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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接了800多个电话找移植者
屈志国至今都记得，2008年9月28日，他被任命

为安徽省红十字眼角膜库主任，而在那时，人们对角

膜捐献的了解基本上还是零，鲜有人问津。
“经过宣传等前期铺垫工作，到了 2012 年，状况

稍微好了一些，每年大约有 2、3 例捐献的。”屈志国
说，之前有个23岁的小伙子不幸患上肾癌，希望在离
世后能将角膜捐献给儿童，让他们重回课堂读书，可
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后来，经过反复做工作，他的
家人终于理解了。

然而，回来查询资料后发现，希望被移植的患者
中并没有儿童，于是，屈志国发了一条微博，没想到一
天之内就转了30多万的阅读量，“发完微博的4天时
间里，我手机基本上都是插着电的，接了 800 多个电
话，好在最终角膜移植给了两个小姑娘。”

眼角膜库帮近200名患者喜见光明
之后，屈志国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宣传眼角膜

捐献，在他和各方的努力下，已经有 1000 多名志愿

者在《角膜捐献协议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做

出了庄严的承诺。

记者了解到，近五年来，眼库从“有库无眼”到实

现角膜捐献100多例，这些难得的角膜资源分配到各

大需要的医院，截止到目前，已帮助近 200 名角膜病

患者喜见光明。

“其实，角膜移植的过程不难，但前期和后期的工

作很难。”屈志国告诉记者，因为眼角膜移植有限定的

时间，从捐献者去世到移植完成夏天必须控制在6~8

小时，冬天则控制在12小时，所以他每接受一例捐献

都是争分夺秒。

在从事角膜捐献的过程中，屈志国也遭遇过不理

解，有的捐献者家属索要钱财，有的被捐献者因为心

理问题整夜睡不着觉，他都得及时干预，“希望能有更

多的人理解、支持并参与角膜捐献，为更多的眼病患

者带去光明和希望。”

“几年前，安徽眼角膜库基本上可以说是有库无眼，2012年，
每年最多只有2、3例角膜捐献，而如今，每年都有二三十例，这个
增长速度十分惊人。”1983年出生的屈志国早在2008年就被任
命为安徽省红十字会眼角膜库主任，他见证了眼角膜库的发展历
程。截至目前，这个眼角膜库实现角膜捐献100多例，已帮助近
200名患者喜见光明。 ▋刘冬梅 孙雨静 记者 沈娟娟

经济发展：
中部第四，高于江西、山西

安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7）指出，2016 年安
徽省在中部六省中排名第四，低于河南省、湖北省与
湖南省，高于江西省与山西省；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
综合比较可以看出，安徽省位于第 7 位，处于中游稍
偏后的位置。

2016 年安徽各地市经济发展，合肥、芜湖、马鞍
山、蚌埠的经济发展状况属于第一类，优势突出，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首位作用；滁州、铜陵、阜阳的经济
发展状况属于第二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特色优势比
较明显；宣城、安庆和亳州的经济发展状况属于第三
类，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游及中下游；池州、宿州、黄
山、六安、淮北和淮南的经济发展状况属于第四类，这
一类中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经济发展得分均较低。

安徽县域综合排名前十的依次为：肥西县、繁昌
县、宁国市、当涂县、肥东县、芜湖县、界首县、天长市、
临泉县、怀远县。

产业谋划：
皖北打造世界型制造业基地

安徽省产业发展基本结论是：合肥排名第一，其次
是芜湖、铜陵、马鞍山、蚌埠等地，然后是淮北、安庆、滁
州、淮南、池州和阜阳，排名较后的是宿州、六安、宣城、
亳州和黄山等地。安徽省产业发展环境排名靠后的是
亳州、宣城、淮南、池州、黄山等地。从产业发展能力指
标得分情况来看，合肥市产业发展能力遥遥领先于其
他地市，其次是芜湖市，然后是蚌埠、铜陵、马鞍山等
地，产业发展能力较低的地市有淮南、池州、宿州、亳
州、宣城等地。

皖北地区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形成了引
领皖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皖北地区特色的产业体
系，针对皖北发展，报告集中提出了皖北要打造世界
型制造业基地这一主题。

生态文明：
合肥、芜湖污染较为严重

安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报告指出，我省各地市生
态文明建设水平差异较大，与长江经济带省市比较较
为落后，得分较好的有浙江省和江西省，得分一般的
有上海、云南、江苏和湖南，得分较低的有贵州、四川、
重庆、湖北和安徽。在我省各地市排名中，皖南城市
排名最好，黄山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尤为突出；皖中城
市排名居中，但合肥排名较好。皖北城市排名普遍靠
后，蚌埠在皖北六地市中排名最好。

从典型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看，综合排名第一的黄
山市生态资源及生态环境遥遥领先其他城市，但生态
生活相对落后，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合肥市尽管生态
资源落后，但由于在生态经济和生态生活方面遥遥领
先其他城市，同时在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积极作

为，使其综合排名第二。从环境污染看，黄山、亳州、
滁州3个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较轻；铜陵、淮北、马鞍
山、淮南 4 个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显现；而快速
发展的合肥与芜湖环境污染状况较为严重。

劳动保障：
实现97.1万贫困人口脱贫

2016 年我省的登记失业率为 3.14%，低于全国
4.02%的水平。2016 年是我省扶贫事业取得重要进
展和突破的一年。2016年全省实现了97.1万贫困人
口脱贫、1077 个贫困村出列，扶贫对象识别准确率、
贫困人口退出准确率、帮扶工作群众满意度均较上年
有所提高。

安徽就业人口增加了，新增就业人口超额完成年
初制定的目标任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水平提
高了，但实际补偿比与世卫组织标准还有一定的差
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增加了，但是养老保
险待遇低，无法实现老有所养。

财政发展：
皖西、皖北扶贫压力偏大

受经济发展基础差异、经济发展潜力差异、贫困发
生率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合肥市人均精准扶贫财政资
金达到 5211.74 元，但安庆市、池州市、淮南市、宿州
市、六安市、阜阳市、亳州市、蚌埠市等市的人均扶贫支
出均未超过2000元，财政精准扶贫水平差异显性化。
另外一个角度看，安徽省区县人均财政精准扶贫支出
差异也十分显著。

整体上看，今后一段时间，安徽省皖西皖北的财
政精准扶贫压力总体偏大，省会合肥、马鞍山、铜陵、
芜湖等地的压力相对较小。

从“有库无眼”到帮近200名角膜病患者喜见光明

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报告出炉

皖北打造世界型制造业基地
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几何？ 皖北要打造世界型制造业

基地，安徽省产业发展指数，各地市的排名如何？又到一年一
度的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系列研究揭晓答案的时刻。6月10
日上午，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2017）新闻发布
会在合肥召开，本次发布会共发布了包括《安徽经济发展研究
报告》等9部报告，为安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仔细“把脉”、
建言献策。

▋李超 记者 任金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