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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晔

春节后从“过年模式”切换到“工作模式”，一些新兴产业企业稳扎稳

打，把精力投入到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上；一些已经站上“风口”的行业龙头

企业，俯下身子，将眼光落于细处，从具体小事抓起，精耕细作，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抠，对关键、薄弱环节下足苦功夫；还有一些曾经陷入困境的企

业，痛定思痛，“瘦身”转型，稳住现金流，寻找新机会……

春节假期后，记者在园区、工厂、车间走访发现，这样下苦功夫、真功

夫的企业不在少数，他们不摆花架子、不搞假把式，让自己沉潜下来，重新

梳理任务、检视项目、调试设备，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真”和“实”上行日日

不断之功。

真功夫贵在一个“真”字。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在态度上认真诚

恳，方法上不投机、不取巧，认认真真地学，老老实实地做。现实中，一些

企业注重短期效益，重显绩而轻潜绩、造“盆景”而荒“田地”，往往是看问

题、办事情不够“真”。下真功夫，是要勇于迎难而上，敢于攻坚克难，研究

解决影响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把精力放在破解痛点、疏通堵点上，厚植自

身竞争优势，拓展更大发展空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真功夫重在下功夫干实事、求实效。创新是企业发展第一动力，我们

鼓励企业在不同赛道“弯道超车”立新功，但首先要实事求是、脚踏实地，

确保不“翻车”。与其一味猛踩油门开快车，不如专注提升自身“车技”，选

好合适的路线，规避路上的风险，认真规划找到“超车”关键点，扎扎实实

走好每一步，通过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累积“小胜”，夯实基础，开

辟新道路。

真功夫立足长远，追求的不只是“开门红”，而是“年年红”；强调的

不是寄托于速成捷径、止步于眼前红利，而是抓当前、谋长远，舍得花精

力、下足苦功夫，项项累积，久久为功。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一家企业，

他们从代工厂起步，以技术立身，持续在绿色能源细分领域“打深井”，

一步一个脚印，从行业“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如今成长为全球领

先、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的行业“隐形冠军”。他们始终相信，甘于沉

淀，方能致远。

企业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周期长，回报慢，急不得，唯有走深向实

方能推陈出新、创造转化，需要精耕细作、辛勤培育、逐渐积累方能暴发，

只有肯下真功夫，才能练就硬实力。

肯下真功夫，才有硬实力

锐 评

新华社电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文提出，将从增强数据安全保护意

识、开展重要数据安全保护、强化重点企业数据安全管理、深化重点场景

数据安全保护四方面提升工业企业数据保护能力。

这是日前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的。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工业领域数据安全能力提升实施方

