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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耐心资本” 一词走进了大众视野———中央部
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时，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
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

“耐心资本”，顾名思义，就是引导资本做“时间的朋
友”，不受短期市场波动的干扰，陪伴硬科技、科学家与创
业者“长跑”。

“耐心资本”与新质生产力都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一个
道理：要有前瞻眼光，更要有战略定力，不畏风险挑战，坚
持做正确的事，在长期投入与坚持中结出硕果。

能够稳步爬坡，可以轻盈奔跑……不久前，自主研发
的通用人形机器人“天工”在北京亦庄亮相，突破“拟人奔
跑”的世界性难题，引来刷屏围观。

接受记者采访时，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总经理
熊友军感慨， 正是因为资本的长期加持和产业各方共同
创业，团队才能在这个“烧钱”的行业里，有耐住性子的底
气，用持续不懈的攻关实现技术突破。

创新是个漫长的历程， 成功的投资往往需要时间与
耐心。 这个道理，在很多企业、产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被
反复印证。

以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为例，产业从零起步，经历了
路线选择的焦虑、产业转型的阵痛，以及技术的推倒重来
和产业体系的更新迭代。正是因为锚定目标不动摇，持之
以恒地投入， 才有了连续 9 年全球产销量第一的可观回
报。

“耐心资本”所倡导的长期主义，是培育新质生产力
必须坚持的理念， 也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学
方法。

今天，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增多，有复杂的外部环
境，有创新的迫切，也有转型的挑战。 “耐心”一词蕴藏的
深意，更显弥足珍贵。

要把准方向，就像投资要选准赛道一样，立足长远和
可持续，去做有价值的创新、有质量的发展。

要夯实基础，加快“卡脖子”技术突破，维护产业链安
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让关键环节不留卡点、没有盲
点，才能为长久发展筑牢根基。

最重要的还是涵养信心。对未来有信心，才会在当下
有耐心。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超大规模的市场，人才资源总量、
科技人力资源、 研发人员总量居全球首位……这些是我们对中国经济抱有坚
定信心的基本支撑。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不断巩固，发展新质生产力热潮涌动，
一系列政策显效发力，积极因素不断累积，信心和预期稳步恢复。在此情况下，
更要强调“耐心”，以耐心强信心，以信心增耐心，不断激发生机勃勃的气象。

巴尔扎克曾写道，人类所有的力量，只是耐心加上时间的混合。
无论是发展一家企业、深耕一个行业，还是推动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

都是一场长跑。不妨多点耐心，多点信心，既只争朝夕又久久为功，相信时间的
力量，一定会收获时间的玫瑰。

图一：使用农机具后，土地变得松软平整。
图二：胡洪申驾驶拖拉机耕犁土地，为播

种做好准备工作。
图三：农户使用农机具进行播种。
图四： 农机具的使用大大提升了劳动效

率。
图五：农机具实现了旋耕、播种、育肥一体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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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随着旋耕机的刀片“钻”进土地里，
机器走过后，刚刚收割的地面变得平坦松软，记者
在汉阴县蒲溪镇公星村 3 组看到， 趁着晴好天气，
当地正组织农用机械对土地进行翻耕和播种，以便
在秋收中再获丰收。

“我们在公星村流转了 480 多亩地，以水稻、玉
米、油菜和小麦为主，刚收割完油菜，赶紧把玉米和
水稻种下去。 ”汉阴旭峰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
洪申说道，目前他的合作社拥有 90 多台农用机械，
从起垄机、播种机、收割机到无人机飞防，全程实现
了机械化。

胡洪申边介绍边登上拖拉机，转动钥匙，打火
发动，挂挡起步，开进另一片田里。 伴着机器轰鸣，
他打开了话匣子。“同样的管理措施，全程机械化种
植水稻模式要比传统种植模式一亩地多出 100 多
公斤稻谷，相当于增加 400 多元的收入，如果按照
亩产 600 公斤稻谷来计算， 人工收割成本每亩约
500 至 600 元，使用机械收割水稻，可以节约成本
300 至 400 元。 ”

针对地处丘陵地带、农机“下田难”“作业难”的
情况，市农业机械化与农村经营工作站瞄准农机市
场，积极培育和壮大农机产业。

截至 2023 年底， 全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 42%。通过“一社一区”丘陵山区农机化发展
模式，按照“区域布局、重点扶持、板块推进”的发展
思路， 有计划地布点帮扶建设农机专业合作社，依
托合作社建成全程机械化示范区,促进区域农机化
水平不断提高。

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 233.5 万千瓦 ，比
2022 年增长 1.17 个百分点；水稻、小麦、玉米、油菜
机械化率分别达到 64.97%、50.58%、42.8%、33.82%。
建成市级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 14 个， 依托农机专
业合作社建设了 23 个全程机械化示范区。

记者从市农业机械化与农村经营工作站了解
到，近年来，我市把培育服务主体作为促进农机社
会化服务的关键点， 汉阴县兴汉农机专业合作社、
平利县农发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安康市宏盛惠民
农机专业合作社等一大批合作社不断壮大，业务由
原来单一的土地流转、托管代管、农机作业服务拓
展到粮食烘干及加工，农产品品牌建设、农机农技
技术培训等，涵盖一、二、三产业，建成“全程机械
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

农机与技术的不断完善、创新为农业生产带来
了更多的可能性，更为全市的粮食稳产增产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市农业机械化与农村经营工作站站长张善平

表示，全市各县区积极整合资源，推动农业机械化
发展。汉阴县财政整合资金 200 万元用于农机化提
升， 购买了 6 台 75 马力履带式拖拉机，50 台微耕
机，2 台大棚王以及粮食烘干机、 果蔬烘干机配备
到农机经营主体；平利县投入 149 万元，购买了联
合收割机、玉米青储收获机、水稻插秧机、旋耕机、
播种机、烘干机等机械投入到农机经营主体。 汉滨
区、石泉县等市县财政加大对农机化的投入，整合
项目资金购买单行小型玉米、大豆播种机具投入到
镇村落实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农机化发展基
础得到进一步提升。

“同时，市上积极引导支持种植大户、致富能人
等领办农机专业合作社，定期组织各类经营、服务
主体负责人和经营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去年先后开
展了 2 期 3 个班的拖拉机驾驶操作培训，2 期丘陵
山区农机实用技术培训班，对我市农村实用型人才
进行机械化技术水平、实际操作能力的提升，有力
地促进了我市农机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的发展。 ”
生产指导科科长张修虎说。

目前，全市共投入农机具 1.2 万余台（套）服务
“三夏”农业生产，助力我市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
推动传统农业向机械化农业加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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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镇坪县的田野上，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乡村田园春水满盈，波光粼
粼，村民们正抢抓节令，早早地在田里劳作，拔苗、捆绑、施肥，动作娴熟而急切。
5 月 28 日，在田间插秧的村民三五一排整齐地站着，不停弯腰、快速移位、飞速
插秧，嫩绿的秧苗一行行竖了起来，整齐匀称，像一块绿色的地毯，阡陌纵横的
稻田不仅拓宽了当地群众的增收渠道，同时也扮靓了乡村美景。

屈光波 韩涛 摄

村村民民赶赶着着牛牛在在稻稻田田里里犁犁地地

村村民民们们娴娴熟熟地地插插秧秧 抢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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