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位置，我们要重新设计一个‘双穿’

结构，让 10 种管线在两个支架孔穿过，但总高

不能超过 1.2 米，要不后期负责吊顶的工友该

骂我们咯！”4 月 15 日，走进中建三局承建的

天津市人民医院扩建三期工程项目工地，35
岁的综合支架下料工齐国超正在地下三层一

处结构柱和剪力墙间来回徘徊，比对图纸、复

核数据、爬高下低，一上午时间，他的笔记本

已记了满满 8 页。

综合支架下料工是做什么的？“如果把钢

筋水泥比作一栋建筑的骨骼，那么管线就是

这栋建筑的血管，我的工作就是让这些‘血

管’畅通起来。”面对记者的疑问，齐国超指着

房顶说，“你看这些异形支架，每隔 4 米就有一

个，一层楼至少有 100 多个，但每个又各不相

同，这些都是我们的‘杰作’！”

支 架 下 料 是 建 筑 机 电 施 工 中 的 重 要 工

序，供水、供电、通风等管线都要固定在综合

支架上，位置、距离都有严格和精确的要求，

支架做得太小，管道放不进去，支架做得太

大，又会造成浪费，还会影响后期装修的自

由度。“像我们脚下这栋楼体，建成后使用空

间 不 能 被 太 多 墙 体 阻 隔 ，电 气 、给 排 水 、通

风、智能化管线错综复杂。”齐国超说，为了

适应这种特殊的“框剪结构”，他必须利用有

限的柱体和房梁，让未来的管线安装既少走

弯路，又走得“漂亮”。“把下一个工种施工中

可能遇到的困难提前想到，我的任务就算完

成了。”

2006 年，齐国超跟随亲戚在老家河南濮

阳进入建筑行业。他从水电小工做起，当时

因为缺乏经验，施工效率一直提不上去。齐

国超告诉记者，那个时候，他最渴望得到老师

傅们的“批评”。“批评多了，才知道自己哪里

做得不对。”别的工友一双鞋子能穿一个月，

他的新鞋穿一个星期就磨破了，“因为这，大

家都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礼拜鞋’。”齐国超

笑着说。

2011 年，齐国超来到天津闯荡。在一次

项目施工中，他发现工程师在现场用电脑就

能把施工图清晰、规范地画出来，对施工有很

大帮助。“综合支架下料工作极其复杂，每处

各不相同，不能依赖提前设计好的图纸，要根

据工程进度随时调整，如果我学会了电脑画

图，工作效率不就提高了？”从那以后，齐国超

买来电脑，白天跑现场，晚上就在宿舍里一边

跟着视频学一边试着画，遇到不懂的就去请

教项目上的工程师。

“你看，这是甲方提供的施工图，但如果

没有很好的立体思维，很难看懂。”走进工地

旁齐国超的简易工作间，电脑机箱风扇呜呜

作响，齐国超用手一点键盘，屏幕上出现一张

张三维立体图，支架的安装位置清晰明了。

为了让工友们看得更明白，他还会在图中标

注上大字，“这里开口朝向自己！”“这里需要

双重加固！”

去年，齐国超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河南

科技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的函授本科，最近又

在备考国家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时代不同

了，把‘脑力’锻炼出来，才能在施工中节省更

多‘体力’。”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中汽研新能源汽

车检验中心（天津）……这些年，不少天津重

点建筑项目都有齐国超的汗水。“这个‘五一’

假期，我打算把 7 岁的女儿接到天津来，让她

看看我的‘杰作’！”齐国超说。

综合支架下料工齐国超——

努力提高建筑施工技能
本报记者 李家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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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4月 18日电 （记者沈文敏）今天，“上海市生

物医药产业投资促进伙伴计划”正式启动，并为首批伙伴授

牌。2023 版《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指南》同时发布。

作为上海集中精锐力量、加快发展突破的三大先导

产业之一，上海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上取得了重要进展，

2022 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 8537 亿元。同时，上海

新增 11 家在科创板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累计已有 30 家

上市企业。

据透露，今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目标超过 9000 亿

元，其中制造业产值将突破 2000 亿元。上海市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发起“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投

