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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5

致敬萨博经典的93车型

从恒大正式布局新能源汽车，
到国能 93量产下线，用时不到半

年。众所周知，汽车研发需要投入
大量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研发周期

一般在 3-5年。而国能 93能够迅
速推出，是因为早在恒大入主

NEVS前，NEVS就已经完成了该车

型的研发工作。

NEVS是一家继承了瑞典萨博

汽车 75年历史和技术积淀的车企，
因此国能 93有着浓郁的萨博气质。

据了解，国能 93是一款基于萨博凤
凰 E 平台及萨博技术打造的纯电

动车型，作为一款定位经典型、纪念
型、普通型、实用型、经济型的车型，

国能 93传承和发展了萨博技术，在

驾控体验、安全性能等多个方面均
表现出色。而该车型简约实用的北

欧设计特色，以及“驯鹿角”式传力

结构设计等细节，无不体现出对萨

博经典车型的致敬。
随着国能 93车型推向市场，相

信将受到广大萨博车迷，以及注重高
性价比车型的普通消费者的青睐。

国能93车型量产的
深层战略意义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国能 93车
型不算是恒大推出的首款车型，但

此次的量产下线仍具有十足的深层
战略意义。

第一，标志着恒大的整车制造
能力已经成熟———这正是恒大入主

NEVS的初衷，也就是要掌握世界

领先的整车制造技术和能力。整车
制造是车企的基础，也是衡量车企

技术实力的重要准绳，只有车企自
身具备出色的整车制造能力，才能

确保各项技术更好地整合与应用，
从而确保产品的品质，这是“代工”

模式无法实现的。

第二、标志着恒大新能源汽车
已经完成了体系化的组织建设和队

伍建设。专业的团队是产品的基础，
反过来说，产品量产反映了其背后

必有一支专业的团队。国能 93背后
的团队是一支国际化的团队，恒大

一方面通过融合被收购企业的原有

高管，快速提升自己在汽车领域的
专业能力。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新能

源汽车领域高尖精人才的引进力
度。再者，恒大从内部选调了 590名

员工进入新能源汽车集团。在他们
的融合和协作的推动下，国能 93成

功量产，标志着恒大新能源汽车在
全业务环节完成了体系化的组织与

团队构建。
第三、标志着恒大产品开始与

市场接轨，投身白热化的市场竞争，
开始检验其整车制造能力，并为下

一步推出新车型积累宝贵的市场经
验。汽车行业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业，

作为后起之秀，更需要一款实实在
在的产品去开拓市场。尽管国能 93

并未将恒大手上的所有先进技术完
全体现，但作为一款面向普通消费

者的经济车型，有着足够的竞争力。
市场对国能 93的褒扬或批评，都将

是恒大造车路上的一笔重要财富。
可以预见，随着国能 93车型在

天津生产基地量产下线，恒大在上
海、广州、沈阳的各生产基地的建设

投产也将加速提上日程，加上本已具

备量产能力的瑞典特罗尔海坦基地，

恒大已为其后续推出更多蕴积恒大

基因的新车型提供了产能保障。

“恒大造”全新车型
将在明年推出

许家印曾多次在内部会议表
示，恒大新能源汽车要做到“核心技

术必须世界领先、产品品质必须世
界一流”，这显然已成为恒大新能源

汽车的发展定位。而从今年初以来，
恒大已构建了覆盖整车研发制造、

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的全产业链，这

些先进技术将构成恒大新能源汽车
一流产品的关键元素。

蕴积恒大基因、真正意义“恒大
造”的新车何时推出？据了解，恒大目

前已在研发多款全新车型，预计最快
能在明年实现量产。而随着恒大整合

世界尖端的技术，陆续推出覆盖入门
级、中端、高端、超高端等的全系列产

品，其提出的“3-5年成为世界规模
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源汽车集团”

目标也有望顺利实现。（文/陈孜孜）

国能 93量产宣告整车技术成熟

100%“恒大造”汽车明年推出

■国能 93车型量产下线仪式嘉宾合影

■恒大天津生产基地焊装车间

    梦想照进现实， 许家印的汽
车梦正朝着其战略目标一步步实
现。6月 29日，恒大新能源汽车集
团国能 93 车型量产下线仪式在
天津举行， 恒大造车迎来新的里
程碑， 意味着恒大新能源汽车业
务已经完成体系化的组织建设和
队伍建设， 并具备系统完整的整
车制造能力， 开始为新车型大规
模量产积累宝贵的市场经验。

