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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白色头环，想象抓握动作，气动手套

的手指就开始自动向内蜷缩。

“这款产品基于脑机接口技术，能实现人

脑思想和外部设备的交互。”陕西西安臻泰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浩冲说。在各地的

100 多家医院里，该公司的通用脑机接口康复

设 备 ，正 帮 助 万 余 名 脑 卒 中 患 者 进 行 康 复

训练。

在陕西，一大批臻泰智能这样的高科技

企业涌现。 3D 打印，打出飞机钛合金部件；

太阳能电池，比一张 A4 纸还薄；新能源汽车，

可以原地转向 360 度……汉风唐韵与炫酷科

技辉映，呈现传统与创新交织的三秦新画卷。

近年来，陕西以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2023 年，陕西制造业重

点 产 业 链 产 值 突 破 1 万 亿 元 ，乘 用 车（新 能

源）、太阳能光伏等 9 条产业链产值增速超过

两位数，国家超算西安中心、未来人工智能计

算中心等新型算力基础设施建成投用，5 家企

业入选全国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榜单位。新

质生产力正在让陕西焕发新活力。

“链式反应”，打开产业空间

光，可以成为最细的刀、最快的刃。

在西安中科微精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激光加工车间，绿光闪烁间，矿泉水瓶盖大

小的光栅薄片上，雕出了 2 万条线，每条线粗

细不到半根头发丝。

空天发动机复杂结构的高品质制造，一直

是个“卡脖子”难题。“驯服”光，成为解题关

键。“用飞秒激光‘雕刻’，不会产生热效应和冲

击波，精度也特别高。”中科微精董事长杨小

君说。

光子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领性技

术 。 聚 焦 自 身 优 势 ，瞄 准 光 子 产 业 ，陕 西 在

2021 年发布了“追光计划”。“新型研发机构+
共性技术平台+基金+产业集群”，产业链、创

新链融合，形成光子产业创新生态。

两年来，300 余家这样的光子技术企业集

聚陕西。光子制造、光子信息、光子传感……

光子产业生态体系初步形成。2023年 11 月，“追

光计划”升级为“跃迁行动”，锚定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光子产业生态高地，打造千亿级光子产

业集群。

“链式反应”，在“融”也在“聚”。

充电 15 分钟，作业 4 小时。2023 年 12 月，

全球首款超快充商用车在陕西发布。“超快充

技术的突破，将带来新能源商用车市场模式的

改变。”陕西西部智联新能源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晋军信心满满。

2021 年，陕西省将乘用车（新能源）产业

链明确为全省重点产业链之一，由省级领导担

任“链长”，支持比亚迪、吉利等“链主”企业，助

力“强链”；抓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就地配套能

力，大力“补链”；围绕头部企业招商，实现产业

链优质集聚，积极“延链”。

截至目前，陕西汽车工业拥有产值千亿级

企业 2 户、百亿级企业 9 户，规模以上关键部件

配套企业 217 户。2023 年，西安新能源汽车产

量达 98.38 万辆，占全国的 10.4%。

从 数 控 机 床 、输 变 电 装 备 ，到 太 阳 能 光

伏、钛及钛合金，陕西确立了 24 条重点产业

链，实施重点产业链提升工程，加快构建具有

陕西特色的现代化工业体系。2023 年，陕西

24 条 制 造 业 重 点 产 业 链 实 现 产 值 1.06 万 亿

元，增长 10.4%。

“前瞻思维”，引领转型升级

在陕西，现代能源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是

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战场，也是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煤城”榆林，大海则煤矿生产指挥控制中

心里，工作人员一屏览全域、一键控全局；地下

600余米深的综采工作面上，巡检机器人、湿喷

机器人、应急侦测机器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

“数智化改造投资超 10 亿元，值吗？”

“值！”大海则煤矿董事长马冠超斩钉截铁

地说，“同等体量的煤矿一般需要三四千人，我

们只需要不到 1000 人。安全、高效、绿色，必

须靠数智化转型。”

“煤城”转型，向绿向新。全球规模最大的

煤基乙醇项目、世界首套煤制聚乙醇酸可降解

材料示范项目陆续建成，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

封存开启规模化应用，榆林中科洁净能源创新

研究院催动创新要素流动……

2 月底，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创建部

署会召开，这个原煤、原油产量分别占全国总

产量 13%、5.1%的“能源之城”，在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之路上迈出新步伐。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和产业

