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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最具吸引力中国城市评选中
合肥连续两年名列榜单第三

以多重政策招才引智
为硬核科技重估价值

■本报记者 陈抒怡

合肥被戏称为“霸都”。在合肥采访几天，这种
“霸气”始终环绕着记者。一个理工类的学术活动中，

记者见到了一位本科、硕士毕业于复旦，博士、博士
后分别求学于英美一流高校的上海学者，主攻力学。

“这里的接待条件真的没话说。”

接待条件上的“霸气”只是浮光掠影，在人才引
进上，合肥同样“霸气”。一场合肥高校的介绍会上，

晚上 8点多， 场内 100多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一
些观众只能站着听。“有一点可以肯定， 来了以后，

至少大家以后买西瓜可以不用讲价了。” 这样的介
绍引来笑声一片。

“改变是从 2017年开始的。”在合肥的学术圈，

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从 2017年开始，合
肥出台了一系列优厚的人才政策。首先是 2017年 6

月，合肥市出台“人才新政 20条”，明确在之后 5年
拿出至少 20亿元人才经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力
争新引进及培养国内外顶尖人才和国家级领军人
才 600人、省市级领军人才 3000人、高级人才 1万
人，集聚科技创新创业人才不少于 10万人。除生活
补助之外，对创新创业类人才、企业给予 100 万元
到 500万元不等的资助。

在此基础上，2018年 4月， 合肥再出台一系列
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实施基层成长计划、拓宽人才
能力提升渠道、加强创业资金扶持、加大安居保障
力度等人才新政，表示未来 7年将拿出超百亿元资
金，以多重利好政策招才引智，打造公平公正的创
新创业发展环境。 因其条件优厚， 被称为 “养人 8

条”。此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在医疗服务、子女
教育、人才落户等方面享受优待，高达 50万元的住
房或租房补贴、5年免费人才公寓、买房不限购……

“我们必须拿出超过一线城市的条件才能吸引人
才。”某学院管理人员坦言。

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对人才的吸引力有目共
睹。在日前揭晓的 2018年“魅力中国———外籍人才
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评选结果中，排在第
三名的城市是合肥。值得注意的是，这已是合肥连
续第二年在榜单上获得第三名，甚至超过了一线城
市深圳和广州。这样的合肥让人刮目相看。曾经有
合肥的科研专家告诉记者：“不要觉得长三角一体
化把安徽带着，是带了个穷亲戚，其实安徽是带着
‘嫁妆’来的。其中最大的一笔‘嫁妆’，就是以中科
大为代表的一批安徽大院大所、高等院校。”

如今再看， 确实能咂摸出其中的几分意味。互
联网行业发展出现拐点时，在生命科学、材料科学、

信息技术等“硬核”科技领域正在孕育着新的突破，

这些重大突破也越来越依赖大型科学仪器及跨学
科团队的合作。 这一点， 合肥是最有力的例证。自
2017年 1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合肥创
新已实现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合肥是除北京之外中
国大科学装置最为集中的城市，在未来潜力巨大的
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等技术上，合肥诞
生的学术成果在世界上颇具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 这些科研机构产生了 “溢出效
应”，周围开始聚集智能语音、新能源汽车、量子通
信等一批国内、国际领先的高新产业。正是由于这
一股股科技创新力量，合肥的经济交出了亮眼的答
卷。 数据显示，2018年， 合肥全市生产总值 7822.9

亿元，同比增长 8.5%，增幅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居第
六。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挑起了发展大梁。近三
年， 合肥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近 30%，对
工业增长贡献率达 76.9%。反过来，高新技术产业
的蓬勃发展也在吸引更多的人才，“当一个城市的
居民平均教育水平越高， 产业技术水平越先进，这
个城市的发展速度与潜力也就越大”———在合肥，

这些要素实现了正向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记者看到的是“硬核”科技力量
的价值重估。上世纪 80年代，一度有人说“搞原子
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与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
慢、转化难直接相关。但在合肥，即使是基础性、前
沿性领域理工科博士、博士后们的价值，也得到了
市场化的体现。其背后的功夫并不简单。“这样的条
件，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那位文中开头提
到的上海学者这样说。他的这句话，透露出的分明
是长三角城市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小和整体竞争
力的越来越强。

