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界时新世界时报报2021年9月24日

NEW WORLD TIMESNEW WORLD TIMES
52网络文摘

安徽正在成为“顶流”：存在感强，声音越来越大
安徽，正在成为“顶流”。
一位上海来安徽挂职的干部说：“安徽

的形象不一样了，安徽的干部越来越自信
了。”

一位江苏的专家说：“安徽现在抓了一
手好牌，未来很有可能会打出‘王炸’。”

一位浙江的媒体人说：“安徽的显示度
越来越亮了，辨识度越来越高了，涌现出很
多带有安徽标记和符号的新形象。”

一位知名企业的董事局主席说：“错过
浦东、错过深圳，现在决不能错过安徽。”

一向在外地人印象中略显低调的安徽，
突然好评如潮，怒刷存在感。

存在感强，意味着安徽声音越来越大，
有鲜活的吸引力，这也释放出一个极为强烈
的信号：安徽发展的气势起来了！

厅长的PPT
说到安徽当下的气势，先从一场会议说

起。
前不久，安徽省政府召开第五次全体会

议暨加强十大新兴产业“双招双引”高质量
推进“三地一区”建设会议。

这本是一场谈观点、谋对策、提建议、作
部署的工作会议，但参会者发现，会议的形
式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

厅长汇报工作，直接采用 PPT演示，在
有限的时间内，通过大量的图表和数据，将
丰富的专业内容通俗易懂、生动有效地呈现
在所有参会者面前，专业水平和专业化能力
得以充分展现。

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

16地市市长在分会场同步参加。主会场和
各市分会场，均邀请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人
工智能等十大新兴产业的部分龙头企业、商
协会、金融机构和专家学者参加，大家坐在
一起激荡思维。

这同样也很少见。
两个很少见，带给与会人员一种全新的

体验，用一句与会者的话说：“这种会，开起
来很过瘾，开完后很享受。”

为什么过瘾、享受？
因为做事专业。汇报工作不再是泛泛

谈一些概念和要求，而是多了“几把刷子”，
突出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从落实
的角度讲清楚“怎么干”“谁来干”；开会不是

“闭门造车”，而是广邀大咖，善于“借脑”，广
纳群言。

安徽深知，谋划产业发展好比做一锅
饭，要把这饭做熟做香，既需要众人拾柴，也
需要讲究火候，更不能心急揭锅，要做到“紧
烧火，慢揭锅”。

安徽的“火候”有何讲究？
先是对十大新兴产业摸排分析，“吃干

榨净”政策，后又召开10次专题会议逐个研
究审定行动方案。每次省政府专题会，平均
用时超过 4小时，政府、专家、企业、商协会
齐坐一堂，开展头脑风暴，共同研讨十大新
兴产业发展和“双招双引”方案。其中，已有
100多位专家走进了安徽省政府的会议室。

这样就扎准了穴位，更加精准地理清了
每个产业的产业链构成、未来发展方向和安
徽的发力重点、实现路径，打通了发展新兴
产业从“是什么”到“干什么、怎么干”的实践
逻辑，为推动“多链协同”，塑造一个自带流
量的产业 IP大省，绘出了清晰的路线图、施
工图。

这就叫专业化：想到点子上，符合逻辑，
符合规律，手法、步法和打法更精准、更有
力、更高效，不再是“通过什么举措，实现怎
样的目标”，而是“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需要
做什么”，彻底摒弃传统的路径依赖。

同时，安徽已经成立由省领导挂帅的十
大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工作专班，带头学习
前沿知识，钻研产业发展规律，省市县协同，
省领导领着干，各地各有关部门挂图作战、

“按图索骥”，梯次展开、统筹推进，共同打出
“双招双引”的攻势。

“安徽发展新兴产业的氛围起来了！”多
位亲临安徽考察的企业家说。

平日里提起这些做法，人们脑海里首先
想起的肯定是经济发达地区，没想到现在在
安徽也能见到。以至于有人说，“安徽开始
像一个经济大省了，有了发达地区想问题、
做事情的影子。”