资促进伙伴计划”。与计划同时组织开展的“首期生物医药

产业招商引资培训班”，则面向各区、重点园区招商人员，促

进互动交流、分享优秀经验。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
今年目标超9000亿元

本版责编：李智勇 白真智 罗阳奇

本报石家庄 4月 18日电 （记者邵玉姿）日前，河北省

农业农村厅印发《2023 年河北省巩固提升脱贫地区农业特

色产业工作方案》，将脱贫地区产业纳入全省乡村产业发

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一体推进，将脱贫群众放在农民增收

大格局中统筹考虑，加快推进脱贫地区农业特色产业提档

升级，确保 2023 年全省脱贫地区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全

省脱贫人口产业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奠定坚实基础。

《工作方案》提出，以特色蔬菜、食用菌、水果、中药材为

重点，年内全省脱贫地区发展蔬菜（含食用菌）475 万亩、中

药材 115 万亩，水果稳定在 300 万亩；以精品肉类、奶业振兴

产业项目建设为抓手，年内脱贫地区出栏生猪 1172 万头、

肉牛 184.2 万头、肉羊 1203 万只、家禽 2.9 亿只，存栏奶牛

45.5 万头。

《工作方案》提出，实施产业提升行动，充分利用农业资

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推动实施蔬菜、中药材、奶业、精品肉

类、中央厨房五大千亿级产业工程，支持脱贫县围绕产业集

群，聚焦“一主两辅”特色主导产业，持续加大农业特色优势

主导产业培育，立足“土”，体现“特”，形成“产”，健全乡（镇）

域产业聚集机制，打造一批产业强镇。

河北壮大脱贫地区农业特色产业

近年来，江西省丰城市以

就业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订单培养”

的办学模式，有针对性地开设

工业机器人应用、新能源汽车

维修、影视动漫制作、移动 UI
设计、数控技术应用、无人机操

控等特色课程及实训场所，不

断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提

升学生的综合职业技能水平和

就业率，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

图为 4 月 18 日，丰城中等

专 业 学 校 学 生 在 老 师 的 指 导

下进行操作实训。

周 亮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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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一束束阳光穿过枝丫，洒向苗岭深

处，映照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庞。人们从四面

八方而来，汇聚在乡村这片热土上，运营农贸

市场，打造茶旅融合，探索林下养菌……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支撑。

从离乡到返乡，号召人才扎根田野；从输

出到引进，畅通城乡要素流通。去年起，贵州

凯里实施“三村工程”，力争 3 年引进 100 家企

业兴村，吸引 1000 个能人回村，推动 1 万名市

民到村，开辟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共同繁荣

的城乡融合发展新通道。

创新经营模式
盘活闲置资源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在凯里市下司镇清江村，说起曾经的农

贸市场环境，吴妹连连摇头。作为凯里最大

的农村赶场地，种菜的、养鸡的，哪怕量再少，

也能在这儿换成钱。图着交通便捷，配有大

量摊位，一次赶场至少吸引两万人。但是，方

便之余，问题也不少。

“赶场的人太多，路再宽也拥堵；几百个

摊位缺少管理，垃圾、污水、异味，不是啥新鲜

事。”吴妹一直经营自家肉摊，每逢赶场出摊，

生意倒也稳定，但杂乱的环境难免让人不适。

下司镇不是没想过改变。

2017 年 ，一 栋 三 层 的 农 贸 大 楼 拔 地 而

起。就在群众满心欢喜之际，承建方却因资

金短缺，导致工程停滞。“主体框架完工，只剩

内部装修，结果一拖就是 5 年。”下司镇党委副

书记陆阳有些无奈，随着凯里探索实施企业

兴村工程，发挥企业引领带动作用，促进一二

三产深度融合，局面迎来转机。

去年年初，在政府撮合下，在外创办公司

发展五金加工的文兴勇，扎根清江村，当起

“新农人”，带领村民经营农贸市场。

“我重新成立公司，负责经营农贸大楼和

周边市场，之前的承建方以及清江村按比例

参与分红。”聘请设计院合理规划功能分区，

优 化 改 造 交 通 流 线 减 少 堵 车 ，文 兴 勇 投 入

1000 余万元，560 个固定摊位、1000 多个临时

摊位、200 余个门面店铺被一抢而光，“群众只

需缴纳少量租金，现在正进行二期改造，很快

能新增上千个摊位。”

创新经营模式，盘活闲置资源，带动群

众增收。搭乘 20 分钟的公交，从市区来此采

购的市民不在少数。干净卫生、价格稳定、

出行方便、秩序井然，农贸市场的新生，令清

江村的人气越来越旺，摊贩们的腰包也越来

越鼓。

去年 8月，吴妹如愿搬进农贸大楼，继续经

营肉摊。相较以往，租金涨了一点，但吴妹选择

了多交半年。“一天下来，纯利润接近 300块，肉

价倒没咋变，关键是人更多了，需求量大了。”

