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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创新高地”是这样炼成的
据《人民日报》9月15日报道 40 年迎着改革开

放大潮激流勇进，40 年不断创新体制机制瞄准世界

前沿做强基础研究，如今的合肥，一批国家实验室及

大科学装置全面启动，一批重大前沿及产业创新平台

加快建设。去年 1 月，继上海之后，合肥获批成为第

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科大、中国电科第38

研究所、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一批科研院所

相继搬迁或落户合肥。“基础研究”的威力几十年后渐

渐释放。对需求紧迫的产业化项目，合肥市通过项目

筛选入库的形式，开展与中科院驻皖机构等大院大所

合作，促进成果落地，加大产学研融合，也帮助科学家

补足资金、市场对接等短板。

合肥出台政策，凡在肥企事业单位培养国家级

高层次人才专家，市财政给予专项配套资助；创新编

制岗位管理，支持科学中心用人单位设立特设岗位和

流动岗位柔性引进人才，不受岗位总量、最高等级和

结构比例限制。

煤气罐被大火烤得滚烫

民警冲进火海拎出“炸弹”
星报讯（王可海 记者 徐越蔷）9 月 13 日，舒城

县公安局张母桥派出所民警从火场中徒手拎出滚烫

煤气罐的壮举，感动了当地群众。

当日 8 时 33 分，舒城县公安局张母桥派出所民

警接辖区居民报警称：其家里房屋失火。到达现场

后，民警发现报警人家的屋顶冒着滚滚浓烟，火借风

势向四周蔓延，整个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可能，相邻村

民房屋处于危险中。民警疏散现场人员，确定房屋内

无人被困后，立即铺设消防水带对火势进行控制。此

时，在救火过程中，细心的民警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安

全隐患：房屋内还有一个煤气罐在厨房里，随时有被

引爆的危险！

考虑到周围群众及住户的安全，民警王展、辅警

周常春等人当即要求大家迅速往后撤离，远离危险

源。他们却不顾自身安危，一头冲进了屋里，迅速将

煤气罐拎了出来。大伙发现，被拎出来的煤气罐罐身

已经被大火烤得发烫，如果再晚一点处理，后果将不

堪设想。

“中国成语典故之城”淮南授牌
星报讯（记者 吴传贤） 9 月 15 日，“中国成语

典故之城”淮南授牌仪式在山南政务中心举行，这为

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淮南又添一张亮丽的“国字

号”文化新名片。

淮南是中国成语典故古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常娥奔月，女娲补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

些都收录在千古奇出的《淮南子》及寿州古城等的典

故之中，让人耳熟能详。为了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

助力城市转型，淮南市从 2016 年开启申报中国成语

典故之城的一系列的组织宣传筹备工作，于 2017 年

11月正式申报，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淮南被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正式命名为“中国成语典故之城”。

淮南豆制品展销会即将华彩揭幕
星报讯（周玲 记者 吴传贤） 9月21日，2018淮

南豆制品展销会将揭开大幕。作为豆制品方面的专

业展会，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产业发展”为主题，各

项活动都是立足淮南，面向全国，开放性很强。

今年展销会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拓展也有创新，

开幕式、淮南豆制品展销会、淮南市招商推介及项目

签约、淮南市豆制品产业发展座谈会、银企对接会、农

企对接暨电商座谈会、中国淮南豆腐菜（宴）展示、群

众健身操及文化展演，各项活动相互呼应，彰显了今

年展销会的特色和亮点，也全面展示淮南打造内陆开

放新高地的开放胸怀和风貌。

开栏语 2018年的秋天，有一个属于农民、属于“丰收”的节日——今

年9月23日是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以节为媒，释放情感、传承文化、寻找归

属。春华秋实，收获属于每一个努力付出的人。田野里、果园中，满目金黄，瓜

果飘香，这是对生活在江淮大地上辛勤劳作的农民朋友们最好的回馈。在首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本报今日起推出“秋收看农事”专栏，报道我省各

地秋收进展，大家一起庆丰收、晒丰收、话丰收，共享丰收的喜悦。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时值九月，蒙城县

“三秋”大忙已经拉开帷幕。在该县乡村田间地

头，玉米收割机及各类运送玉米的农业机械络绎

不绝，到处是一片机器轰鸣的繁忙秋收景象。

在立仓镇成片的玉米地上，收割机不停地

“吞”着金灿灿的玉米秸。看着机器摘穗、剥皮、

脱粒，村民们的脸上笑开了花儿。“前些年，秋收

秋种都是全家老少齐上阵，又累又麻烦。”罗集社

区的村民胡百新笑着说，以前他家收玉米都是用

手掰，十几亩地至少用一周才能收完，现在十几

亩地两三个小时就割完了，割得还净。

转变是从使用农机开始的。“现在国家的政

策越来越好，农民购买农机还有补贴费用，乡亲

们都用上了农机。”胡百新说，上个月，立仓镇还

组织农机专管员到村里走访，对农机进行检修、

保养、调试，加大了对农机手的培训力度，提高了

大家伙的安全生产意识。

“正常收割的话，割台摘穗辊离玉米棒以下20

厘米，这样能保障玉米收获的效率，提高收获的干

净程度。”胡百新比划着，俨然一副专业农机手的模

样。“用起来简单得很！不仅省力，而且省心哩！”