“当一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教育水平
越高，产业技术水平越先进，这个城市
的发展速度与潜力也就越大”———在合
肥，这些要素实现了正向循环

徽省池州市 507码头边，正是下午时
分，运送土方的卡车扬起漫天尘土，一时
模糊了视线。远处，工人们正忙着为秋浦
河故道岸线复绿铺设草皮。

看到此景，陈林急忙掐灭了手中的烟
头，掏出手机开始挨个打电话，问询相关
的负责单位，寻找解决办法。陈林是池州
市生态环境局污染防治科的科长，过去一
年里， 他压力很大：“因为与过去不同，现
在空气质量如果变差了，市里是要向省财
政付费的。”

陈林所说的付费， 指的是生态补偿
金。2018年 7月，安徽省出台《环境空气质
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谁保护、谁受益，

谁污染、谁付费”是重要原则。暂行办法规
定，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按照特
定公式对各设区市实行季度考核，每季度
根据考核结果确定补偿金额度，年底统一
清算，安徽省级财政每年安排 1亿元作为
补偿资金。考核中，上一年同季度 PM2.5、

PM10 平均浓度与本考核季度 PM2.5、

PM10平均浓度之差是重要指标， 若平均
浓度上升，所在地市则要向省级财政上缴
生态补偿金。怪不得有人说，雾霾也要“称
重计费”了。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六安、宣
城两市空气质量小幅退步， 须对 14个市
实施补偿。不过，由于去年第四季度空气
质量同比大幅改善，六安、宣城两市第四
季度获得的补偿资金远高于第三季度上
缴的资金，因此在全年的结算中也获得了
补偿。

2018年， 安徽共有补偿金 6617.3万
元，16个市均获得补偿。其中，池州市获得
补偿金最多，为 1152 万元；排名第二、第
三的分别是马鞍山市、合肥市，分别获得
828万元、652.5万元。

为什么是池州？在长三角还算是新鲜
事的“空气补偿”究竟怎么补？记者特地探
访了池州。

“金家冲”的秘密
数据显示， 池州市去年第三季度，

PM2.5、PM10 平均浓度分别同比下降 10

微克/立方米、18 微克/立方米， 第四季度
PM2.5、PM10 平均浓度分别同比下降 21

微克/立方米、41 微克/立方米；2018 年全
年， 池州市 PM2.5年平均浓度 43.4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27.4%，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达 81.3%，同比提升 12.5个百分
点。空气质量大幅改善，获得生态补偿金
也最高。

对于池州本地人而言，空气质量的改
善则更加直观。比如，去年以来，公园里运
动和散步的人明显多了。池州市内大大小
小的公园很多，一般每隔不到 2公里总能
找到歇脚休闲之处， 甚至到 22时左右市
中心的公园内还相当热闹，能看到不少散
步、遛狗、钓鱼的人。

有人指点， 要找空气变好的秘密，去
“金家冲”看看。沿着一条干净整洁的沥青

路蜿蜒向上， 穿过池州贵池区墩上街道的
石铺村和周边郁郁葱葱的林木，大约 20 分
钟的车程便能到达道路终点，是一幢三层
高的木质大楼。恍惚间，以为来到了九华
山下的某个旅游度假区，直到看到“池州市
金家冲矿业有限公司”标牌，才知进入的是
矿区。

两年前，金家冲矿业还是一副大多数人
想象中的矿区的样子，噪音隆隆，沙尘漫天。

一到下雨天，一片泥泞，走路根本“无从下
脚”。 金家冲矿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任国庆
记得，初见矿区的破败让他望而却步，一度
不愿投资。2016年， 池州开始开展矿山综合
整治和绿色矿山创建工作，但当时的金家冲
矿业维持生产都“够呛”，根本无力开展绿色
矿山创建。2017年 10月，当地政府通过招商
引资，牵头了矿厂与江苏刚大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的合作，矿区才逐渐改变了面貌。

