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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斌在致辞中表示，南京滁州两市地域人

文相近、创新要素互补。学校与滁州市具有良
好的合作基础和独特的合作优势，在人才协同
培养、技术协同攻关、成果协同转化、事业协同
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并将建立
深层次战略合作关系。期待校地双方以更足
的干劲、更大的力度进一步深化校地双方交流
合作，促进教育链人才链和产业链创新链的有
机衔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进高质量发
展全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活动中，许继伟、姜斌共同为滁州市“新
时代人才强市合伙人”揭牌，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周文芳作滁州人才发展环境推介，南
航校友代表分享来滁就业经历。

在随后召开的校地合作座谈会上，许继
伟说，滁州与南航合作由来已久，基础良好、
成果丰硕。此次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
绕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等资源融合发展，进
一步完善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
层级，必将为滁州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当前，全市上下
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
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
署要求，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最大机遇，高
标准建设长三角区域性现代化城市，高水平
打造长三角新兴产业聚集地，加快打造安徽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极。奋进新征程，滁州
迫切需要更多高素质人才支撑、高水平创新
要素支持。希望双方搭好平台、建好桥梁，进
一步深化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
业赋能等领域合作，特别是围绕商业航天、低
空经济、空天装备等新兴产业，充分发挥滁州
区位、产业、资源等优势，用足用好南航学科、

人才、智力等优势，合力建设航天航空研创基
地，携手打造长三角校地合作、协同创新的典
范。诚挚邀请南航的专家教授和青年学子常
到滁州走一走、看一看，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出宝贵建议，更希望南航积极帮助我们
引才引智，鼓励更多科研成果在滁州转移转
化、动员更多优秀学子到滁州就业创业，实现
校地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在介绍了校地合作情况后，吴劲表示，多
年来，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心支持下，校地
双方建立了深厚友谊，推动研创基地加快建
设、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产教融合加快推进，取
得了丰硕成果。南航创新资源集聚、科研实力
雄厚。校地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双
方合作开启了新篇章。下一步，希望双方抢抓
战略机遇，深化航空航天等领域合作，推动高
标准建设航空航天研创基地、高质量抓好科技
成果转化应用、高水平构建引才引智工作机
制、高效率推进合作事项落地落实。

姜斌表示，南航和滁州历史渊源深厚、合
作关系密切，双方在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
化、创新载体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
下一步，希望双方能将合作内容一项一项研
究细化，以钉钉子精神推进落实，以实际行动
和实在成果为长三角一体化和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现代化建设全局贡献校地双方的智
慧和力量。

活动前，与会人员考察参观了南航校史
馆、直升机动力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座谈
会上，校地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进行了
技术转移服务协议签约与“揭榜挂帅”关键技
术项目合作签约。当天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
中，我市共组织了 70 多家企业参加，提供了
1000多个优质岗位。

2024年滁州市招才引智高校行走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国务院印发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13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
有何重大意义？有哪些重点任务？如何保障行动
方案有效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回答
了记者的提问。

问：行动方案出台有何背景和重要意义？
答：党中央、国务院着眼于高质量发展大局，

作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重
大部署。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和人口大国，2023 年，工
业、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投资规模约4.9万亿元，
随着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设备更新需求会不断
扩大，将是一个年规模 5 万亿元以上的巨大市
场。同时，2023年底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3.36亿
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保有量超过 30 亿
台，汽车、家电更新换代也能创造万亿元规模的市
场空间。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可
以推动先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使得高质量耐用
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既能促进消费、拉动投
资，也能增加先进产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促进
节能降碳、减少安全隐患，可以说，既惠企、又利
民，一举多得。

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哪
些重点任务？

答：行动方案对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作出了全面部署，重点将实施设备
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
四大行动。

一是实施设备更新行动。重点聚焦工业、农
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7大领域，围绕

节能降碳、超低排放、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智能
化升级等方向，推进重点行业设备更新改造。结合
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分类推进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支持交通运输设备和老
旧农业机械更新，推动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设备
更新升级，带动更多先进设备的生产和应用。

