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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菲

一、省先进集体预选名单
安徽大学新型量子功能材料研究团队

二、省先进工作者预选名单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历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孙金华 男 1962.06 汉族 博士研究生 无党派人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訾 斌 男 1975.11 汉族 博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舒新文 男 1982.08 汉族 博士研究生 九三学社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汪钟凯 男 1986.03 汉族 博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安徽农业大学林学与园林学院副院长、教授

潘海峰 男 1982.08 汉族 博士研究生 民盟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

学系副主任、合肥市卫健委副主任（挂）、教授

王 程 男 1981.10 汉族 博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

教育教研部主任、副教授

燕 燕 女 1969.01 汉族 博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淮北师范大学教授

刘 鑫 男 1966.02 汉族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皖西学院法学院院长、教授

赵昌恒 男 1968.12 汉族 硕士研究生 中共党员 黄山学院教授

王 春 男 1975.01 汉族 博士研究生 无党派人士 滁州学院地理信息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段文忠 男 1986.03 汉族 硕士学位 中共党员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学院副院

长、副教授

2022年高教系统省先进工作者和
先进集体推荐预选名单公示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年安徽省劳动模范、先进工

作者和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皖办明电〔2022〕3号）和省评模领导小组

办公室第一次会议精神，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接受公众监督，现将 2022年
高教系统省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推荐预选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2年
3月 24日至 3月 30日，自公示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所推荐预选名单如有异

议，请于3月31日前，以书面或电话形式与高教系统评模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

高教系统评模领导小组办公室地址：合肥市金寨路321号省教育厅

邮编：230061
电话：0551-62831805
电子信箱：wangyaqing@ahedu.gov.cn

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

2022年3月24日

时事·公示

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正值长江中下游地区春耕的关键时

节。

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沈弄村的“智慧芜湖大米”

生产示范基地，芜湖金晨蔬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军打

开手机里的“中联智农云”，教记者如何查看土壤墒情和肥

力。从以往的“手忙脚乱”到如今熟练地“云”上巡田、远程管

理、工厂化育秧，数字技能的掌控，让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

“田把式”多了一份从容和自信。

从“靠天收”到“慧”种田，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

一代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推广运用，智慧农业日益成为中

国新农人的“金扁担”。

“智慧农业让种田省时省力。水稻田里安装了物联网传

感设备和小型气象站，通过数据分析，不用下地就知道哪块田

要用多少肥，准得很！”汪军笑着告诉记者，利用数字化和机械

化，每亩水稻的种植成本至少节省了 50元。今年春耕，他还

准备用AAA信用户获得的50万元授信贷款，再添置几台智能

农机装备，进一步提高种粮效益。

高标准农田里种水稻、低洼易涝地栽莲藕、公路边发展葡

萄等经济作物……春天里的沈弄村呈现一派生态宜居、产业

兴旺的景象。

“乡村要振兴，咱不能蹲着墙角晒太阳。”一提起乡村产业

发展，50多岁的沈弄村党总支书记赵永革眼睛发亮、快人快语：

“我们村开展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智慧农业。村里以党支部+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2021年
村集体收入突破100万元，今年争取再上一个新台阶！”

“端牢中国饭碗，离不开科技支撑。”繁昌区农业农村局局

长张军说，以创建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为契机，繁昌区加快科技

强农、机械强农。在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同时，打造“数字农

田”，完善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平台等数字新基建，提升农

业全产业链智能化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全自动粮食烘干设备、无人机、插秧机、旋耕机……在繁

昌区平铺镇的宏庆农业机械合作社，记者看到，40多台现代

化的农机装备“整装待发”，为春耕生产准备的肥料堆放得整

整齐齐。

“利用这些现代化的农机装备，合作社为周边 5000多亩

农田提供从种植到加工全程农事服务。这几天我们正在为育

秧做准备。”在宏庆农业机械合作社负责人曹晶晶看来，农业

机械更新迭代非常快，数字化、智能化、无人化是大势所趋。

眼下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在繁昌区荻港镇桃冲村的

数字青梅基地，万株青梅也进入挂果期。

“春季是青梅生长的关键期，防治病虫害很重要。系统通

过大数据采集分析，可自动对病虫害进行预警提示，保障青梅

品质。”基地负责人陈勇指着数字青梅品控大数据中心平台告

诉记者，“我们与当地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签订订单生产合

同。等到 5月青梅成熟采摘后，这些青梅将会被直接送到智

能生产车间，加工成各种好吃的青梅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那

时，咱们的青梅身价可又大不一样喽！”