升级是重要着力点。”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

融学院教授李香菊认为，“要让传统生产力向

新质生产力跃迁，就要树立前瞻思维，加快推

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工业机器人挥舞机械臂，物流小车往来穿

梭精准送料……在西安高新区，有一座会“自

我学习”的工厂——法士特高智新工厂。

“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制造系统，可以基于

过往数据自学习，不断更新算法，自我改进。”工

厂负责人赵建林介绍，工厂采用数字孪生、万物

互联、智能决策等新技术，生产效率提升 80%，能

耗下降 20%，人均产值提升了 5.2倍。

2023 年 ，陕 西 装 备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2.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9%，有效

引领产业升级。

“雨林生态”，激发科创活力

“科技工作者创业，看重什么？”

“一硬一软。既要资金、厂房等硬支持，也

要会服务、懂孵化的软环境。”西安唐晶量子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平说。6 年前，这两方面

的支持，给了他回国创业的底气。

为了“不让技术埋没在书架上”，中国科

学 院 西 安 光 学 精 密 机 械 研 究 所 先 后 成 立 西

科 控 股 、中 科 创 星 ，专 门 投 资 和 孵 化“ 硬 科

技”企业；2015 年成立的光电子先导院，则创

新打造“公共平台+技术服务”的运营模式。

正是这样的“西光模式”孵化出了唐晶量

子。6 年后，企业生产的砷化镓 VCSEL 外延片

等产品打破了国外垄断，在光电子芯片细分领

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11 所高校、1814 家科研机构、上百万名

专业技术人才……科创资源集聚的陕西，一度

却是产业洼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路径

如何打通？

2021 年，陕西建立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

构建多层次政策服务体系，打造集转化、孵化、

产业化于一体的科创综合体，营造创新和转化

的“雨林生态”，一批“瞪羚企业”涌现出来。

位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的西安共晶金属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款铝合金压铸、

挤压模具，可以让制造成本降低 10%。“这款产

品下半年才能走向市场，已有 5 家国内行业头

部 企 业 表 达 了 合 作 意 向 。”公 司 董 事 长 蒋 百

灵说。

2022 年，秦创原创新促进中心的工作人

员来到西安理工大学招商引智，一眼就看中了

蒋百灵团队的技术潜力。在中心扶持下，从签

订意向到工厂开工，仅用了 6 个月时间。

“育种”——陕西深度开展推进职务科技

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

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

“三项改革”，破解“不敢转”“不想转”“缺钱转”

难题。

“嫁接”——探索“校招共用”引才用才模

式，打造 500 支秦创原“科学家+工程师”队伍，

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科研和成果转化工作，多

项研究成果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国际技术垄断

或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平。

“拔高”——实施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倍

增计划、“登高、升规、晋位、上市”工程，让资源

要素汇聚科创企业生长全周期。

…………

“陕西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

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

生 产 力 顺 畅 流 动 。”陕 西 省 科 技 厅 相 关 负 责

人说。

2023 年 ，陕 西 省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额 达

4120.76 亿元，同比增长 34.95%，其中就地转化

项目超过一半；全省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2.18
万家，同比增长 37%；高新技术企业达 1.61 万

家，同比增长 33%。

陕西以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竞争新优势——

产业聚链成势 创新激发活力
本报记者 张 铁 龚仕建 原韬雄 “ 居 民 收 入 增 长 和

经 济 增 长 同 步 ”“ 引 导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下 沉 基 层 ”

