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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高新区，一家自主研发光模

块产品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 43 项创

新 数 据“ 加 持 ”下 获 得 银 行 2000 万 元 授

信；天津滨海高新区，一家经营医疗器械

的 小 微 企 业 凭 借 创 新 积 分 获 贷 300 万 元

……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运用“创新积

分制”，对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进 行 量 化 评 价 ，

让 更 多 科 技 型 企 业 获 得“ 真 金 白 银 ”支

持、实现更快成长。

作为一种新型科技金融政策工具，“创

新积分制”对科技型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

意义重大。在成长的早期，科技型企业极

其需要风险投资的介入。构建一套科学的

评价指标体系，帮助金融机构对科技型企

业的创新能力、成长潜力作出更准确评估，

可以更有效识别“好苗子”，并进行精准“滴

灌”，促进创新链与资金链更好衔接。

从实践看，自 2020 年试点以来，“创新

积分制”在优化资源配置上发挥了显著作

用。一批专项金融产品，为科技型企业提

供无抵押信用贷款，提升了企业获得金融

产 品 和 服 务 的 便 利 度 。 据 统 计 ，2022—

2023 年银行为积分企业对接授信超 2000
亿元。前不久，《“创新积分制”工作指引

（全国试行版）》（以下简称“工作指引”）印

发，将企业创新能力和成长性作为授信评

级重要因素，有利于引导各类生产要素更

多向科技型企业集聚。

“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创

新积分制”在全国范围试行，不仅具有可

行性，而且具有战略价值。要想让创新能

力强的企业获得更多优质资源，还要在精

准施策上下更大功夫。工作指引确定了

统一评价模型，明确了指导原则、核心指

标、结果应用等关键要素，但各地金融资

源配置能力有强有弱，不同行业、不同阶

段科创企业的核心能力和资金需求存在

差异，必须进一步细化评价标准，完善评

价权重。针对各地实际，提高政策执行的

有效性，“创新积分制”提质扩面的过程，

才 会 成 为 不 断 为 创 新 发 展 注 入“ 源 头 活

水”的过程。

企业创新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支持，

既要提高创新要素的匹配度，也要提高对

创新失败的容忍度。拓宽融资渠道之外，

加强政策保障，壮大耐心资本，完善风险评

估体系和风险共担机制，也很重要。比如，

不久前，天津推出为高新技术企业量身定

制的“专利实施失败费用损失险”。在保险

期限内，倘若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

失败，可以获得相应赔偿。企业是创新的

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在精准

扶持的基础上，进一步营造鼓励企业创新

的政策环境，助企业轻装上阵，才能更好激

活这股“最活跃的创新力量”，让创新的源

泉充分涌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

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做好科技金

融大文章，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

命周期的金融服务，是其中重要一环。在

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加快构建更符

合科技型企业特点的金融模式，打通财税

政策、科技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支持

企业创新的直接通道，定能让更多科技创

新的“种子”向阳而生、茁壮成长，孕育出新

质生产力的广袤森林。

让金融活水“滴灌”科创新苗
孟繁哲

群山下，烈日、云海，风雨、雪雹。在

普玛江塘乡不用待很久，就能体会到世

界之巅的“厉害”。

这里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

县，平均海拔 5373 米，是我国海拔最高的

行政乡。冬季长达 9 个月，年平均气温为

零下 7 摄氏度，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

40%。自然条件如此恶劣，依然有 283 户

人家坚守在这里，劳作、放牧，努力生活，

像雪域高原的格桑花一样顽强生长。

在“生命的禁区”，见证“怒放的生

命”。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大风凛冽，

“站军姿都是斜的”；氧气稀薄，“很难睡

一个完整觉”。除了日常的工作，民警

们还要攀爬海拔五六千米的岗布冰川

巡 逻 值 守 ，每 次 都 是 对 身 体 的 严 峻 考

验，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与其苦熬浪

费生命，不如苦干燃烧青春”。萨藏小

康示范村，36 名党员 、6 个牧业小组坚

守岗位，村民说：“在这里，一个边民就

是一个哨兵、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哨所、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堡垒。守边护边是

我们的义务。”