这并非场面话。一个地方环境好不好，
企业家最具发言权。

早餐会越吃越有味
“真是太有排面了!”
上个月，芜湖举办的一场“畅聊早餐

会”，引发广大网友惊呼。

原来是知名主播“芜湖大司马”受邀与
芜湖市委书记、市长共进早餐，并商讨芜湖
的未来发展以及网络文化宣传。

早餐会结束后，“芜湖大司马”和领导们
合影，更是直接“C位”出道，冲上了热搜，网
上阅读量破千万。

这一次，芜湖极其认真，立志把企业家
当“宝”，渴望重塑昔日创新创业的荣光。

自今年 3月底以来，芜湖已强势连续开
展20场“畅聊早餐会”，芜湖市委书记、市长
与近百名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面对面，吃
的是芜湖特色，谈的是发展干货，聚的是创
新动能，强的是发展信心。

在芜湖的带动下，铜陵、滁州、阜阳等安
徽其他地市很快也“吃”上了企业家早餐会，
并且越“吃”越有“味”，收获外界一片好评。

“早餐会”之所以备受好评，关键在于市
委书记、市长亲自出席，亲自倾听，亲自推
动。这与安徽全省上下正在推广的顶格战
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什么是顶格战法？就是由最终拍板的
人第一步就开始直接负责，顶格倾听、顶格
协调、顶格推进。

会见企业家，态度很重要。如果企业家
来了，按照“官职”安排会见，这无疑是一种
官本位思想。

而顶格倾听，是与企业家做朋友，直面
企业家的诉求。学会倾听，读懂企业家，就
是尊重市场、尊重企业家。

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发现，在会见的企业
家里，安徽省领导并没有严格遵循对等原
则，既有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董事长刘爱力，
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等央企负责人，也有
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蔚来汽车创始人李
斌、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郁亮等名企“大
佬”，还留下一些成长型企业的副总裁、副总
经理的身影。

“只要愿意投资安徽，愿意成为安徽发
展的‘合伙人’，安徽从上到下的‘一把手’们
都不难见。”一位多次来安徽考察的企业家
说。

见完企业家，企业有投资愿望，政府立
即协调对接，流程再造，越快越好。

这些年，尽管营商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但政府科层还是太多，有企业家反映，政府
机关真的是“庭院深深深几许”，一个问题按
照传统的行政层级走一遍，恐怕要等到“猴
年马月”。

而顶格协调，正是向这种低效的推进模
式“开刀”，对流程实施扁平化改造，不再层
层报批，直接报给负责同志，大大提升决策
水平和效率。

也就是说，如果一件事厅局长层面能够
解决，厅局长从一开始就要“顶格”；如果一
件事副省长层面才能够解决，从一开始就要
由副省长层面“顶格”。

最后一步，企业要落地，需要很多部门
的配合，推进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推诿扯皮的
现象。

而顶格推进，就是狠抓落实，协同作战，
构建统一指挥、分工协作、权责对等、协同高
效的落实机制，打通产业、行业、区县市、部
门之间的分隔，直接提高政府部门的执行
力。

一步快、步步快，效果的确很明显。今
年上半年，仅安徽省政府班子成员就会见联
系客商 270批次、2565人，对接已开工签约
项目 228个，投资额达 1700亿元，目前顶格
意识正拓展到省政府工作的各部门和领
域。只要觉得有需要，随时可以给省政府领
导“布置任务”。市政府出题，省政府要答
题；县政府出题，市政府也要答题。

顶格战法还有一层深意，就是在与企业
家的面对面互动中，安徽的“一把手”们能更
快发现营商环境的痛点、堵点。

因此，顶格战法表面上是一种“双招双
引”的方式方法，本质上却是一场营商环境
的改革，努力让企业家感到舒服舒心，呼唤
更多安徽“合伙人”。企业家舒服舒心了，就
会在企业家群体中形成“口碑效应”，这是

“千金难买”的区域形象营销。
一个地方，若企业家在此如鱼得水，如

果企业家能够人才辈出，那么这个地方一定
会成为财富的洼地、创新的高地、创业的福
地。成全了企业家，就是成全了安徽经济高
质量发展。

无论是厅长的 PPT，还是企业家早餐
会，都散发着经济发达地区的味道。安徽之
所以能有今天这样带流量的 IP标签，更多的
是源于合肥、长三角一体化以及区域格局上
的争先进位。