“多渠道增加托育服务供

给 ”…… 翻 开 今 年 的《政

府 工 作 报 告》，民 生 温 度

可感可知，既展现了沉甸

甸的民生答卷，也谋划了

满 当 当 的 民 生 清 单 。 一

年 接 着 一 年 干 、一 件 接

着 一 件 办 ，才 有 越 来 越

坚 实 的 保 障 ，越 来 越 美

好的生活。

为 民 造 福 是 最 大 政

绩。“要自觉做矢志为民造

福的无私奉献者”，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年轻

干 部 成 长 成 才 指 明 了 方

向。年轻干部正处在长本

事、长才干的大好时期，必

须站稳人民立场、树牢群

众观点、办好民生实事，才

能真正成为对党和人民忠

诚可靠的干部。

我 们 党 是 为 人 民 谋

幸福、给人民办事的。年

轻干部干事创业，首先要

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

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

造 业 绩 的 问 题 。 树 立 和

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

性 作 用 的 是 党 性 。 只 有

党 性 坚 强 、摒 弃 私 心 杂 念 ，才 能 保 证 政 绩 观 不 出 偏

差。年轻干部必须扣好“第一粒扣子”，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确保党和人民赋

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谋划推进工作，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创造经得起

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为民造福，说到底就是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刚到广西乐业县百坭村工作的黄文秀，曾

因情况陌生哭过鼻子，但她与村民同劳动、聊家常，帮

群众扫院子、种油茶，很快赢得群众支持、打开工作局

面；她四处找资金、请专家，熬夜拿对策、做方案，以产

业发展带动群众脱贫致富。把心贴近群众，才能充分

了解老百姓的真实感受、体会老百姓的安危冷暖，进而

有的放矢地增进民生福祉，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

上，以实干实绩取信于民。

基层是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到

群众中去，到基层一线去，才能找到干事创业的思路

方法。在福建宁德，“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延续了 30 多

年，实实在在增进着民生福祉，也锤炼着广大党员干

部 特 别 是 年 轻 干 部 的 思 想 作 风 。 贯 彻 党 的 群 众 路

线，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对年轻干部转变

作风、增长才干、提高本领至关重要。只有真正把自

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改进

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才能从生动鲜活

的基层实践中汲取终身受益的经验和智慧。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

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拿出

攻坚克难的决心，磨炼日拱一卒的恒心，许党报国、

为民奉献，年轻干部一定能跑好历史接力棒、当好事

业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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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木拉萨吾提的女儿拿药 30 元、海吾热

拉的妻子打针 54.2 元……这样写满了记录、

磨毛了边的账本，安永霞有好多本。

账 本 的 第 一 页 开 始 在 1996 年 。 那 一

年，安永霞（见上图，张天翔摄）从卫校毕业，

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乌图布拉格镇

卫生院邀请，拿着父亲给的 1000 多元购买

了药品，到该镇巴亚尔布拉格村一间 10 平

方米的土坯房里当起了村医，为巴亚尔布拉

格村和巴亚尔布拉格西村共 1000 多人提供

公共卫生服务。

“安医生，我的药费可以先欠着吗？等秋

天卖完棉花我就还上。”

“先记账吧，生病了随时来找我。”

28 年来，类似的对话常常发生。“刚开始

每笔五毛钱、一块钱，也不多，没想到经年累

月下来记了十几万元的账。”安永霞说。现在

还有些账没收回来，有的欠账人已经去世，她

就把这些账悄悄划掉了。

两 个 村 1000 多 人 的 情 况 ，她 记 得 比 自

家亲戚还清楚：“家里亲戚一年才能见上几

次，小孩子长得快，过年猛然见了可能都认

不出来，但村里人我们基本天天见，咋可能

不熟。”

2014 年，村民吐尔逊·艾山患了重病，安

永霞拿出自己的 1 万元积蓄，带着吐尔逊到

大医院做了手术。术后为节省费用，安永霞

将他接回村里治疗，直到他病情稳定下来。

吐尔逊康复后，逐渐还清了账。

村民库尔班·加帕尔一家三代人都找安

永霞看病，陆陆续续欠了 3000 余元。库尔班

挣到钱后，一次性还清了几十年的欠款。

无论是谁，有钱没钱，只要来到安永霞的

卫生室，先踏踏实实看病。安永霞的好名声

在老百姓中传开了：“巴亚尔布拉格村有个阿

依 仙 古 丽 ，啥 病 都 能 看 ，没 钱 也 可 以 先 看

病 ……”不少找她看病的人，赶着驴车从大

老远跑来。

阿依仙古丽，在当地是“月亮之花”的意

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村民们不再叫她安

医生，几十岁的老人、几岁的孩子，都亲切地

叫她“阿依仙”。

“阿依仙，你给看看，孩子烧了几天了。”