通过实现玉米机械化收获，不仅大大减轻了

农民劳动强度，还能实现环保和再生。据介绍，农

机收割过的地块，秸秆全都粉碎还田。只有少部

分地块的地头和拐角处，因为无法用收割机收割，

只能人工收割，才出现了躺在田间的秸秆。“现在

村民的环保意识都提高了，能粉碎的都还田，不能

粉碎的都离田，村里的沟边、路边都会清运干净。”

在立仓镇，像胡百新这样技术娴熟的农机手

不在少数。截至 9 月 14 日，该镇种植玉米面积

134997.5 亩，收获 7331 亩，其中人工收获 1011

亩，机械收获6720亩，投入机具221台，秸秆还离

田6360亩，投入机具186台。在这片肥沃的土地

上，现代化的农机正“大展身手”，确保颗粒归仓。

星报讯（记者 张亚琴） 日前，在安徽省图书馆和

合肥市图书馆内同时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从上

午 10 点起，220 名选手同读一本书《我的同事是 AI》。

其中，选手年龄最小的仅 15 岁，最大的已有 54 岁。原

来，这是由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和阅

读马拉松组委会共同主办，长三角地区四省市21家公共

图书馆联合承办的“2018 长三角地区阅读马拉松大赛”

安徽赛区现场。此项活动也是安徽省“第五届文化惠民

消费季”的组成活动之一。

此次阅读比赛，参赛者需在6个小时内读完一本新

书，并完成一份考卷，选手完赛后系统将自动计算出答题成

绩并与阅读时间进行累加，最终总成绩以阅读速度分和阅

读质量分相加确定。本次比赛的特点之一还在于，选手需

在网络报名过程中自由组队，以5人小组的形式组团参赛，

最终环节既有个人成绩的排名，也将计算团队总成绩。

安徽省图书馆馆长林旭东表示，无论输赢，选手们都

展示了个人高尚的精神追求。大家通过阅读马拉松的比赛

而共同携手，向社会展示了阅读的魅力，体验推广阅读的感

受，让更多的人了解阅读、参与阅读、享受阅读，从而推进全

民阅读，建设书香安徽。这才是此次比赛的意义所在。

据了解，活动报名自 8 月份开始就火爆异常，共有

700余人报名，组委会通过后台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了

参赛名单。最终，李冬冬、陈玲 、胡笳分获个人阅读质

量奖前三名；阅动青春、马拉五环、Yu Lab 探索未知小

分队分获团队成绩前三名。

星报讯（记者 祁琳） 今年 105 岁的彭秀英老

人，是界首人，精神矍铄，多才多艺，耳不聋眼不花，说

话声音响亮。特别爱好打麻将和剪纸绣花，性格上通

情达理，是名副其实的老寿星。

解放初期彭秀英老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抱着要使

全村人都有吃的有穿的宗旨，带领群众积极投身新中

国的建设之中。正是此优良传统的传承，她教育子孙

就要为人民服务，处处为他人着想，这才踏实。老人

虽不识字，没上过一天学，但她通情知理，为人处世，

教育子女从不含糊。老人平时有两个爱好，打麻将和

剪纸绣花，看百岁老人打麻将，是界首街头巷尾争传

的一件趣事。在家中打麻将，老人更是乐此不疲，直

打到87岁的大女儿和80岁的二女儿直喊吃不消这才

罢休。老人说，打麻将可以锻炼脑子，只要不是赌钱，

纯娱乐何乐而不为呢。

而这位百岁老人让人称道的一面是，现在老人还

能用一张红纸、一把剪刀，顷刻间变成惟妙惟肖的蝴

蝶、牡丹花、猴子敬仙桃等一幅幅剪纸作品。另外穿

针引线、剪布扎花也不在话下，老人现在还想着做一

些作品，送给玄孙们。

说起养生，彭秀英老人最有发言权了，老人平时自

我约束，再好吃的东西都不会多吃一口，生活简朴；大

事看开，小事看透，不顺心的事不往心里记。老人和蔼

可亲，慈眉善目，一辈子没有跟人发生过口角。

农机助秋收 农民笑开颜

“阅读马拉松”首次安徽开赛

百岁老人爱打麻将 爱剪纸绣花

□ 中央媒体看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