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建设健康中国。
——— “残疾预防日”宣传口号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积极争创全国文
明城市。

———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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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目前， 紫阳县 176 个行政村实现

了村村都有合作社， 村村都有增收产
业的发展格局，形成了以茶叶为主，魔
芋、蔬果、养殖、中药材等多种产业齐
头并进的产业体系。 全县共建有产业
基地 211 个、加工厂 486 个、产业园区
130 个，农村经营主体 826 个，全县村
级集体经济呈现了长短结合、 多元发
展的良好态势。

紫阳县还将持续推进安置区农业
产业园区建设,计划新建配套产业园区
3 个、巩固提升产业园区 4 个 ,新增吸
纳就业人数 295 人。 “下一步还要扶持
一批服务功能强、 内部运营规范的农
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提高农民组织
化专业化程度， 从而增加村集体经济
财富积累， 开创财政性收入等多元增
收方式，惠及更多搬迁群众。 ”紫阳县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英彪说。

近年来， 紫阳县加强易地搬迁后
续扶持 ，紧盯 “搬得出 、稳得住 、快融
入、能致富”目标，按照“搬前谋业、搬
中兴业、搬后扩业”的总体思路，围绕
园区建社区、围绕社区建工厂、围绕工
厂促就业、围绕就业促搬迁，全力做好
产业就业、社区治理等工作，让搬迁群
众安居又乐业。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信访工作条例》宣传标语

工信部 30 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 1 至 7
月， 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
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8.1%和 1.6%， 中小企业
生产经营呈企稳态势，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奠
定了坚实基础。

工信部 30 日召开 “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
展 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业” 主题新闻发布
会， 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在会上说，
为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新冠肺炎疫情的
不利影响，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了多项力度空
前助企纾困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以来
国家层面出台各类政策措施 33 项， 这些政策
在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小
微企业享受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近
1.8 万亿元。 中小微企业宽带和专线等平均资
费进一步降低。 去年以来治理涉企收费专项行
动共检查全国收费单位 9.89 万家，清退违规收
费超过 60 亿元。

在融资方面，工信部联合多部门提出强化
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相关举措，进一步规范发
展供应链金融，鼓励金融机构为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量身定制服务方案，并与财政部联合实施
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降费奖补政策，自 2018
年起， 已累计安排中央财政资金 150 亿元，引
导各地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降低
融资担保成本。

“我们要把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会同相关部门推动落实
国家各项惠企减负政策，帮助市场主体特别是
中小企业渡难关、复元气、促发展。 ”工信部运
行监测协调局二级巡视员孟燕说。

身处产业链环节的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离

不开上下游之间的合作与协同，构建大中小企
业融通发展的良性生态很重要。

“今年以来，我们从建体系、促对接、树标
杆等三个方面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梁
志峰说，工信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开展
“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2-
2025 年）的通知》，促进大中小企业创新链、产
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
全面融通。 同时，在全国推动开展“百场万企”
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活动，目前已征集 110 余
家大企业和 1200 余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
2000 多项对接需求。

当前，工业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仍然严
峻复杂，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帮扶中小
企业纾困解难还要加力。

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王海林表示，在
融资方面，将以更大力度推动缓解中小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继续实施小微
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对接多层次资本
市场， 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优质中小企业上
市、挂牌融资。

在降低企业负担方面，持续深入推进整治
涉企乱收费、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
项行动，以更大力度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

“我们要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 ”
梁志峰说， 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进
一步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 坚持
以中小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小微企业、欠发
达地区企业为重点，以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促进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 提升中小企业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 同时，加快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发
展，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新华社北京 8 月 30 日电）

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要求，健全群众评价机制，畅通监督投诉渠道，确保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工作规范有序推进，现向社会公布市创文办干部纪律作风问题监督投诉举报方式，欢迎广大群众监督投诉、反映问题，
对我市创文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市创文办将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对群众监督投诉问题进行核实处理。

