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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项目走进江苏、浙江、湖南、大湾区等重点活
动， 新签订招商引资合同项目 642 个， 总投资 1186.76
亿元，到位资金 884.42 亿元。

推动协同创新才能强化合作共赢。安康市搭建合作
平台，积极促进需求与成果精准对接，共征集科技创新
合作需求 171 项，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 42 项，开展
对接活动 5 次，合作签约项目 5 项。 不断加速成果转化
项目落地，累计完成技术成交额 4.62 亿元，是 2020 年
的 2.15 倍。

按照“平台孵化，安康转化”的模式，安康市围绕研
发、转化、孵化三大功能，支持市场主体在秦创原总窗口
核心区建设秦创原安康创新飞地孵化园。安康市科技局
副局长刘安琴说：“预计通过 2 至 3 年时间，将秦创原安
康创新飞地孵化园打造成安康市共建共享秦创原创新
驱动平台服务窗口和综合创新服务平台。 ”

引才聚智厚植创新生态

如果说创新决胜未来，那么人才必将引领发展。 加
快科技创新步伐，引进更多科研成果和高端人才，助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安康已成共识。

安康聚焦招才引智，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依托中
国农科院、 西安交通大学等 30 余家战略合作单位人才
资源，先后促成 100 多名高端人才与项目建设单位签订
人才合作协议。 2021 年以来，安康市围绕富硒食品、生
物医药等产业发展，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合组建科

研创新团队 3 个， 累计引进高层次紧缺特殊人才 238
人，新增“科学家+工程师”人才队伍 9 个，“新双创”队
伍 6 个，科技经纪人 123 人，8 名科技人才入选 2021 年
度陕西省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科技创新最紧缺的是人才、最渴望的是人才。 安康
以真诚的态度追求和凝聚人才，以更务实的举措关爱和
保障人才，持续加大力度，确保财政科技投入只增不减。
2020 年度全市科技支出达到 1.66 亿元 ， 较上年增长
27%，增长率排名全省第二位。 2021 年市财政兑现高新
技术企业奖补资金 300 万元，市财政将秦创原创新驱动
平台建设工作专项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管理，为秦创原创
新驱动平台建设，特别是人才方面提供了资金保障。

着力推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是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培育高新科技产业的重要举措，常被认为是促进经
济的“双引擎”。安康市通过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有效破
解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促进了科技型企业发展
和科技创新水平提高。 “安康市循环经济产业科技创新
基金”和“安康贫困地区（科技）产业发展基金”共支持企
业 7 家，投放资金 1.32 亿元。2021 年全市中小微企业融
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资金达 2400 余万元。

安康市科技局局长张志群说，安康市将进一步加快
建设秦创原安康创新飞地孵化园，全力推进秦创原（安
康）网络平台建设，加快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更充分地发
挥高新区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加快融入秦创原创新驱动
平台，把创新嵌入产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形成科技创
新全面融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上接一版）
大年初三， 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制造商———力

高新能源创始人王瀚超早早坐在办公桌前， 谋划新一年
工作。

“新能源汽车发展比想象更快， 作为产业链上的企
业，我们既兴奋也有压力，要做足准备，才能更好抓住机
遇。”他说，企业新建第三条生产线，预计 3 月底可以投产。
今年也计划增加 100 名研发人员，继续布局储能、充电等
技术，加快推动自研芯片验证使用，提升供应链稳定性。

工信部在河北、江苏、安徽等地调研显示，已出台的
工业稳增长措施初见成效，今年 1 月以来，各地工业平稳
运行，企业和市场预期逐渐向好。

凭借稳扎稳打，很多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干劲。 工信部
统计显示，“小巨人”企业的研发人员占比约 25%，平均研
发强度超 7%。

拓新局，坚定创新抓机遇

新春伊始 ， 普天铁心立下一个数字化降本增效目
标———通过大数据调度让仓库空出 1000 个库位。

普天铁心从事电力变压器关键零部件的制造、 研发
与销售。 为避免库存积压带来资金流转压力，正联合钉钉
通过大数据调整产能和物流。 企业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
2022 年进行全面智能升级， 挖掘更多需求， 开拓更多空
间。