■参观恒大新能源汽车天津生产基地

    “问：这段忙啥呢？ 答：精准扶
贫。问：扶贫部门干啥呢？答：督查我
们。问：这段忙啥呢？答：污染防治。

问：环保部门干啥呢？答：督查我们。

问：这段忙啥呢？答：土地执法。问：

土地部门干啥呢？答：督查我们……

问：你是哪个部门的，怎么谁都督查
你们？ 答：我是乡镇干部。 ”

这是《半月谈》杂志上的一个段
子，在基层乡镇广为流传，尽管对话
有些夸张，但反映的问题却很真实。

对于各级各类、 过多过频的督查检
查，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比喻为“数
豆子的比种豆子的多”。

上周， 十一届上海市委第七次
全会召开，聚焦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直击基层一线工作痛点， 市委书记
李强现场点名 “督查检查过度”：每
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一年只有
52个星期，如果每个星期都要接待
一两次督查检查， 都要主要领导出
面接待，基层怎么吃得消？

在深化改革进程中， 上级部门
的督查检查，无疑是推动政策落实、

指导帮带基层的重要举措， 但近年
愈发凸显的名目繁杂、频率过高、多
头重复、重留痕轻实绩等问题，也让
督查检查成为地方与基层 “不能承
受之重”。 有些地区一年接受 200

多次督查检查，许多基层干部 90%

精力花在迎检， 加班加点填写台账
材料上……我们常说，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 一个基层部门对应上
级多个部门，更别提各级重复扎堆、

层层加码。

如果说督查检查频次之多，已
让人应接不暇， 那么整改反馈一味
求快，则更是“有苦难言”。 上午发通
知，下午要反馈，今天刚布置，明天要
成效，只看有无反馈，不问整改是否
到位……基层是落实各项工作的前
沿阵地， 有待整改之处自然不少，但
一些“老大难”困局并非一日之寒，落
实整改也绝非一蹴而就。 “刚播种就
要收获，刚开花就要结果”，以致报告
通篇“高度重视”“迅速落实”“积极协

调”等表态，难见实质内容。

交流中， 督查检查的考核标准
也让不少街镇干部 “大叹苦经”，政
策是否执行、 部署是否落实的评价
标准比较单一， 出具的意见书让人
产生“为整改而整改”之感：“督查提
出的整改意见， 没有考虑本地人力、

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反馈无从下
手只能‘以空对空’。”“检查的时候过
分重视台账，开会多、研究多分值就
高，对工作的结果反而不太重视。 ”

从准备迎检到整改反馈， 如果
上级部门总是心急火燎地 “数豆
子”，基层干部又怎能专心致志“种

豆子”呢？督查检查中“脱实向虚”的
风气，归根结底是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所致，当上级部门过于追求形式，

当基层干部回以应付交差， 无疑是
进入恶性循环。

2019 年被称为 “基层减负
年”，今年 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
基层减负的通知》，树立为基层松绑
减负、 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实
干导向，提出“加强计划管理和监督
实施， 着力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
过频、过度留痕的问题”。

在此次上海市委全会上， 明确

“督查检查必须精简”： 加强统筹安
排，大幅精简督查检查事项，让基层
腾出时间精力， 用心抓好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事要事实事。

规范督查巡查，要控制“数豆”总
量。去年 10月，中共中央要求对县乡
村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要减少 50%

以上，此次市委全会也定下规矩，市、

区两级督查检查，必须由党委、政府
统筹安排， 职能部门不能各行其是。

源头控制总量， 同类事项可合并进
行，涉及多部门就“联合组团”。

规范督查巡查，要完善“数豆”

标准。 应当科学合理设置考核指标
和评价体系， 视实际情况区分城市
与乡村、地方与部门等，主要看工作
实绩， 横向对比的同时注重纵向对
照，体现差异化而不是“一刀切”“一
锅煮”。

规范督查检查，要改进“数豆”

方法。不能刚安排就检查、刚部署就
考核， 不搞花拳绣腿， 不要繁文缛
节，不做表面文章，别让基层干部整
日埋头于填表格、建台账、配照片、

留痕迹， 将原本应该用在 “治理真
章”上的智慧，都花在“材料文章”上。

“数豆”是为了更好地“种豆”。

正如市委全会要求， 干部要在为民
服务上下功夫， 着力解决群众的操
心事、烦心事。 相比督查巡查，群众
满不满意、 认不认可， 才是最好的
“整改意见”和“反馈报告”。 “数豆”

促“种豆”，群众这些“得豆子的人”，

才能有扎扎实实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范 洁

新民眼

别让“数豆人”多过“种豆人”

孙绍波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