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网网址：http：// www. people. com. cn

2022年 9月

4
星期日

壬寅年八月初九

人民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65

代号 1-1
第 27084期
今日 8版

时下，在一些地方，沙果陆续成熟

上市。围绕小沙果，内蒙古自治区科尔

沁右翼前旗做起了产业“大文章”：新鲜

沙果可以加工成果汁、果脯、果酱等产

品，保鲜库的建设让沙果实现了反季节

销售，赏花节、采摘节的举办让更多人

吃上了旅游饭。立足当地特色资源，做

大做强沙果产业，既让群众口袋鼓了起

来，也让当地乡村环境美了起来。

小果子之所以能撬动大发展，得益

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产品往往具有季节性强、保鲜期短等

特点，受仓储物流影响较大。贯通产加

销、融合农文旅，既有助于解决农产品

保鲜难、储运难的问题，让农产品更好

出村进城，也能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使生

产、物流、包装、销售等环节更加畅通，

加工、餐饮、旅游、电商等业态更加丰

富，乡村地区的资源优势才能更好转化

为产业优势。

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中 之

重。近年来，从陕西柞水木耳，到福建

闽清橄榄，再到山东冠县灵芝，各地不

断夯实产业基础，乡村特色产业加快发

展，让农村群众的日子更红火。不断补

短板、强优势、畅渠道，持续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必能为乡村振兴注

入强劲动能。

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尹双红

■今日谈R

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是优化经济

布局、强化创新引领、保持经济平稳运

行的内在要求。国家统计局 8 月 31 日

发布数据显示：2021 年经济发展新动能

指数比上年增长 35.4%。

“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

内容的新动能实现稳步成长，为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持续注入新动力。”国家统计局统计

科学研究所首席统计师何强说。

网络经济持续快速
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

今年 5月 4日，13名珠峰科考队员成

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这是我国珠峰科考

首次突破 8000米以上海拔高度。从 5300
米珠峰大本营，到珠峰 8300米营地，再至

峰顶，登山线路实现 5G信号全覆盖。

随着 5G 网络和千兆光网建设力度

加大，我国信息通信服务能力明显提

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不

断壮大，我国网络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据测算，2021 年我国网络经济指数达

1963.6，比上年增长 48.4%，对总指数增

长的贡献率为81.9%。在5个分类指数中，

网络经济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最大。

从网络经济主要构成指标看，截至

2021 年底，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固定互

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分别达 14.2 亿户、

5.4 亿户，分别比上年增长 5.0%、10.8%；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 2216 亿 GB，增

长 33.9%。

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新

动能不断壮大。

电子商务保持高速增长。去年，我

国网络购物、在线外卖等生活服务类电

商持续快速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

步向线下衍生拓展。按可比口径计算，

2021 年我国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额比上

年增长 19.6%。随着新型消费需求加快

释放，快递业规模持续扩大，2021 年快

递业务量达到 1083 亿件。

传统业态加速数字化升级。随着

网上零售市场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网购

用户消费体验持续改善，用户对线上消

费的接纳程度不断上升，线上消费潜力

有 效 激 发 。 2021 年 全 国 网 上 零 售 额

13.1 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

增长 14.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增长 12.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为 24.5%。

“实体商业通过直播电子商务、社

交营销、社区团购等多种形式扩大销售

规模，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扩

容升级。”何强分析，2021 年全国网购替

代 率 为 81.2%，比 上 年 提 高 0.2 个 百 分

点，连续 7 年上升。 （下转第四版）

2021年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比上年增长35.4%

经济新动能实现稳步增长
本报记者 陆娅楠

本报北京 9月 3日电 （记者王政）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举行的“新

时代工业和信息化发展”系列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第四批 4300 多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已完成公示，在完成认定

程序后将正式发布。至此，我国已培育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约 9000 家。

小 微 企 业 、民 营 企 业 占 比 较 高 。

从规模看，此次公示的 4300 多家企业，

中 型 企 业 占 比 44% ，小 微 型 企 业 占 比

56%。 从 类 型 看 ，民 营 企 业 占 比 84%，

国有企业占比 9%，合资和外资企业占

比 7%。

“专业化”趋势更为明显。第四批

“小巨人”企业从事细分领域时间均为 3
年以上，在 10 年以上的多达 3000 余家，

很多企业都在强链补链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成为增强发展活力、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创新性强，成长性好。第四批“小

巨人”企业平均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

比重 10.4%，远高于规上工业企业平均

水平；平均拥有Ⅰ类知识产权 16 项、发

明专利 14 项。近两年，企业户均营业

收 入 年 平 均 增 速 在 20% 以 上 ，增 长 态

势明显。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已建

立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工信部

将加大支持力度、不断创新培育举措、

逐步优化培育环境，“十四五”时期计划

培育形成百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十万

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万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千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我国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约 9000 家