最佳形象“代言人”
安徽能达到今天的“顶流”，合肥起到了

关键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安徽的省会。
当然，外界都知道安徽，尤其是合肥的

创新很厉害，类似“告诉你安徽创新有多
牛!”的文章铺天盖地，也一度刷屏，创新之
于安徽的重要性早已是共识，这是安徽的

“遗传基因”和“金字招牌”，大家耳熟能详。
这里重点说合肥，因为合肥是安徽形象

跃升的最佳“代言人”。
合肥，本是一座并不起眼的省会城市，

却仅用20年时间，赶超了44座大城市，成为
中国城市经济格局中的最大“搅局者”。

如果说中国哪座城市最能代表一座城
的逆袭，合肥当之无愧！

梳理发现，合肥从 2000年之前的排名
全国 90 位左右，到 2020 年位居全国第 20
位，整整前进了70位！包括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省会城市在内的全国所有城市中，“黑
马合肥”是提升最大、最快的，没有之一！

合肥的冲劲，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好
似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今年 6月，河北省委的政策研究人员发
表了一篇万字长文，感慨两个出身相似的省
会城市，现在差距却如此之大。

2005年，石家庄、合肥分别排在全国城
市经济总量的第20位、第75位，当年合肥的
GDP尚不及石家庄的1/2。而在2020年的排
名榜上，合肥蹿升到了第20位，石家庄则退
至第38位；石家庄市地区生产总值为5935.1
亿 元 ，比 合 肥 的 10045.72 亿 元 相 差 了
4110.62亿元。

20年匆匆一瞬间，两地经济实力大反
转，成为合肥跃升的生动写照。

合肥一时风头无两，被外界认为是“最
励志、逆袭最成功的城市”。

一时间，江湖上到处流传着合肥的各种
传说：“最牛风险投资机构”“合肥，一座‘伪
装成城市的投行’”等一系列解读“合肥模
式”的文章，如潮水般涌来。

由此带来的是合肥产业形象之变，让外
界为之一惊，也让外界更多的人通过“新型
显示产业之都”“新能源汽车之都”“中国 IC
之都”记住了合肥，进而明显提升了合肥、安
徽的人文形象、区域形象。

城市营销也好，无心插柳也罢，这些能
完全代表“合肥模式”吗？

显然不能！“合肥模式”的本质，在于搞
活了关键的人，进而搞活了一座城。

这么多年来，合肥的干部队伍在干中
学，在学中干，磨出了一身真本领，练就了一
身真功夫，贴上了“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
的标签。

一位多次参与合肥发展规划研究的南
京大学区域经济专家发现，“合肥干部越来
越专业，越来越自信，完全可以与经济发达
地市的干部等高对话。”

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合肥的资本平台
招商。合肥干部到外地去招商，与企业家

“谈笑风生”，尽职调查、四线并进、产业布局
等娓娓道来，专业又不失幽默，经常能一语
破的点到企业家的兴奋点。

合肥还有一个可贵之处，不仅在资本招
商上很专业，在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上也是坚
守创新，“一张蓝图绘到底”。

以合肥的城市生命线工程来说，2016年
与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在全国率
先开干的时候，并不被人看好，甚至引来了
非议。但合肥不为所动，一锤接着一锤敲，
最终构建起“智慧安全城市”新业态，得到了
应急管理部高度肯定，并总结为“清华方案·
合肥模式”。

目前，安徽 16地市已与清华大学合肥
公共安全研究院集中签约，并在全国 300多
个地级市推广，迈出了“省会示范、辐射各
市、服务全国”的关键一步。

这就是合肥干部的专业、眼界和韧劲，
也正是一个地方最为稀缺珍贵的资源。但
如何将合肥干部的能力标签贴到全省的干
部队伍身上？安徽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谋
划。

眼下，安徽行动起来了，正在进一步放
大“合肥模式”，搞活关键的人。就在6月24
日，“万家企业资本市场业务培训专项行动”
正式启动。

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作出批示，省长王
清宪讲授第一课，7位在合肥的副省长悉数
出席，重视程度可见之高。

