形成
了良性的竞争市场，为百城提质、化解政府财
政 风 险 提 供 超 百 亿 元 资 金 支 持 。 针 对 农 村 耕
地，许昌市在鄢陵这个全省试点开展了农用地
集中整治大会战，创造了台田式整治、群众承
包式整治、招商承包式整治、对土地复垦整治
费用进行补助等模式，并在全市推广经验，迅
速在全市掀起了宜耕后备资源整治热潮。针对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许昌市通过稳步推进“空心村”专项整治、大力推进
工矿废弃地开发利用、加强土地指标交易管理等手段，打通了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的土地资源资产资本转化路径。

一石激起千层浪。通过综合施策，开展多模式、多路径的探索实践，
“大三块地”改革在全市显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和拓展空间：市级土地收
益突破百亿元，全市耕地保有量首次达到省定目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实
现市域内平衡。

2018 年年底，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许昌市国土资源局的牌子被历
史珍藏起来，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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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记 者 杨 红 卫 通 讯 员 杨
国喜 常瑞）县域人才怎么引？企业技
术难题怎么解？近日，鄢陵县委人才
办联合鄢陵县科工局出台了《鄢陵县

“421”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柔性用才
“ 揭 榜 挂 帅 ” 实 施 方 案》， 在 全 县
“421”产业体系相关领域优先布局，
切实以需求为牵引，以结果为导向，
鼓励引导各类优秀人才到鄢陵县开展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成果转化，
助力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服务经济高
质量发展。

能者揭榜，智者挂帅，解决“谁来
干”的问题。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的柔性引才理念，打破重点项目对
参与者的身份限制，对揭榜单位无注

册时间要求，对科研团队负责人无年
龄、学历、职称要求，坚持“能者上、智
者上、谁有本事谁干”，营造“不拘一格
用人才”的良好氛围。严把项目关口，
提出“五进五不进”要求，建立项目正
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使项目更加有效、
更富活力。鼓励优秀人才（团队）与企
业、项目单位签订“军令状”，倒逼优秀
人才（团队）发挥作用，力争 2-3 年产
出一批阶段性重大科研成果，推动企
业做大做强。

聚焦产业，立足实际，解决“干什
么”的问题。紧密结合鄢陵实际，以

“421”产业体系相关领域为重点突破
方向，围绕纺织卫材、家居板材、建筑
园林等传统产业，文旅、康养等特色产

业，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领
域，调动企业、科研院所等社会创新力
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成
果转化。“榜单”聚焦企业真需求，让有
心揭榜的科研主力军瞄准实际问题，
拿出解决方案，让前沿技术活起来、专
家学者动起来，从谋求发论文到解决
真问题，助推项目落实落地。

互利互促，双向奔赴，解决“怎么
干”的问题。企业“求贤若渴而不得”，
科研单位“宝在深山无人问”，通过“揭
榜挂帅”平台，双方可实现精准有效对
接。“揭榜挂帅”项目以技术攻关和成
果转化两类为主，技术攻关类项目主
要由县内需求企业“出题”，政府“发
榜”，人才“揭榜”，开展技术攻关；成果

转化类项目主要由科研单位发布重大
成果，政府“发榜”，需求企业“揭榜”，
进行成果转化，以此实现人才招引由
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形成“人
才+科技+项目+资金”的互动生态。

事后补助，结果为先，解决“怎么
奖”的问题。鄢陵县坚持把取得实效
作为重要考核标准，采取事后补助政
策，健全验收评价机制，让科研人员从
竞争拿项目到竞争拿成果，确保财政资
金安全和使用效益。加强组织监管，合
理构建项目管理工作流程，明确需求征
集、需求论证、发布榜单、揭榜申报等
环节，保证程序严密、过程透明、结果
公开，营造人才公平发展环境，打造近
悦远来的人才聚集洼地。

鄢陵县

“揭榜挂帅”开新局 助力核心技术攻关

11 月 10 日，龙岗发电公司
专业技术人员对许禹供热长输管
线供热首站设备进行再检查、再
调试，确保供热季机组运行持续
稳定。

签约摄影师 叶剑飞 摄

●共接警出动 19502次，参加扑救火灾7475次

●抢险救援6281次，社会救助5476次

●抢救被困人员3699人

●抢救财产价值5.9亿元

4年来，我市消防救援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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