新数据 新看点

本报北京 9月 3日电 （记者刘阳）

来自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2 年暑

期档（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电影总票房

达 91.35 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23.8%，

其中国产影片占比 82.7%，总观影人次

为 2.34 亿。票房排行前五的影片中，国

产片占据四席，分别为《独行月球》《人

生大事》《神探大战》《明日战记》。

今年暑期档上映的新片题材广泛、

类型多元，包括科幻片、家庭片、动画

片、青春片、纪录片等，为观众提供了多

样化的观影选择。以《人生大事》为代

表的现实题材影片与以《独行月球》为

代表的科幻片表现突出。

此 外 ，国 家 电 影 局 发 布《关 于 开

展 2022 年 电 影 惠 民 消 费 季 的 通 知》，

从今年 8 月到 10 月开展 2022 电影惠民

消 费 季 活 动 ，有 力 促 进 电 影 消 费 、加

快电影市场恢复，助力了暑期档的持

续提振。

2022年暑期档票房达 91.35亿元

9 月 3 日，是 2022 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的第一天。今年服贸会，共有 71 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以国家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比上届增加 13 个，超过 400 家世界 500 强以及

国际龙头企业线下参展。

图为当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展区，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参观“复兴号”动车组

模型。 王 振摄（影像中国）

（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服贸会迎来

公众开放日

状似豆粒，弹性如球，这看似不起

眼的透明小颗粒，竟严重依赖进口？

“这种聚烯烃弹性体，广泛应用于

光伏、汽车等制造领域，国内需求量年

年增长。”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黎源拿起展示品介绍，“去年，

山东张出榜单，万华成功揭榜，正加大

马力攻关技术难题，努力实现高端聚烯

烃弹性体全产业链国产化。”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可以搞揭榜挂帅，英雄不

论 出 处 ，谁 有 本 事 谁 就 揭 榜 。 去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改革重

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实行

“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做到不论

资历、不设门槛，让有真才实学的科技

人员英雄有用武之地。

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近年来，

山东瞄准科技创新，突破体制机制藩

篱，深入推进“揭榜挂帅”制改革。设立

由省委书记、省长担任双主任的省委科

技创新委员会，出台《山东省重大科技

创新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深

入推进“揭榜挂帅”等三项制度改革的

实施方案》，为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揭榜挂帅”，基础在“榜”。今年 6
月 ，山 东 省 科 技 厅 亮 出 一 张 榜 单——

《2022 年山东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项目

指南（第一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

共安排 57 个省级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145 个课题。榜单发布后，迅速吸引一

批国内外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竞相揭

榜。“过去编制榜单，多靠科研人员申报

课题，‘会什么做什么’；现在编制榜单，

突出问题导向和实践需求，‘要什么创

新什么’，奔着解决关键技术难题、国家

战略迫切需求去，引导行业开展科研攻

关。”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唐波说。

落实榜单，关键在“帅”。我国合成

橡胶行业存在胶种少、缺乏原创产品等

问题。去年，山东省发布榜单就此组织

攻关，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青岛科

技大学组团揭榜。京博集团研发人员

葛怀涛说：“山东广发‘英雄帖’，面向全

球公开张榜，不论资质、不设门槛，寻找

最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挂帅’，特别强

调企业主体地位，鼓励企业牵头形成跨

区域、跨单位的创新联合体，产学研合

作开展协同攻关。”

除了让匹配的揭榜者脱颖而出，更

要赋予其充分的自主权，实现人尽其

才。今年起，山东在省科技示范工程项

目上全面推行技术总师负责制，赋予技

术总师经费分配权、团队组建权、考核

激励权和资源支配权，并开展省级财政

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让科研人员从

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心无旁骛放手干

事业。日前，山东省“智慧港口”科技示

范工程启动仪式上，山东港口集团高级

别专家张连钢郑重接过“技术总师”聘

书，“责任在肩，考核在后，有压力更有

动力。”张连钢说。

“揭榜挂帅”激活发展动能。世界首

套时速 600 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成功下线；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燃

料电池智能雪蜡车亮相北京冬奥……

2020 年以来，山东省通过“揭榜挂帅”制

度组织实施 200 余项省级重大科技创

新项目，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推动产

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发展。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山东

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强调，赋予山东更大改

革自主权，在科技创新、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绿色低碳技术应用、标准化创新

发展等领域优先开展探索实践，并明确

提出“通过事业育才、政策聚才、柔性引

才等模式，聚集一批领军人才和青年科

技人才，赋予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

费使用权”“实行科技攻关‘赛马制’、

‘揭榜挂帅’，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

向的分配政策，依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我们将坚定不移把创新摆在发展

全局的关键位置，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向纵深发展，将‘揭榜挂帅’作为改革

重中之重，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效

率，驱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山东省委主

要负责同志说。

山东大力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徐锦庚 李 蕊

本报北京 9 月 3 日电 （记者陆娅

楠）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

日前联合发布的《2021 年全国科技经费

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1 年我国共投

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27956.3 亿元，

比上年增长 14.6%，已连续 6 年保持两

位数增长。经费投入强度为 2.44%，比

上年提高 0.03 个百分点。

据介绍，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投入继续呈现大体量、高增长特点，经

费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16 年至 2021
年经费年均增长 12.3%，增速明显高于

一些发达国家的同期水平。

2021 年 ，我 国 基 础 研 究 经 费 为

1817.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9%，比总经

费增速高 9.3 个百分点；基础研究经费

占经费总量的比重为 6.5%，创历史新

高；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全国的

比 重 为 76.9%，比 上 年 提 高 0.3 个 百 分

点，研发投入主体地位不断增强。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近年来，甘肃省张掖市坚持把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与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园区建设等相结合，全力推动搬迁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均衡

发展，保障搬迁群众安居乐业。

图为近日拍摄的张掖市民乐县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乐民新城项目。 王 将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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