培训展开之迅速超乎想象。短短两个
月，就开展各类培训97场，累计培训企业近
5600余家、培训人员超 9200人次，懂资本、
用资本正在成为安徽干部的标配。

干部提升了资本能力，与企业家有了共
同语言，才能在同一个频道上展开对话，这
也是尊重企业家的具体表现。

资本力量搅动下的安徽，发出了轰轰烈
烈的声响。一时间，“市场的逻辑、资本的力
量”，成为干部干事、企业家创业的必备词汇
和见面“问候语”。

爆棚背后的“大势”
如果要寻找安徽变化的深层原因，合肥

固然不可缺，但第一个不可忽视的是长三角
一体化。

合肥的变化也得益于长三角，从这个角
度来说，是长三角一体化给安徽带来了最大
的流量。

自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
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以来，放眼全国，没有任何一个省，能比当下
的安徽，更有关注度和吸引力；也没有任何
一座省会，能比如今的合肥，更具话题感和
存在感。

借力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进入到一个
“顶流”省份的状态。

这种爆棚的流量，一方面得益于安徽和
合肥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正是得益于安徽
迎来了发展最大的“势”：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推动把安徽纳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亲
自擘画“三地一区”建设的战略定位。

从安徽东向实践来看，纳入长三角一体
化，就是安徽身份和标签的改变，颠覆的是
外界对安徽的固有印象和认知。

只要安徽能挤进长三角，想不发展都
难。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长三角是全国最具经济活力、开放程度最
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全球高
能级要素集聚地和资源配置中心。

通俗点讲，安徽加入长三角就是与经济
最强、最发达的省份站在一起，这个身份标
签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加入了长三角“朋友圈”，安徽就能直接
参与产业分工，对接大虹桥枢纽，联动上海
自贸区，借梯登高，借船出海，嵌入全球产业
链，有一种“大秤分金银”的感觉。

拿最直接的“钱”来说，安徽与沪苏浙已
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近年来，沪苏浙给安徽投入了数以万亿
计的资金。仅 2020年，沪苏浙在皖投资在
建亿元以上项目 3493 个，实际到位资金
7490.5亿元，占引进省外资金的一半，是沪
苏浙产业溢出的天然承接地。2021年上半
年，沪苏浙来皖投资实际到位资金增长
32.5%。

一位专家比喻说，“安徽加入长三角，好
比一个成绩一般的学生，加入了一个最牛班
级，周围都是成绩很好的学生，不仅会带着
他学，也会逼着他学。”的确，在长三角，安徽
是个子最小的一个，但是个子小，恰恰是长
大的空间。实际上，安徽也一直在自我加
压，强烈渴望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过去一年来，无论是安徽官方对标对表
沪苏浙，推动干部双向挂职交流，选派干部
跟班学习，还是民间的交流互动等往来，人
们心里念着长三角、口中讲着长三角、手上
抓着长三角，忙得不亦乐乎。

想要与强者共舞，必须让自己也成为强
者。这是发展的铁律，更是不变的真理。如
今的安徽，正在成为强者。

跻身全国第一方阵
实力决定地位，也直接决定了外界对一

座城、一个省的第一印象和态度。安徽能成
为“顶流”，最根本是来源于安徽的实力变
化。

盘点过去一段时间里区域经济的格局
演变，安徽堪称“现象级”。

第一次引人注目当属 2019年，安徽因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增加了 4004亿元的地
区生产总值，是上调增数最多的省份，成为
耀眼的“黑马”，刷屏一时，圈粉无数。

安徽也确实猛。
2021年上半年，安徽经济总量突破2万

亿，力压上海，冲进前十强，2021年有望突破
4万亿，挺进全国第一方阵。

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里程碑时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徽每次在讲完

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时，都会有一个转折性表
述：“但我省经济总量居中、人均水平靠后的
欠发达省情没有根本改变，发展仍是解决我
省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成为始终萦绕在安
徽人耳边的一句话，也让在外拼搏的安徽人
为家乡发展而焦虑。

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今天的安徽，不
能错过！未来的安徽，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