遥感卫星、地下传感设施、智能农机构建起“天空地”一体

化信息感知网络。科技与农业深度融合，协同描绘绿色、高

效、智能的现代春耕图。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内，智能农机装备工程实验室科

技融合部部长张丹奇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云端”关注着位于繁

昌区的实验基地情况。

“农业大数据和智能化农机装备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

支撑。我们针对现代农业‘卡脖子’问题开展科技攻关，在长

江中下游的水稻种植区选择芜湖市繁昌区建设全程机械化、

智能化的‘无人农场’，搭建农业大数据平台，通过数据建模构

建‘农业大脑’，打造面向未来的智慧农业新样板。”张丹奇告

诉记者。

农业数字化加快向产、供、销全产业链渗透，激活乡村振

兴新动能。

利落的短发、甜美的笑容，趁着大好春光，“80后”“新农

人”陈明在农场里开始了农产品直播带货。“通过数字化传播，

把家乡的‘智慧芜湖大米’‘数字青梅’等优质农产品销售到全

国各地，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农业，带动乡亲们共同富裕！”陈明

说。 （新华社合肥3月23日电）

美国将放宽
对英国钢铝产品进口关税

新华社华盛顿3月22日电（记者 许缘）美国商务

部 22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和英国已就一项放宽英国钢

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的协议达成一致。同时，英国也

将取消对5亿美元美国出口商品的报复性关税。

当天，美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和英国国际贸易大

臣安妮-玛丽·特里维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谈。

美商务部在会后发布的声明中说，从今年6月1日起，美

国每年可免税从英国进口50万吨钢铁产品、900吨未锻造

铝产品以及1.14万吨锻造铝产品等，超额进口部分将缴

纳关税。同时，英国将取消对价值超过5亿美元的美国出

口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包括蒸馏酒、农产品和消费品等。

雷蒙多表示，放宽对英国钢铝产品进口关税将进

一步缓解美国对钢铝产品的供需缺口，有利于美钢铝

行业，保护美制造业发展，并通过减轻通胀压力来帮助

美消费者。同时，通过取消英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的

报复性关税，美国商品也将重新进入英国市场。

2018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威胁美国国家

安全为由，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和铝产品加征进

口关税，其中钢铁关税税率为 25%，铝产品关税税率为

10%。2021年 10月，美国与欧盟达成一项放宽钢铝进

口关税的协议。由于英国退出欧盟，美国加征的钢铝

关税对英国依然有效。

数据显示，2021 年美国从英国进口钢铁总量约

24.69万吨，不到美国钢铁进口总量的1%。而在特朗普

政府实施钢铝关税之前的5年中，美国年均从英国进口

钢铁63.58万吨。

俄罗斯拟推
系列措施应对制裁冲击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

罗斯总理米舒斯京 22日表示，俄罗斯政府计划出台支

持经济的一系列措施，以应对西方制裁对俄经济造成

的冲击。

米舒斯京说，相关措施将涵盖药品进口、中小企业

和地区发展、电力行业、设计开发等多个领域。

在药品进口方面，俄政府计划通过简化注册程序、

便利采购程序、向制药商和分销商提供贷款利率补贴

等方式，支持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口。俄政府同时还将

进一步实施药品和医疗产品进口替代计划，以确保在

任何制裁之下，民众都能够买到必需的药品。

在中小企业和地区发展方面，俄政府拟扩大对中小

企业支持，提供相关担保协议，降低投资门槛，扩大获得

联邦工业和科技园区创建补贴的地区名单，提高小企业

参与积极性，启动能更好满足特定地区需求的项目。

在电力行业，相关措施将支持计划近期建设新电

厂或增加产能的公司。

在设计开发方面，俄政府将通过一项特别计划，以

快速建立原先依赖进口的材料和工业部件生产能力。

自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

等西方国家对俄施加多重制裁。相关制裁给俄经济带

来冲击，同时加剧国际金融、大宗商品市场波动，西方

国家经济也不可避免遭到制裁反噬。

智慧大米、数字农田、无人农场——

在安徽繁昌体验智慧春耕的在安徽繁昌体验智慧春耕的NN种种““姿势姿势””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印发《关

于组织实施2022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的通知》，要求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有关部署，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巩