二是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开展汽车、
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以旧换新，促进汽车梯次
消费、更新消费，组织开展全国汽车以旧换新促销
活动，依法依规淘汰符合强制报废标准的老旧汽
车。畅通家电更新消费链条，鼓励支持消费者以
旧家电换购节能家电。通过政府支持、企业让利
等多种方式，支持居民开展家装消费品换新，鼓励
企业提供价格实惠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多样化消
费需求。

三是实施回收循环利用行动。落实全面节约
战略，完善废旧产品设备回收网络，加快“换新+
回收”物流体系和新模式发展，提升再生资源回收
便利性。支持二手商品流通交易，加强信用监管，
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序推进再制造和梯次利用，
鼓励对具备条件的废旧生产设备实施再制造。推
动资源高水平再生利用，持续提升技术水平，推动
再生资源加工利用企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

四是实施标准提升行动。用好标准这个“指
挥棒”，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产业发展实际，统
筹考虑企业承受能力和消费者接受程度，加快完
善能耗、排放、技术标准，强化汽车、家电等大宗消
费品产品技术标准提升，完善绿色设计标准、再生
资源回收等标准，推动更多中国产品设备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问：如何推动行动方案有效落实？

答：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
面，加大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力度，强化用
地、用能等要素保障和科技创新支撑，深入实施四
大行动。

一是组建工作专班。按照行动方案部署，国
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有关部门建立工作专班，
推动落实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协调解决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加强协同配合，强化央地联动，形成工
作合力。

二是制定落实方案。各有关部门将陆续制定
出台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设备更新换代、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设备更新、交通运输设
备绿色低碳转型、农业机械设备更新、教育领域设
备提升、文旅设备更新提升、医疗卫生领域设备水
平提升、淘汰落后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装备等领域
的具体政策或规范，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办
法和标准提升行动具体方案，不断完善配套措施。

三是完善政策支持。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
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等各类资金支持重点领域
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废弃产品回收循环
利用。完善对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
设备以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税收支持政策。优
化金融支持，发挥好再贷款政策、制造业中长期贷
款等各类金融工具作用，引导银行机构合理增加
绿色信贷。

四是强化创新支撑。聚焦长期困扰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产业基础、重大技术装备“卡脖子”难
题，积极开展重大技术装备科技攻关。完善“揭榜
挂帅”、“赛马”和创新产品迭代等机制，强化制造
业中试能力支撑，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3月 14日电（记者刘诗平
张晓洁）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14日表示，我国
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科学
推进实施以南水北调工程为代表的重大跨流
域、跨区域引调水工程，全国水利工程供水能
力超9000亿立方米。

刘伟平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国家
水安全保障进展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说，10年
来，我国治水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

历史性变革。其中，加快国家水网建设，促进
了水资源与人口经济布局相均衡。

据介绍，10 年来，我国加快推进灌区建
设，新增改善灌溉面积约3.6亿亩，新增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约 1.5 亿亩，耕地灌溉率达
55%，为粮食丰收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推
进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如期全面解决1710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达到90%。

我国水利工程供水能力超9000亿立方米
4至 9月为我市雷电频发期，为做好雷电灾

害防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
害防御条例》、《滁州市雷电灾害防御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现通告如下：

1.雷电防护装置业主单位应当履行主体责
任。雷电防护装置使用、维护、产权单位应当主
动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
进行定期检测，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做好日常维
护，设置防雷安全标志。

2.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应当规范开展检

测活动。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应当在取得资
质次年起 4月 1日至 6月 30日，通过全国防雷减
灾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填报年度报告，接受监督管
理。从事危险化学品企业、易燃易爆场所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的机构须具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甲
级资质。

3.依法依规履行防雷安全监管责任。负有
防雷安全监管职责的气象、住建、教体、交通、文
旅、水利、电力、通信等部门要依法履行所属行
业、领域防雷安全监管职责，督导雷电防护装置

安全重点单位落实定期检测制度，消除雷电灾害
安全隐患。督促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规范检
测行为。

4.违法行为举报和雷电灾害信息报送渠
道。一旦发生雷击事故或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相
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与市（县）气象部门联系，
气象部门将给予大力支持。雷灾报送及投诉举
报电话：0550-3081134。

滁州市气象局
2024年3月13日

关于做好2024年度滁州市防雷减灾安全工作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