拓新局，是很多企业 2022 年的关键词。找准自己定位
精准创新，研究市场趋势高效创新，新的发展空间正在打
开。

春节期间， 全应科技董事长夏建涛和团队已经开始
与客户的沟通。 全应科技是一家从事热电智能化工业互
联网的企业。 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数字孪生模型等为热电
领域企业提升效率、降低排放和成本。

热电领域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大势“催促”着企业
进行快速技术迭代。 夏建涛说，与客户保持紧密联系，为
的就是更加适应市场，让创新更有针对性。 “预计今年研
发投入将超 5000 万元， 在热电智能化与运行自动化融合
上推出新一代产品。 ”

紧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水平， 坚持纾困解难强帮

扶与支持创新促升级两手抓，坚持培优企业和培强产业相
结合，一系列举措出台。

工信部明确将在 2022 年进一步聚焦关键领域加大创
新中心建设力度，通过中试、验证平台的完善，为企业创新
提供更多服务。 财政部日前对外表示，2022 年，新增支持
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鼓励地方安排中小企
业纾困资金。

“2022 年，将更加注重从产业链角度推动大中小企业
协同创新， 在融合上做更多文章， 加速创新向各领域推
进。 ”工信部副部长徐晓兰说。

谋实干，扎扎实实稳向前

2 月 7 日，福建省第一季度重大项目视频连线集中开
工仪式在福州举行。福建省发改委重点项目综合管理处负
责人郑强表示，本次开工的项目中，福建省重点推进科技
含量高、引领性强的项目，助力产业链的补链强链，推动形
成产业集群。

稳投资是稳工业的关键。 重庆市发改委透露，今年重
庆计划实施市级重大建设项目 850 个， 年度计划投资约
3570 亿元，重点投向科技创新、产业转型等领域；上海市
浦东新区近日发布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
出未来 3 年推动区域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到 4000 亿元
……

聚焦重点问题，抓实干谋实效，一系列举措和实践正
在展开。

保用能，正月初八，国网建德市供电公司为第一批进
驻浙江建德市钦堂乡小微企业创业园的企业完成通电，助
力顺利开工；增帮扶，虎年开工首日，广东佛山提出在制定
和落实政策时，要突出重点的“点”，点对点开展帮扶；保供
应链，河北、安徽等多地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的监测调度，打通要素保障和产品供给的
堵点卡点……

“今年尤其重要的是要落实落细系列政策， 推动延续
或扩展阶段性惠企政策。”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说，2022
年要推动各地结合实际出台并细化政策措施，助力企业平
稳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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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算账时，黑龙江省宁安市海浪镇盘岭村
的账上比往年多了一项， 是卖鱼收入的 5 万多
元。

让人想不到的是，养鱼的水就来自各家各户
的生活污水。

“以前冬天，水往院子一泼成了冰，污水往村
头河沟里一倒成了冰湖， 春天开化后臭气熏天，
现在再也不用担心了。 ”村民闫锁说。

他家的生活污水通过管道排进百米之外的
“土壤微生物污水处理系统”的流入槽。 经过 12
道程序，全村每天有 20 多吨污水变成清水。村里
将清水引到养鱼池，去年卖了好几千斤鱼。

从“污水靠蒸发”到“清水绕人家”，背后是近
年来我国不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果，让乡村
振兴有“里”更有“面”。

从人畜混居到厕所革命，生活更卫生更方便

春节前，一场雨后，大山里的九曰村青翠欲
滴、云雾缭绕，宛如仙境。

然而，这在余中良的眼里早已是日常，他以
前并不喜欢这层层叠叠的大山。

九曰村，是黔桂交界的贵州省从江县一个小
山村，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楼上住人、楼下养猪，
是这里苗族同胞祖辈相传的生活方式。村民上厕
所，只是搭几块木板解决。夏天蚊子苍蝇到处飞，
冬天冷得人直打哆嗦。 赶上阴天下雨，便池上的
木板还容易踩滑。

“小时候， 老想着住新房。 ”15 岁的余中良
说。 以前上厕所不方便，自己家房子一楼用来养
猪养牛，厨房在二楼，猪粪和牛粪的味道时不时
会窜上来，连吃饭都不香。

厕所曾是城乡差距的一大体现。城里孩子不
愿去农村，城里媳妇不愿回乡，上厕所不方便是
很大的原因。 更大的问题是健康隐患。 有研究显
示，农村地区 80%的传染病是由厕所粪便污染和
饮水不卫生引起的。