这种改变并非特例。截至目前，已有 93
家企业进驻凯里农村，吸引社会资金 10322.7
万元，充分发挥农村闲置房、生态、文化等资

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

等新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3782 人。

发展特色产业
带动群众就业

做过服装，种过水果，办过企业，长期在

外打拼，王晓兰涉足过不少行业，但凭借敏锐

的嗅觉，总能赚到钱。日子一长，逐渐成了家

乡父老眼中的能人。

作为凯里市大风洞镇青杠林村党支部书

记，罗大芝求贤若渴，想抓住能人回村工程，

建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

队。听闻王晓兰逢年过节要回老家，她总要

上 门 打 探 ，一 个 人 不 行 就 带 上 村 支 两 委 干

部。几番争取，终见成效。

“在外漂久了会累会乏，况且家乡发展正

爬坡过坎，有成就一番事业的空间。”2020 年

初，王晓兰回到青杠林村，一眼相中其中一片

荒山。请来农业专家帮忙把关，结合土质和

气候，确立茶产业的发展方向。

平整荒坡、旋耕放线、打点挖窝……王晓

兰通过自身人脉，从浙江安吉引进白茶苗，

2021 年种下 900 亩。为了掌握种植、管护技

术，她组织工人先后 6 次奔赴安吉，又多次辗

转省内平塘、湄潭、丹寨等地，拜师学艺。去年

8 月，当地政府牵线搭桥，茶园成为贵州大学茶

学院的产学研基地，进一步解决技术难题。

“像王晓兰这样的能人，有实力、会管理、

懂经营，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精准提供服

务。”大风洞镇党委书记叶齐齐表示，通过腾

退闲置厂房，青杠林村帮助解决加工难题，镇

里还新修 4.7 公里的产业路，将整个茶园逐一

串连。

去年，总规模 1500 亩的茶园迎来采摘，每

天 300 多名工人来回穿梭。“大多数工人是留

守妇女和老人，哪怕农闲，每天也有 100 多人

帮着除草施肥，工资从 100 元到 150 元不等，

一个月下来能挣不少。”王晓兰说，有时碰到

用工缺口，还得让周边村寨补位。

随着政府配套的灌溉设施逐步落地，今

年 预 计 成 品 茶 达 3000 斤 ，产 值 超 过 300 万

元。眼看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王晓兰萌生了

新点子，“这里有山有水，产业成形，适合打造

农旅一体化发展，定能带动更多群众增收。”

鼓励、引导、支持能人带上资金、技术、人

才和新理念参与乡村发展，凯里逐渐尝到甜

头。目前全市已建成市级能人信息库，共有

能人 1247 名，涵盖各领域各行业，组织召开能

人座谈会 406 次，收集到村寨规划、产业发展

等意见建议 183 条。

培育新型农民
激发农村活力

放下好端端的城市生活，转身当起“新农

人”，旁人是一脸不解，王嘉倒一身干劲。

“ 现 在 搞 乡 村 振 兴 ，农 村 一 天 一 个 样

儿，个人发展机会多。”在旁海镇水寨村，王

嘉最初只想租块地，专门做园林绿化，不料

周 期 长 、见 效 慢 、投 入 大 ，资 金 周 转 压 力

不小。

脑筋活泛的王嘉，没有眼巴巴地干等，而

是将目光聚焦于林下，谋划以短养长：对村民

来说，除了养鸡，不知道干啥；但王嘉觉得，可

以尝试林下养菌，而且要做经济价值高的羊

肚菌。

消息一出，村民不置可否。王嘉态度坚

定，直接投入 170 万元，用 100 亩做试点，同时

又以每月 1.7 万元的高薪，从福建聘请技术

员，解决技术难题。

不出所料，种植的第一年，批发商们上门

抢购，王嘉净赚 40 多万元，逐步扩大种植规

模，目前已有 1100 亩。地方政府也跟进配套

服务，耗费上百万元完善周边基础设施。

“对村民的触动最大，当时没人相信可以

做成，现在都主动来基地帮忙，高峰期一天有

200 多人。”最令王嘉兴奋的是，不少村民在务

工的同时还主动学习管护技术，已有 20 多人

出去单干，总规模超过 100 亩，一批新型农民

陆续培育起来。

“到基地务工，有钱挣、有技术学，出路也

就更多。”去年 9 月，因为孩子上学，外出打工

的 吴 多 成 回 到 水 寨 ，在 王 嘉 的 基 地 上 起 了

班。短短 4 个月，基本掌握羊肚菌技术，东拼

西凑 7 万元，把自家 5 亩林地种上羊肚菌，“基

地提供种子、技术和市场，我们只管好好打

理，一亩能赚一万多。”