改变首先从修路开始。此前，进矿区的
是条砂石路，因运输的大货车的碾轧，坑洼
不平，扬尘漫天。新公司成立后，第一件事就
是投资 4000多万元改造了连接矿区与交通
主干道的道路，砂石路变成了沥青路，道路
两旁还重新进行了绿化，矿区内的裸露地也
栽树种草，边坡有了规范的治理，厂区改造
一新。矿区内，新建了高标准的车辆冲洗站，

又新建了标准化的密封厂房，原料矿石从破
碎到加工都是车间化运作，全封闭、无污染。

产业链也得到了延伸，任国庆介绍，厂里最
先进的生产设备可以将矿石精深加工至化
妆品的精细度，“加工出来的矿石粉手感可
能比皮肤还要细腻”。

1152万元够不够？

池州拿到的 1152万元补偿金， 能干什
么？据介绍，这些补偿资金用于当地的锅炉
淘汰、改造，挥发性有机物整治项目，工业物
料堆场新增除尘设施等大气治理建设，通过
项目补助方式，推动污染减排，从而进一步
改善空气质量，形成良性循环。可是，一个矿
区光是修路就花了 4000多万元， 设备改造
与环保投入更是“无底洞”。记者在池州了解
到， 正在建设大气环境网格化综合监管系
统、机动车遥感监测及信息发布系统、秸秆
禁烧监管平台等项目，预计总投入也将超过
4000万元。

相比动辄上亿元的环保投入，以激励为
主的生态补偿金更显得“杯水车薪”。

怎么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关键因素
也许还在于让经济效益“看得见”。在金家冲
矿业，环保投入与产业链延伸后，利润更有
保障了。任国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方面，

由于生产条件达标，金家冲可以基本保证每
年 220天左右的满负荷生产时长，避免停产
整治等一系列的麻烦；另一方面，由于政府
的矿山整治工作，原来小作坊式的矿山被大
量关停，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材料价格的上
涨，而产业链延伸后深加工的产品的价格也
更加可观，矿企的收益也更好。任国庆说，他
刚到矿上时， 普通白云石子的价格每吨 30

元左右，如今涨了两倍多，而精磨的白云石

粉的价格则超过了每吨 1000元。 更让人期
待的是，未来矿区将变成景区，任国庆说，从
一开始接手这里，公司就规划在矿石资源开
采完后打造矿山景区。“我们采取边开采边
复绿的方式，等矿石开采完后，旅游开发也
已完成 80%以上。这里的办公用房、一草一
木都将是景区的一部分。”

不仅是池州，长三角徐州、湖州等地都
曾是矿区集中之地，如今都在通过大投入让
矿山复绿。 生产设备和流程的更新升级，主
体还是在企业，政府能做的，更多的是政策
上的鼓励与引导。

在池州，“控煤”也是关键。安徽铜冠有
色金属（池州）有限责任公司从 2013年起不
断地进行技术改造，引进先进工艺，推动生
产升级。去年，公司淘汰了 35蒸吨/小时的工
业燃煤锅炉， 转而建起长长的蒸汽管道，从
电厂引来余热，既减少了排放，还节约了成
本并提高了生产效率。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吴
旺顺介绍， 企业早有技术升级改造的打算，

但无奈此前因为技术难题一直无法攻克。去
年引进了新的技术并进行了生产改造后，每
年大约能减少燃煤 3万吨，不但污染的排放
减少了，成本也得到了控制。此外，由于项目
符合当地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要求， 池州市生态环境局给予该企业 40

万元的补助。

创立于池州的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致力于汽车尾气治理。董事长刘屹
介绍，研发的产品可以消除发动机 95%甚至
是 99%的主要有害污染物，除了汽车，还可
以应用到各类机械、 船舶等重污染行业。刘
屹是池州人，回国 10年，对于家乡在空气治
理上的成绩，他体会颇深，其中最直观的感
受就是空气的好转。

池州市贵池区梅龙街道 321 省道沿线
是当地畜禽养殖户的聚集地，公路两边常年
异味难消，夏天是臭气熏天，周边居民投诉
不断。好在，去年 4月初，安徽开始专项整治
长江安徽段污染突出问题，沿线的所有畜禽
养殖场所都被关闭清理。一时间，养殖场内
50多万只鸭子的短时集中销售成了大难题。