固壮大数字时代网上出版主阵地。

出版融合发展工程于 2021年正式启动，首先实施了数字

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和出版融合发展示范单位遴选推荐

计划，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打造示范样本，有力发挥了对出

版融合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通知指出，2022年度出版融合

发展工程优先启动实施数字出版优质平台遴选推荐计划和出

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遴选培养计划，与已经实施的 2个子计

划，共同构建出版融合发展工程项目矩阵。在工程总体框架

下，每年开展2个子计划遴选工作，同步推荐展示 4个子计划

相关成果，推动出版业提升融合发展的整体能力和水平。

通知强调，数字出版优质平台遴选推荐计划重点遴选一批

方向导向正确、优质内容集聚、技术应用领先、资源储备丰厚、

两个效益统一的数字出版平台项目，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遴

选培养计划重点遴选一批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创新创造能力突

出、引领发展表现出色的出版融合发展复合型人才，各申报单

位须对照相关计划的遴选范围、资格条件、申报要求、材料报送

等进行申报。申报单位主管主办部门和所在地省级出版管理

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安排，扎实做好申报组织工作。

通知指出，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综

合评审，对入选的平台和人员，组织集中宣传，并作为申报单

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有关评奖评优的参考依据；对入选的数

字出版优质平台，给予一定经费资助，加强示范价值挖掘和案

例宣介推广；对入选的出版融合发展优秀人才，在行业培训、

课题调研、重大项目等方面给予平台和资源支持，在相关人才

评选评优中予以重点推荐，并推动优秀人才所在单位出台配

套支持措施。

疫情防控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各地进行常态化防
控，要把功夫放在平时，端口前移，防控举措的落实要有刚性。
在防疫一线阻隔传播，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最经济有效的防疫方
式，最有利于实现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北京近期通报此轮新冠肺炎疫情情况，就暴露出一些地区和
单位在常态化防控工作中的一些不足。北京市榆乐轩烤鸭店未落
实健康宝扫码登记、体温检测等防疫措施，10日至15日期间进店830
人中477人未扫码登记，且经营人未主动报告临时试工人员在店内
工作情况，导致相关人员未及时纳入流调管控，造成疫情扩散风险。

戴好口罩、进门扫码、测量体温、勤于洗手……这是我们与新冠
肺炎病毒战斗总结出的有效经验，也是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有效手
段。防是应对疫情的第一条战线，平时在这方面就把工作做到实处，
落实细节，控制疫情的压力和成本就会减轻。在防疫一线中要克服

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不给病毒反扑的机会。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仍需不断健

全，落实防疫工作要注重刚性执行，不容松懈。各地要更加坚持
问题导向，补短板强弱项，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解决好检测能力
不够、隔离房间不足等问题。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严防死守、
众志成城，才能将疫情防控的大网织得更紧更密。

各地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提高效率和落实
细节上下功夫，做好信息发布和宣传引导，紧盯核酸检测、抗原筛
查、流调溯源、医疗救治、免疫接种等各个环节，谨防“一刀切”“层
层加码”，保障群众的健康安全和正常的
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新闻出版署
启动实施2022年度出版融合发展工程

常态化防控举措落实要有刚性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丁静

华新
时 评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3月 23日是世界气象日，今年的

主题是“早预警、早行动”。世界气象组织22日说，目前全球每3
人中有 1人仍然没有被早期预警系统充分覆盖，而且预警经常

没有到达最需要它的脆弱人群那里。

世界气象组织22日在其官网发布的新闻公报中指出，超级

计算机、卫星和科学进步极大提高了预测准确性，手机预警和天

气应用程序甚至能够覆盖偏远地区，但是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各国在气象观测方面仍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以

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差距也会对本地和全球早期

预警的准确性构成风险。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在世界气象日前夕发

表致辞说：“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要确保早期预警到达

‘最后一公里’，帮助最需要它们的最脆弱人群。”

塔拉斯说：“我们正见证着更甚以往的热浪、干旱和森林火

灾。大气中水汽增多，导致极端降雨和致命洪水；海洋变暖使热

带风暴更为猛烈，海平面上升更加剧了其影响。”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今年 2月发布

一份报告，强调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日益增长，升温形势会让

世界在今后20年面临多重气候危害。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早期

预警系统正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强有力手段。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世界气象组

织去年发布的《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

损失图集（1970-2019）》显示，在过去50年间，全球报告的1.1万
多起灾害与天气、气候和水带来的危害相关。不过，得益于早期

预警和灾害管理的改进，灾害导致的年均死亡人数从20世纪70
年代的超过5万降至21世纪头10年的不到2万。

世界气象日：“早预警、早行动”防范应对气象灾害

这是 3 月 23 日拍摄的南京春色（无人机照
片）。

时下，江苏南京春意盎然，处处花红柳绿，景
色宜人。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春到金陵春到金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