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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家里只有两亩地，

妻子陈秀平又因为腿部残障失去劳动能力

……对家住固镇县连城镇澥河村的吴建夫

来说，如今吃穿不愁、儿子还读得起大学的

生活状态，是自己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2004年一场大水把家里唯一的土房给

淹了，当时真的以为一家人得上街要饭

了。”64岁的吴建夫唏嘘着说。

老吴说，是政府一项项的民生举措让自

己有了指望。“先是政府给盖了房，一家人

有个地儿住。后来开始搞民生工程，什么

发低保金啊，残疾人补贴啊，看病给报销

啊，够60岁给发养老金啊，我家受到的照顾

越来越多，前年孩子上大学也是政府给想

了办法。”

在这座城市里，像吴建夫家一样受益于

民生工程的人还有千千万万。打开蚌埠的

“普惠民生图册”：项目从最初的12个扩容

至45项，7年累计投入资金159亿。这些数

据，无不让人感到蚌埠政府的“民生分量”。

普惠民生 呵护万千百姓每一个细节

汇聚发展正能量
在社区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的尤福华，

已经经历了四次社区规模调整。

2012年，蚌埠成为继铜陵之后，省内第

二个开展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城市。作为

蚌埠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工作试点区，尤

福华所在的禹会区将原有的5个街道全部

撤销，将22个社区整合为9个社区，每个社

区约6000户、2万人。

“万人大社区和撤街并居的改革之举，

旨在通过减少管理层级、构建新型社区管理

体系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社区组织人

员配置，大力推进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强化

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尤福华对蚌埠实施

“大社区计划”的意图十分认同，她说，“方便

群众，造福群众，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当是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风向标２ 用“底线思维”追求最好结果
记者：改革为发展孕育土壤，改革也给群众带来活力和希望。在新一轮改革大潮中，蚌埠将如何

作答“社会管理”这道改革题？

周春雨：“小政府、大社会”是社会管理改革的方向，近些年，蚌埠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认

为，对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有利的事情，都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妨碍科学发展、转型发展的思想观

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都要坚决地破、坚决地改。

记者：对老百姓来说，如何共享改革成果，提升幸福指数，或许是他们最关注和最关心的。

周春雨：“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我们坚持用发展为蚌埠赢尊严、发展为群众增福祉的“底线思

维”，扎实开展每一项惠及民生的重大改革。

今夏汛期来临，年过六旬的陈玉英不用再像

往年那样犯愁：“过去住在淮河堤坝下的棚户房，雨

下大了桌椅棉被都泡在水里。”她说，受益于蚌埠进

行的棚户区改造，一家人已搬进两室一厅的楼房。

随着蚌埠市安居工程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越

来越多住房困难家庭搬入新居。芦宝成家几代人

都是地道渔民，生在河上，长在河上。在蚌埠渔民

上岸安居工程政策的推动下，他和不少渔民一样，

告别了世代居住的渔船，住进了安置小区，结束了

“水上漂”的生活。目前，蚌埠市正在统筹解决渔

民户籍、子女上学和医保、低保养老、生活困难救

助等社会保障问题，提高专业渔民的生活质量。

自2010年开始，蚌埠市委、市政府紧紧抓住

列入“省棚户区改造试点城市”这一契机，把棚户

区和城中村改造作为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积极

探索总结出“六有模式”，在全国广泛推广。

截至2013年6月，基本完成了第一轮棚户区

改造目标任务，共改造集中连片棚户区96个、住

宅690万平米，改造城中村23个、住宅260万平

米；安置房竣工或基本竣工486万平米，3.1万户

已回迁安置、实现“安居梦”。

“大规模推进新一轮棚户区改造，是市情所

定、群众所盼、政府职责所在。”蚌埠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表示，将力争2016年在全国率先完成

连片棚户区的改造任务。据悉，在今年启动的新

一轮棚户区改造中，蚌埠的立足点将更高，不仅

着力解决群众住有所居问题，还将更注重城市功

能的提升和人居环境的优化。

创新“棚改模式”开启“幸福之门”

改革社区管理 重启“服务模式”

改革风向标3 用“问题导向”呼应群众期待
记者：改革是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您认为蚌埠在这一轮全面

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主要落点是什么？

周春雨：无论什么时候，改革的终极目标里，都必定包含“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

人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生活”这一条。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做到“有的

放矢”，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满足群众期待。

记者：蚌埠市提出“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

作为第一标准”，从这点可以看出，蚌埠在为民服务工作上是下了大决心的。

周春雨：群众在我们心里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当前，蚌埠正处

在全面转型、加快发展、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返全省第一方阵

的目标，需要全市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和为之奋斗，这就要求我们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

为民的理念，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自觉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

上依靠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目标上造福群众。

在安徽航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凯的创业守业生涯里，2010年12月7日

是一个被深刻铭记的日子。就在那一天，

他用医疗器械产品的专利权，从徽商银行

兑换来500万元的“真金白银”。而他本人，

也成全市“尝鲜”专利权质押贷款第一人。

专利权质押贷款是蚌埠市利用合芜蚌

自主创新改革试验区政策，结合中小企业

融资难、贷款难现状，积极探索、突破瓶颈

的创新之举。为了支持、服务实体经济发

展，蚌埠除了创新专利权质押等融资新政，

开展“金融服务进百企”外，还特别制定了

促进经济平稳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和促进民

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双40条”实施意见。

向制度创新要红利，让“有形之手”保

驾护航，各种要素有效保障，蚌埠为实体经

济撑起了一片晴空，同时也汇聚了风劲帆

满行稳致远的蚌埠力量。

融资新政 撑起实体经济一片晴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