小厕所，大民生。近年来，农村厕所革命在各
地持续推进。 全国已累计改造农村户厕 4000 多
万户，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七成左右。“十四
五”时期，农村厕所革命将让更多乡亲受益。

在政府的帮扶下， 余中良家的新房盖起来
了。 他最满意家里的卫生间，地面铺着蓝色的瓷
砖，电热水器、冲水马桶一应俱全。

随着厕所和房屋改造， 一家人的生活习惯在
慢慢改变，上二楼都要光着脚或是换上干净的鞋。

如今， 九曰村家家户户都有干净的厕所，猪
牛圈统一规划到屋外， 村民的卫生意识强了，生
活品质大幅提升。

从进城打工到回乡安居，村里人气回来了

春节前，米潲峰顾不上置办年货。 “现在回村
住的人多了，过年前好多人家要收拾房子，比平
时还忙！ ”

米潲峰是个搞建筑装修的“把式”，家在太行
山深处的河北省临城县郝庄镇李家村。

走进李家村， 满街的大红灯笼显得格外喜
庆，小公园里树木高低错落、凉亭造型别致，几个
孩子正在乒乓球桌旁一较高下。

几年前，这里还是几座破旧房屋，常年杂草
丛生。“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这曾是包括李
家村在内不少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

“以前村里垃圾乱扔乱堆，街道坑坑洼洼，晴
天出门一身土，雨天出门一脚泥。 大家都愿意攒
点钱，上县城买房。 ”米潲峰的妻子李晓丽说。

米潲峰接过话茬：“好多人搬走了，在村里找
不到活干，我也只能搬出去。 逢年过节才回来看
看，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 ”

随着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深入
开展，李家村人也行动起来。拆除破旧房屋，建设
小公园、小果园，垃圾有人管，污水有地去，小村
庄一点点变了模样。

依托 7000 多亩山场，村里大力发展核桃、苹
果等林果种植，引入养殖场、生态园等项目，乡亲
们在家门口能找到工作，村里的人气又旺了。

米潲峰一家又搬回来了。 “我这手艺又能派
上用场了，在家有活干，能守着父母，照看着孩
子，心里踏实多了。 ”

李家村只是中国千万个正在“变身”的村庄
之一。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推进，越来越多
的村庄从脏乱差变得整洁有序。 村里环境好了、
基础设施完善了，不少“新农人”回村创业，一些
曾经“空心化”的乡村，正在一点点恢复人气。

从小山村到网红景区，村里的日子更富更美

近来，棠棣村的金伟桥老汉跟家里人常闹别

扭。 女儿觉得老人快 70 岁了，该在家好好歇着。
可金伟桥总也闲不住，非得去当“检查员”。 每天
在村里转来转去，看到谁家垃圾没收好、哪里清
扫不及时，就赶紧跟村里保洁员说。

棠棣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是个以花
为名、以花致富的小山村，村民以花木种植为主
业。 漫步村子，村道宽敞洁净，民居整齐排列，一
派田园风光，兰花数字工厂里数千株兰花等待发
往全国各地。

金伟桥说，以前的棠棣村，家家户户种花，看
似是个花香四溢的地方，实际上村里遍布着 300
多个露天粪坑，环境差不说，村里甚至连一条硬
化的道路都没有。

从 2003 年开始，棠棣村在“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指引下，深入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大力
实施绿化、亮化、序化、美化“四化”工程，村容村
貌得到极大改善。

振兴乡村， 要改善人居环境， 更要发展产
业。 作为“花香漓渚”国家级田园综合体项目的
核心村 ，棠棣村实施千亩花田 、兰心民宿等项
目 ，逐步走出一条文化传承 、花木产业培育和
美丽乡村建设有效结合、互促发展的道路 。 去
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 11 万元，村集体收入超过
400 万元。

春节前后， 村里更热闹了，“花满棠缤纷乐
园”成为孩子们寒假游学的乐园，不少游客来村
里观光旅游。

美舍依花田，绿荫入春池。 在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探索中，棠棣这个小山
村将绽放得更加多姿多彩。

（记者 ：高敬 向 定 杰 王 昆 魏 一 骏
许舜达 王建）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

我的村庄 变了模样
———农村人居环境新观察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