在高原上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

最宝贵的是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广大干部特别是西藏干部要发扬‘老

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

苦、海拔高境界更高，在工作中不断增

强 责 任 感 、使 命 感 ，增 强 能 力 、锤 炼 作

风。”从“向荒野进军、向土地要粮、向沙

滩 要 菜 ”的 革 命 本 色 ，到“ 扎 根 雪 域 高

原 ，矢 志 艰 苦 奋 斗 ”的 优 良 传 统 ，再 到

“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

设者”的时代风貌，“老西藏精神”不断

焕发出新的光辉。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海拔再高、距离再远、路

途再险，总能见到用青春和赤诚坚守的身影，总能目睹以毅力和拼搏奔

跑的英姿，给人以震撼、以感动、以鼓舞。由此不难理解，耸立在世界屋

脊的，不只是高原山地，更是精神高地；刻写在岁月年轮的，不只有丰功

伟绩，更有凡人壮举。

边境兴则边疆兴，边民富则边防固。礼赞爱国守边的精神，更要呵

护向上生长的力量。从“地窝子”到草坯房，从安居房到“小康房”，普玛

江塘乡房子的“进化”见证时代的变迁。如今，家家户户有暖气、供氧

气，当地群众平均寿命从 2011 年的 45 岁增加到 2021 年的 54 岁；四季保

通的曲玉公路建成通车，卫生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超市、

旅馆、饭店甚至奶茶店也在这里开张，玉麦乡从“三人乡”发展到 67 户

200 多人，“每一个人都是祖国的坐标”。守护好国土，建设好家乡，“在

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祖国的坐标”，又何止在高原山巅！莽莽神州，千行百业，亿万人

民，哪里没有坚守？谁人不言精神？爱国戍边坚如磐石，改革攻坚咬紧

牙关，科研攻关厚积薄发，竞技赛场奋力拼搏，基层干部担当作为……

物理的坐标、事业的进程，归根结底都离不开精神的书写、价值的坚

守。由此更能理解，“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

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

一位曾在普玛江塘乡工作过的民警，把对祖国家园的深情写进一首

名为《高山之巅》的歌曲。“你在世

界之巅，与冰雪为伴，时空也有了温

暖。爱国使命，融进你的血脉，刻成

了信念，也托起了蓝蓝的天……”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歌声嘹

亮，壮志昂扬。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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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在福建浦城、广西桂林等地，桂花缀

枝、香飘满城，引得路人纷纷拍照分享。

桂花花朵并不张扬，香气却浓郁芬芳，沁人心脾。从浙江杭州满觉

陇，到四川成都人民公园，游客在桂花树下谈笑品茶，听风过林间，看花

飞花落。网络上，很多人晒出家乡盛放的桂花。技术的进步，物流的完

善，方便各地朋友共赏桂花的浓、清、久、远。

桂花可观可闻，也可化作产业芬芳。湖北咸宁，桂花年综合产值达

14 亿元。桂花苗、干桂花、桂花香水、桂花味洗衣液……向嗅觉经济、

感官经济延伸，一抹馨香，延伸出遍布街头巷尾的“桂花经济”。很多人

为一朵桂花奔赴一座城，来一场一年等一回的“花旅”，在氤氲的花香

中，领略城市文化底蕴，体察城市精神品格。

从来桂花不负秋。期待更多地方用好这份自然的香甜，带动相关

产业发展、城市品质提升，变一季香为“四季香”。

从来桂花不负秋
湖南省岳阳市   许   晴

前不久，第五十九颗、六十颗北斗导航

卫星发射成功，这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的最后两颗卫星。任务的成功，标

志着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正式

完成，意味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建设的北斗

系统进入发展新征程。

“调动了千军万马，经历了千难万险，

付出了千辛万苦，要走进千家万户，将造福

千秋万代”。从 1994 年北斗一号工程立项

开始，几代北斗人坚持自主创新，实现了北

斗系统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区域到全球

的历史性跨越。没有先例可以参考，就创

造先例；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就大胆探索。

北斗系统的发展历程，彰显了中国人民矢

志创新的豪情壮志，映照着广大科技工作

者敢于突破自我、勇闯科技创新“无人区”

