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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加强财政文化建设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财政厅

近年来，安徽省财政厅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文

化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聚

焦建设“书香机关”，打造“学习型

党组织”，扎实推动全厅文明创建工

作有序开展。安徽省财政厅先后获

评“全国文明单位”、“十佳书香机

关”、“十佳学习型机关”等称号，入

选全省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联系点、第一批省直机关党组（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示范点。

注重建章立制，引领学习风尚

修订完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

施意见》，严格执行研究问题作出决

策前学习对标制度，及时跟进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

建立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以及

个人自学、集体研讨、学习交流、专

题调研等“1+8”学习制度，有力推

动理论学习制度化、规范化。充分

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头作用，

开展“真理的力量——理论经典我来

读”荐书活动，以“党组书记荐书 +

普通党员干部谈阅读体会”的形式，

组织干部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

《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等著

作。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发挥榜样力量，践行核心价值

充分发掘发扬安徽财政涌现出

的感动中国人物、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人民满意公务员、全国敬业奉献

模范——沈浩同志先进事迹，用好

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大包干

纪念馆，以及《沈浩日记》、《红手印

的褒奖》等教育资源，常态化抓好沈

浩精神学习和践行，教育引导广大

财政干部做沈浩式的好干部。建设

安徽财政史料馆，以“百年历程、初

心为民”为主题，通过 400 余幅图片、

近 100 件实物，展现安徽财政改革发

展历程和历史性成就，大力弘扬传

承红色基因。编印《安徽财政年鉴》、

《安徽财会》等，讲好财政故事，营

造浓厚氛围。完善处室单位年度考

核办法，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创建

“活力值 + 基础榜、创新榜、排位榜”

考核模式，推行揭榜挂帅、抢单、红

黄牌等机制，积极弘扬竞争、敬业、

创新的机关文化，被纳入省政府“三

述”典型案例，并在省直机关推广。

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开展“全省财政系统先进集体和先

进工作者”、“两优一先”、“财政青年

示范岗”等评选表彰活动，参加省直

机关道德模范、学雷锋标兵等先进

典型选树活动，营造向先进集体和

个人学习的浓厚氛围。

积极搭建平台，培育书香文化

创新开展“月悦读·书馨财政”

读书活动，常态化开展“书润匠心”、

“荐书寄语”、“品味书香”、“交流分

享”系列活动，并以访谈形式拍摄

“财政人的学习印记”系列视频 15

期，推动读书学习交流与财政中心

工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设置“读

书吧”，创办“云听党的声音”墙报。

定期根据上级党组织推荐和党员干

部图书阅读需求，不断丰富阅览室

藏书，规范图书阅览室借阅制度，

图书分类陈列，方便职工自主借阅。

依托省图书馆丰富的图书资源，安

装智能移动书柜，根据职工读书需

求，按季度更新充实书目，年度用

书流转量达 2000 余册。

重视培训调研，营造求知文化

举办市县政府领导干部、财政

领导干部、财政青年干部、新入职

干部、财政业务等各类培训班，培

训班咨政报告获省委省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批示。依托“安徽干部教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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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面向全省 1.4 万名财政干部开

展行业系统网络培训。创新打造“财

政沙龙”，100 余名财政干部先后走

上讲台，运用思维导图、数据分析

等工具，讲理论、讲问题、讲对策，

不断提高理论学习指导财政工作实

践的成效。聚焦提升财政干部综合

素质，分哲学、社会建设、网络舆情

应对等专题，面向全省财政系统举

办 19 期“安徽财政大讲堂”。建立财

政重大政策和重点工作专班研究机

制，累计谋划推进 147 个重点专题

财政经济分析，其中 30 篇呈报省委

省政府，为上级决策提供参考，23

篇转化为政策文件、制度办法，全

员参与、人人研究、勤于动笔在全

厅已蔚然成风。

丰富文体活动，活跃机关文化

持续开展“我们的节日——走

进职工生活”主题活动，开展元宵节

包汤圆、端午节包粽子等活动，营造

温馨和谐的机关文化。依托厅文体

设施和组建的各类文体小组，组织

开展工间操、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气排球等群众性体育活动，积极参加

省直机关举办的各项文体比赛和职

工运动会，连续二届荣获“团体总分

一等奖”、“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

风尚奖”。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

织作用，参加省直机关“巾帼心向党  

奋进新征程”主题讲述竞赛荣获一等

奖，选送作品《誓言》荣获省直机关

红色经典诵读竞赛一等奖。开展的

“红色知识竞答”、“红色家书家风故

事领读”、“党史故事我来讲”、“中华

传统文化知识竞赛”暨征文等特色活

动，深受干部职工欢迎。为新退休干

部举行荣誉退休仪式，组织离退休干

部参加支部学习和参观经济建设发

展成就展等活动，推动尊老、敬老、

爱老的中华民族美德在财政传承。

加强警示教育，强化廉洁文化

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纪法

教育月”暨“警示教育周”系列活动，

组织观看财政系统警示教育片，结

合《以“画”说纪》微课堂、《财政案

鉴——财政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警示录》开展学习研讨，深刻剖析反

面典型案例，让财政干部接受党性

锤炼和精神洗礼。举办全面从严治

党培训班，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增

强纪法意识，提高监督本领。制定

并落实厅领导接待日制度，开展厅

直机关纪委书记、纪委委员与各党

支部纪检干部、科级及以下党员干

部谈心谈话，指导各支部纪检干部

发挥作用，密切关注党员干部思想

动态，及时予以纾解引导，从思想

上筑起反腐倡廉防线，形成为民理

财、廉洁奉公的良好机关风尚。

责任编辑 刘慧娴

读懂全会《决定》中的这些名词

【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其中既包括满足老年人就

餐、就医、照护、文体等事业范畴的公共服务，又涵盖满足老龄群体和备老人群多层次、多样化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各类

市场经济活动，比如发展老年用品、智慧健康养老、康复辅助器具、抗衰老、养老金融产品、老年旅游服务、适老化改

造等潜力产业。发展银发经济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和必然要求。

【碳足迹】

碳足迹是指特定对象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特定对

象可以是个体、组织、国家、产品等。碳足迹可以用来反映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提供参考。近

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正在尝试将碳足迹管理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其中产品碳足迹应用最为广泛。加快构建

我国碳足迹管理体系，有利于促进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和生产生活方式，增进碳足迹工作国际交流互信，助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

应知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