案（2024-2026年）》围绕提升工业企业数据保护、数据安全监管、数据安

全产业支撑三类能力，明确提出 11项任务。

方案明确，到 2026年底，工业领域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数

据安全保护意识普遍提高，重点企业数据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到位，重点场

景数据保护水平大幅提升，重大风险得到有效防控。数据安全政策标准、

工作机制、监管队伍和技术手段更加健全。数据安全技术、产品、服务和

人才等产业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方案是指导未来三年工业领域数

据安全工作的纲领性规划文件，以“到 2026年底基本建立工业领域数据

安全保障体系”为总体目标，分别从企业侧、监管侧、产业侧等方面明确各

工作目标，致力于实现企业保护水平大幅提升、监管能力和手段更加健

全、产业供给稳步提升。 王悦阳 张辛欣

四举措提升工业企业数据保护能力

2024年中国航天预计实施100次左右发射任务

本报讯 2024年，中国航天全年预计实施 100次左右发射任务，有望

创造新的纪录。

2月 26日，航天科技集团在京发布《中国航天科技活动蓝皮书（2023
年）》并介绍 2024年宇航任务整体情况。

据悉，2024 年，航天科技集团计划安排近 70 次宇航发射任务，发射

290余个航天器，实施一系列重大工程任务。

我国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0例

本报讯 从中华骨髓库获悉，截至 2月 26日，中国红十字会中华骨髓

库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 17000例。

据了解，中华骨髓库 2023年度捐献突破 2000例，达 2157例；现单日

最高捐献量达 30例，均创历史新高。目前，中华骨髓库的造血干细胞志

愿捐献者数据已超过 344万人份，每日参与重症患者的HLA（人类白细胞

抗原）配型检索。据统计，2023年新加入的志愿捐献者中，18岁至 35岁的

约占 73.65%、36岁至 45岁的约占 26.35%，青年成为捐献者主力军。

17000 例

近日，甘肃省敦煌

市出现多次降雪天气，

敦煌首航 100 兆瓦熔盐

塔式光热电站在茫茫雪

地里持续吸光发热，宛

如一幅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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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雨

“天下玉，扬州工”，说的是闻名天

下的扬州玉雕工艺，蕴含着精巧构思、

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内核。作为活

跃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的国家调查

“轻骑兵”队伍，近年来，国家统计局扬

州调查队践行“扬州工”的精细理念，

积极创新探索基层调查网点管理服务

新路径。

精巧构思——打造全过程
精细化网点管理服务体系

“扬州工”讲究构思新颖、独具匠

心。基层调查网点发展不平衡、数据

质量参差不齐，一直是扬州国家调查

工作的痛点和难点。扬州队寓管理于

服务，将统计调查制度规范、工作要求

梳理成为工作清单，为基层调查网点

建设、规范调查流程、提高数据质量提

供菜单式指导。同时，变年度考核为

季度监测，实时动态掌握各网点调查

工作开展状况，“因点施策”，促进各调

查网点均衡发展。目前，扬州队已建

立农业农村调查“到点分级”考核机

制、住户调查网点星级管理评价机制、

劳动力调查“红黄蓝”考评机制、企业

调查样本企业“ABC”分级管理机制等

既全面覆盖又各具特色的全过程精细

化网点管理服务体系。

“农业农村调查内容全面丰富、

要求具体细致。‘到点分级’考核机制

出台以前，我总是担心工作有疏漏的

地方；有了‘到点分级’考核监测台

账，我就可以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工作

方向和重点。”担任辅助调查员多年的

孙霞表示。

“以前新换的劳动力辅助调查员

需要两三个月才能基本掌握工作要

领。”广陵区统计局副局长王磊说，

“‘红黄蓝’考评体系出台后，新上任的

辅助调查员只要按照管理标准去落

实，半个月内就能熟悉劳动力调查工

作情况，工作衔接时间大大缩短。”

“红黄蓝”考评体系将劳动力调查

月度报表中的各项指标进行一一分

解，每月通过核户台账抽查、调查进

度实时跟踪、入户照片检查、平台关

联核查等方式，动态对 63个调查网点

的调查工作进行全流程质量跟踪管

理。同时，每月将每个调查点的“红

黄蓝”赋牌得分通过柱状图进行动态

展示，借助可视化手段，更加清晰明

了地掌握各调查点信息，及时发现调

查薄弱环节。

各个调查网点在同一调查专业中

同台打擂、同晒成绩、争夺“标兵”，形

成了“创优晋级”的积极氛围，调查人

员的责任意识、争先意识和工作主动

性明显增强，对提升源头数据质量起

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精雕细琢——打造居民家
门口一站式服务的“住户驿家”

“扬州工”追求精雕细琢、精心打

磨。为切实解决住户调查中少数记账

户配合程度低、认同感不高以及日常

沟通交流载体和平台缺乏等问题，近

年来，扬州队积极探索在住户调查样

本点打造“住户驿家”，建设服务式居

民驿站，既“走进住户家里”，又“把住

户请出来”，让“住户驿家”成为村（社

区）文化宣传阵地、调查业务提升平

台、沟通交流载体和基层服务网点的

结合体，以小账本“账”量民生，助推基

层社会治理水平再提升。

“薛大爷今年已经 80多岁了，只能

在账本上手写记账，我定时上门帮助

薛大爷检查是否有错记和漏记项目，

顺便也能看望一下老人。”扬州市连运

社区“住户驿家”工作人员介绍。

依托“住户驿家”，统计调查部

门、村（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不定期走

访社区居民，面对面、零距离倾听居

民心声，不仅可以顺利推动住户调查

工作，还可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更

好服务社区居民。目前，扬州队已在

15 个村（社区）调查网点布局建设“住

户驿家”。

扬州市杉湾花园社区的记账户

张女士也表示：“以前我跟社区联系得

不多，因为成了记账户，往‘住户驿家’