为此， 池州市长雍成瀚在自己的朋友圈里
“吆喝”“叫卖”起了鸭子，表态“既要保护好
生态环境，又要保障农民收入，最大限度减
少养殖户损失”，一时成了“网红”。

相比 1152万元的补偿金，政府引导，多
管齐下，打造治理大气污染氛围，更有“撬
动力”。

“空气补偿”的未来
“空气补偿”并非安徽首创。追根溯源，

新安江流域是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先
行探索地。浙皖两省在新安江流域实施全国
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通过两轮
6年试点探索出“新安江模式”。这样一场看
似“赌局”的治理新法，利用奖惩机制的杠
杆，撬动了地方在空气治理上的积极性。“新
安江模式”出自新安江，但肯定不限于新安
江；源于水，但不能仅仅在于治水。“谁保护、

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说来简单，但从实

际执行来看，除“新安江模式”外，生态补偿
很少能跨越省界等行政藩篱。 而 “空气补
偿”，相比联合治水，更需要多地联动、多方
参与，完善机制。

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当下，

不少人正关注这一问题。在日前举办的第一
届绿色长三角论坛上，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
桂建便关注到长三角的大气污染问题。安徽
与苏北等燃煤地区带来的污染，需要沪苏浙
皖一体化治理。 同济大学教授诸大建表示，

“守门式” 单兵作战无法满足长三角绿色发
展的要求， 如何优化产业布局才是关键。他
建议，要做大气或水治理规划，就要求有整
体性的关于绿色空间的顶层规划。

大气治理等生态保护协同，从来不只是
环保部门的事。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环境法
专家郑少华表示，在不同行政区域，如何智
慧地去协商需要制度设计，在法律和规范性
之外，需要有新的模式，才能真正做到规划、

标准和执法的统一。郑少华举例说，对于企
业的同一个排污行为，三省一市在各自的行
政自由裁量权内进行处罚，处罚的标准可能
不同， 企业肯定会往标准较低的地方跑。若
标准统一，可以要求高标准的地区给予较低
标准的地区相应的补偿，即通过生态补偿机
制来获得公平。

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上升到国
家战略层次，这也为长三角地区空气污染联
合治理提供了战略平台。去年 11 月，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等三省一市都分别通过了
《关于支持和保障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的决定》， 明确提出要贯彻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
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精神，加强
在大气、水、土壤、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方面
的工作协同， 共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共
抓长江大保护，建设美丽长三角。刘屹是全
国政协委员， 作为环保领域的专家型企业
家，他曾在 2018 年提交过“奖惩并举，加大
力度监管和治理在用车尾气污染排放”的相
关提案。而在当前的环境下，他认为，长三角
三省一市在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方面都有自
身的经验，在产业结构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
色，理应通过联合治理取长补短，最大化发
挥治理效用，提升治理效率，降低沟通成本，

进一步促进一体化发展。比如，在探索建立
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实
施省内全流域生态补偿的省份；而在用车尾
气排放治理改造方面，安徽省则积累了丰富
的改造和监管经验。这些经验都可以在长三
角这个更大的平台上去推广应用，实现生态
协同发展。

还比如，在落实《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
坚战行动计划》中，三省一市可以进行多地
联动，合理布局，共同治理，统一报废标准和
改造标准，统筹规划治理步骤，统一监管和
执法标准，对包括汽车、船舶、非道路移动机
械等移动源进行联合执法。 这个过程中，长
三角一盘棋，结合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生
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解决货车注册在落后
地区， 使用和污染排放在发达地区的问题，

进而有效提升三省一市的空气质量。

给雾霾“称重计费”

能否撬动联合治污
前有浙皖之间的“新安江模式”，后有安徽推进的“空

气补偿”，跨越长三角省际藩篱需要更多协同更大平台
本报见习记者 朱凌君

安
晨光中的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新安江薄雾缥缈，风景秀美。“空气补偿”并非安徽首创。追根溯源，新安江流域是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先行探索地。 新华社发

江南春俗传千年
有记忆有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