从普通市民到专业人才，市民到村工程

畅通了市民服务乡村的渠道，丰富了发展的

载体和方式，有效促进农村资源与城市消费

融合，激发农村发展活力。随着基地步入正

轨，王嘉又做起羊肚菌深加工，帮助村民打开

发展空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下好人才振兴‘先手棋’。”凯里市委

副书记王柯表示，要继续畅通企业、能人、市

民参与发展农村产业渠道，激活人力、土地、

金融等要素，促进城乡要素双向平衡流动，推

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在打造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样板区、赋能乡村振兴中探

索新路子。

吸引人才到村 带动村民增收

贵州凯里推动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汪志球 苏 滨

核心阅读

去年起，贵州凯里实施
“三村工程”，力争 3 年引进
100 家企业兴村，吸引 1000
个能人回村，推动 1万名市民
到村，开辟工农互促、城乡互
补、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发展
新通道：企业进村，发展特色
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等
新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鼓励、引导、支持能人、市民，
带上资金、技术和新理念，服
务乡村，促进乡村发展。

本报北京 4月 18日电 （记者郁静娴）前不久，农业农

村部发布 2023 年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以下简称

“目录”）。记者从农业农村部 18 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

目录紧紧围绕当前农业生产的用种需求，突出推介、引领、

科普“三大定位”，重点推介了 10 种农作物、241 个优良品

种。聚焦“米袋子”“油瓶子”“菜篮子”，分别推介了水稻、小

麦、玉米优良品种 97 个，大豆、油菜、花生优良品种 70 个，马

铃薯、大白菜、结球甘蓝等优良品种 61 个。同时，兼顾重要

战略物资，推介了 13 个棉花品种。

上述推介的优良品种，涉及骨干型、成长型、苗头型和

特专型 4 种类型。其中，骨干型品种 80 个、成长型品种 66
个、苗头型品种 64 个、特专型品种 31 个。“这样可形成一个

相对完整、次第推进的品种推广梯队，通过分类引导品种推

广应用，有利于加快推动品种的更新换代。”国家农作物品

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

生说，后续也将做好统筹规划，部省协调联动，进一步建立

健全农作物品种展示示范体系，加快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

持续推进农业生产单产水平的提升。

据悉，农业农村部决定从今年起每年编制发布国家农

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旨在分类指导优良品种推广应用，

加快品种更新换代，促进农业生产大面积单产提升。

国家农作物良种推广目录发布
重点推介10种农作物、241个优良品种

本报兰州 4月 18日电 （记者银燕）记者在甘肃省政府

新闻办日前举行的“实事惠民生 实干兴陇原”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2022 年甘肃省为民实事“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

入学资助”项目共资助困难家庭学生 6099 名（其中资助本

科类学生 3821 名、专科类学生 2278 名），发放资助金 5643.4
万元。资助金 5643.4 万元中，甘肃省财政专项资金 4985 万

元，共青团募集资金 658.4 万元，本科和专科两批资助金均

通过“直通车”方式发放到位。

作为牵头单位，该项目实施前，共青团甘肃省委积极与

财政、教育、民政等部门对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向

甘肃省政府提出合理性建议，在资金预算不变且对城乡低

保家庭子女实施有效资助的基础上，同步将特困人员、孤儿

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 3 类学生一并纳入资助群体，进一

步扩大项目实施范围。

“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资助”项目对城市低保全

额保障家庭子女、农村低保家庭子女（一、二类）、“单人户”

施保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 6 类困难

家庭大学新生进行入学资助。其中，录取到本科院校的一

次性补助 10000 元/人，录取到专科（高职高专）院校的一次

性补助 8000 元/人。

甘肃为困难学子发放5600多万元资助金

新华社北京 4月 18日电 （记者吴文诩、侠克）记者从

北京市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获悉：18 日 12 时 57 分丰台区

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北京长峰医院住院部东楼发生火情。

接警后，消防、公安、卫健、应急等部门即赴现场处置。13
时 33 分许，现场明火被扑灭。15 时 30 分，现场救援工作结

束，共疏散转移患者 71 人。截至 18 时，经转院救治无效，21
人不幸丧生。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北京一医院发生火灾致21人不幸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