走动就多了起来。生活上我有什么困

难，‘住户驿家’工作人员也会主动关

心帮助。”

精益求精——打造“定制
化”网络直播培训平台

“扬州工”专注创新创优、精益求

精。住户调查、劳动力调查的调查对

象是住户及其家庭成员，面广量大，难

以组织线下集中培训。为提高面向住

户的培训质效，扬州队积极探索创新，

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开设“扬小富直

播间”，采用“云直播”方式对辅助调查

员、调查对象开展“定制化”线上培训

指导。

“扬小富直播间”通过“扬州调

查”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讲解授课，

有效突破了集中培训人数限制、地域

限制、时间限制。“云直播”还设有交

流分享和在线互动答疑等环节，通过

评论互动的方式现场解决调查对象

的疑问。此外，直播配以全程录像，

直播结束后，调查对象和辅调员还可

结合自身需求观看回放或补课。自

2020 年直播开通以来，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扬州队共成功举办 16 期直

播培训。

“我平时就喜欢看直播，在直播间

看记账培训感觉很方便，而且评论区

互动留言很热闹，可以学习到很多日

常记账小技巧。”扬州市兰庄社区记账

户束女士参加直播培训后表示。据

悉，2023 年 11 月 30 日的住户调查“记

账一周年”专场直播培训共有 2217 人

次观看，点赞 22977 次，互动评论达

1804条。

扬州队党组书记、队长张丽表示：

“直播培训充分考虑了调查对象的需

求，受到了广大记账户的普遍欢迎。

同时，这种培训方式也考验了作为培

训主播的调查业务人员的专业能力，

倒逼业务人员主动学习、提升能力、积

极应对，从而产生‘双向互动、共同进

步’的积极效应。”

基层调查网点管理服务的“扬州工”
——扬州队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经普办在

合肥召开全省经济普查办公室主任

暨业务研讨会议。会议传达了第五

次全国经济普查办公室主任工作会

议有关精神，通报了全省经济普查登

记工作开展情况，并对下一步重点工

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普查登记工作开始以

来，全省上下精心组织、扎实推进，采

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普查数据质

量，同时也还存在部分地区工作进度

偏慢、普查对象配合度不高、基层审核

数据力度不足、部门作用发挥不够等

问题。要充分认清当前工作形势，齐

心协力、攻坚克难，切实提升普查数据

质量，确保普查结果经得起历史和实

践的检验。

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各类单位

的普查登记工作。要加强对一套表

调查单位的业务指导，强化其统计人

员对普查表指标内涵的理解，科学、

规范、准确、完整填报普查表；要抓好

行政事业单位普查登记，充分发挥政

府行政力量，协调各有关单位严格按

照普查方案要求填报普查表，搞准搞

实源头基础数据；要着力攻坚非一套

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普查登记，采

取有效措施解决好“取数难”的问题，

强化数据审核评估和现场调研指导；

要统筹抓好投入产出单位数据填报，

加强数据关联审核，确保数据协调衔

接；要关注劳动工资、文化产业、能

源、研发、数字经济等相关报表指标，

确保客观、真实反映安徽省高质量发

展成效。

会议要求，要强化落实，推动普

查登记工作圆满完成。一要进一步

压实责任，强化普查政府行为，完善

部门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二要

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倒排工期、细化

任务、统筹推进。三要强化数据审核

分析，强化数据完整性和逻辑性审

核，提升普查数据质量。四要始终坚

持依法普查，严格执行全国经济普查

方案和安徽省实施方案，规范普查登

记工作流程，将依法普查要求贯彻经

济普查工作全过程。 王珊珊

安徽进一步压实责任推进五经普登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