监督投诉电话：0915-3283598
监督投诉邮箱：wwwzyaudit@126.com
监督投诉地址：安康市大桥路国贸酒店 7 楼 711 室（市创文办监督执纪组）

安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27 日

安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公布市创文办干部纪律作风问题监督投诉方式的公告

紫阳：让群众安居又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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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普及是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举措， 是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30 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科学技术普及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

本次执法检查，是科普法颁布实施 20 年来的首次执法
检查。 这部法律执行效果如何？ 怎样推动科普惠民？

科普工作体系逐步健全

报告指出，目前，全国共有 29 个省（区、市）先后制定了
科普条例或实施办法，层次分明、覆盖全面的科普法律制度
规范基本形成。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年）》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等一系列科
普发展规划稳步落实，16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全
民科学素质工作纳入本级党委、政府考核。

科学素质建设协同机制日益完善， 科技部牵头建立由
41 个部门组成的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各地依法建
立健全科普工作协调制度，支持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科普。 推
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各部门协同联动的科普发展格局加快
形成。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各地也通过开设科学教育与科普
相关的本科专业、推进高层次科学教育研究生培养试点、增
设科学传播专业职称、设立科普奖等方式，积极探索完善科
普人才培养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同时，越来越多科学
家主动向公众传播前沿科学知识，科技特派员、科普志愿者
也发挥了科普的重要作用。

报告显示，2020 年，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总数 181.30 万
人， 科普人员规模逐步扩大。 各地积极配备科普专兼职人
员，浙江、四川、江苏和湖北 4 省超过 10 万人，河南、广东、
北京、云南等 14 省市超过 5 万人。

科普供给内容形式不断丰富

作为科普服务公众的主阵地， 我国科普场馆建设加快
发展，日渐成为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的重要平台。

报告显示，2020 年， 全国共有科技馆和科技类博物馆
1525 个，比 2006 年增加 193.8%。 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
科普大篷车、 农村中学科技馆和数字科技馆构成的现代科
技馆体系快速发展。

“科技战疫”行动广泛传播防疫科普知识；“科技冬奥”
主题展览激发公众的科学兴趣和冰雪热情；“天宫课堂”通
过天地互动的太空实验，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河
南、江西、宁夏等地以科技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将先
进的技术套餐送到工厂企业和田间地头……

报告指出，各地坚持把科普融入科技创新、疫情防控、
乡村振兴、文旅教育等领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

同时，大量脍炙人口的科普原创作品投放市场，呈现出
多样化、分众化发展的趋势。 报告认为，科普传播正由线下
平面化向线上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各地通过
网络、微博、微信形式传播的科学信息已占八成以上，成为
公众参与科普、了解科学的主渠道。

全民科学素质水平大幅提升

报告显示， 科普向公众传递科学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
式， 推动我国科学素质水平跨入新的发展阶段。 据统计，
2020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0.56%，是 2005
年 1.6%的 6.6 倍。

具体来看， 全国各地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跨越提升，上
海、北京超过 24%，位居全国前两位；广东、福建、山东、湖北
等 8 省市超过全国总体水平。 东部地区科学素质水平持续
领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分别达到 15.54%、
15.21%和 14.24%，科学素质对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呈现出显
著促进作用。

报告指出，科普已成为科学素质提升的重要手段，面向
青少年、农民等重点人群的科普活动蓬勃开展。 如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大国工匠进校园、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等品牌活动深入开展，贴近百姓、影响
广泛。 全国科普日累计组织各类科普活动 32.2 万项，辐射公
众达 25 亿人次。

为推动新时代科普高质量发展，报告建议，强化科普在
夯实科技原创基础与促进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着力开展重
点人群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完善科普工作体制机制，增强科
普工作合力；增强科普服务效能，满足公众多元科普需求；
提高投入和保障能力，推动科普工作可持续发展；加快法律
修订进程，健全科普法律制度。

（新华社北京 8 月 30 日电）

增强科普服务能力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从执法检查报告看科普法推动科普惠民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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