2017 年 ，村 里 一 名 母 亲 带 着 小 孩 来 到 卫 生

室，安永霞一看症状，“肺炎，已经很严重了，

赶快去医院！”

孩子的妈妈神色紧张，却也有些踌躇，安

永霞心里明白，这是缺钱了。安永霞拿出1000元，

带着娘俩去了医院。“后来孩子的爷爷还上了

钱，现在孩子都 8 岁了，身体棒着呢，经常在

村里的篮球场看到他，一见面就叫我‘阿依

仙、阿依仙’，可亲热了。”安永霞笑着说。

村民们把安永霞的付出记在心里，用自

己的方式回报着她，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安永

霞家离卫生室很远，担心她吃不好饭，经常把

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卫生室。

2021 年 9 月，安永霞病倒了，恶性肿瘤，

需要化疗。

村民得知消息后，她的微信不停地响了

起来：50 元、100 元……都是村民们发来的红

包，希望她安心看病、早日康复。

经过治疗，2022 年 2 月，安永霞康复后回

到了牵挂多日的巴亚尔布拉格村。有的村民

拿着钱塞给安永霞，让她买些好吃的补补身

子，还有很多村民拎着牛奶、鸡蛋来探望她。

安永霞收下了食物，但对于村民捐赠的 3 万

余元，她婉言谢绝了。

病好后，安永霞又成了村里那个忙碌的

“阿依仙”。

现在政策好了，村民看病不再那么困难，

记账的人越来越少，但安永霞还是想方设法

给大家省钱。她几乎不把整瓶药开给村民，

总是根据用量把一瓶药分成小份，用纸包好

给 患 者 ，“开 整 瓶 药 价 格 高 ，吃 不 完 就 浪 费

了。”遇上条件困难的群众，她常常只收药品

费，免去诊费。

为了给村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安永

霞一有时间就参加培训，不断更新自己的医

学知识。去年，她刚刚参加了中医理疗培训，

卫生室还专门打造了中医理疗室，“医疗环境

改善了，村民看病更方便，年轻人也愿意留下

了，我现在就想把经验都传授给他们，一起更

好地为村民服务。”安永霞说。

安永霞为村民们看着病、记着账，家里的

账本却从没管过，这些年，大大小小的事情都

是丈夫在打理。“他经常开玩笑给我看他的微

信账单，说这是他给我记的账。”安永霞说，家

人的理解和包容，让她能更安心地守护村民

健康。

用爱守护村民健康
本报记者 李亚楠

■点赞新时代R

近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设施农业产业园区技术人员在育苗大棚查看蔬菜秧苗生长情况。作为全国蔬菜产业重点县（区），南和区运用智能化设施进行蔬菜育苗，提高劳动效率和种苗质量，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赵永辉摄（人民视觉）

本报深圳 3月 24日电 （记者姜晓丹）作为深圳第一

所由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合作办学高校，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迎来了建校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十周

年大会暨发展论坛 3 月 23 日在深圳举行。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扬生

在致辞中回顾了创校初期，师生秉承“一腔热血、百年大

学、千载品牌、万世良心”的创校精神，使大学从一片荒芜

的空地和几幢废旧的厂房起步，发展成为如今占地约

133 万平方米、拥有六所学院和七所书院、一万多名在校

师生的国际化大学。

目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已建成经管学院、理工学

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医学院、音乐学院等六

所学院，逸夫、学勤、思廷、祥波、道扬、厚含和第七书院等

共七所书院；目前有教职员工 1881 人、在校生 10118 人，

其中本科生 6641 人、硕博生 3477 人；与全球 33 个国家和

地区的 148 所一流大学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开展

合作项目达 250 个。

徐扬生表示，未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将瞄准国

际化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继续以“融汇创新”的精

神，担当为国家探索自主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使

命，继续扎根深圳、面向世界，发挥香港“一国两制”和

深圳“双区建设”的独特优势，为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

创新探索成功之路，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和

科技创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创新人才培养

高地和国际创科中心。

各级政府代表、百余名院士、海内外高校代表、该校

全球校友代表、在校师生、家长代表等逾千人参加建校十

周年大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庆祝建校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