的那股子闯劲和韧劲。

重大自主创新成果的取得绝非一朝一

夕之功，无不需要咬定目标不放松，以钉钉

子精神一个创新接一个创新去实现突破。

比如，嫦娥六号顺利“回家”，要经历“太空

打水漂”的过程，既要让返回器减速适中，

还要在固定的位置穿出大气层。为实现这

一目标，科研人员模拟了上千万条飞行路

线，确保过程的顺利和返回的高精度。又

如，在几代科研人员接力攻关、攻克“稀土

钢”的基础上，我国历时多年，成功研制出

超大型盾构机用直径 8 米主轴承，破解了盾

构机主轴承国产化难题。自主创新之路，

从无坦途。不舍微末、不弃寸功，一步一个

脚印，才会有标志性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在创新的征途上，百折不挠是每一位

锐意创新者都要锤炼的意志品质。缺乏设

备，就 10 个人共用一台 286 计算机；方案调

试需要不断试错，团队就一遍遍从失败中

总结经验、重复试验，直到找到解决方案

……2006 年，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张平带领

团队成功研发出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 4G—TDD 试验网，成为我国在通信

领域开启自主创新之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实践证明，经历失败但

不甘心失败，从失败中积累经验、在挫折中

重整旗鼓，就没有迈不过去的沟坎，没有攀

登不上的创新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主创新不是闭

门造车，不是单打独斗，不是排斥学习先

进，不是把自己封闭于世界之外。”敢闯敢

拼不是低头蛮干。不拒众流，方为江海，自

主创新需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从

“蛟龙”号接受外国科学家参与科考，到嫦

娥六号搭载国际载荷探测月球，再到天宫

空间站宣布迎接外国航天员，中国始终致

力于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同世界各国在科

技创新领域共谋发展、共享成果。科学无

国界，创新无止境。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

合作相促进，用好国内国际两种科技资源，

创新的源泉才会永不枯竭，创新的活力才

能进一步释放。

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

实干。与自主创新道路上一个个未知的

“拦路虎”作斗争，既需要物质的支撑、技术

的储备，也需要在困难面前有“一定能，一

定行”的信念和精气神。不驰于空想、不骛

于虚声，始终葆有一股子闯劲和韧劲，跑好

科技创新这场“接力赛”，定能在不懈奋斗

中将更多梦想化作现实。

创新要有一股子闯劲和韧劲
邹   翔

■评论员观察R

■暖闻热评R

针 对 各 地 实 际 ，提
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 创 新 积 分 制 ”提 质 扩
面的过程，才会成为不
断为创新发展注入“源
头活水”的过程

进 一 步 营 造 鼓 励
企业创新的政策环境，
助企业轻装上阵，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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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创 新 力 量 ”，让 创 新
的源泉充分涌流

■来论R

耸 立 在 世 界 屋 脊
的 ，不 只 是 高 原 山 地 ，
更是精神高地

■人民时评R

【人物】南繁种业科学家

【故事】海南三亚崖州湾边，垄纵沟横，

良田万亩，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就坐落

在这里。每年冬春，来自全国数百家农业

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汇聚于此，从事农作

物繁育工作，“南繁”由此得名。这里充足

的光热像“加速器”：温带地区需要 10 年才

能产出的育种成果，在南繁可能只要 3 年。

一代代南繁科学家俯身田野，箪食瓢饮、细

心钻研，我国已育成的农作物品种中 70%
以上经过了南繁基地培育。

【点评】

“南繁南繁，又难又烦。”这句广为流

传的顺口溜，是早年间南繁艰苦环境的真

实写照。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每天要砍

柴做饭，时常因下雨没柴烧火而吃不上热

饭；为防止当地散养的家畜家禽破坏农作

物，只能在田间搭一个草棚，横几块木板

当床，一待就是半个月；生病了，仍然带着

满满一箱子药坚持到南繁育种……这样

的故事，发生在一代又一代南繁育种人的

身上。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

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

宝贵精神财富。袁隆平曾说：“人就像种

子，要做一粒好种子。”南繁种业科学家在

学术界垦荒、在大地上躬耕，用言行深刻诠

释了科学家精神。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农业种质资源

是现代种业发展的基础。优良品种拥有

抗病虫、产量高、品质优等特性，能降低农

民劳动强度，保障粮食稳产丰产，有效满

足多元消费需求。为了将原产于西北内

陆的哈密瓜推广到南方沿海地区种植，吴

明珠像候鸟一样，在海南和新疆之间“迁

徙”，年复一年地进行着育种研究。“日出

就干活，一直干到日落。没有节假日，没

有星期天”，李登海就这样在南繁的玉米

地里度过了 40 多个春节，见证杂交玉米

从亩产不足 700 公斤到 1600 公斤的飞跃。

在南繁科研育种基地，种业科技创新的故

事不胜枚举。一代代农业科学家怀揣梦

想、接续奋斗，用心血、智慧和汗水浇灌出

了广袤大地上的累累硕果，让一粒粒“好

种子”长出五谷丰登、家给人足，让中国饭

碗成色更足。

当前，以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为中心，种

业创新、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正加快建

设。30 余个省部级及以上科创平台、10 个

院士创新团队、10 余所知名高校分支机构

……“南繁硅谷”发展蒸蒸日上，引导技术、

人才、资本等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加快完

善现代种业全产业链。促进产学研用结

合，育繁推一体化，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

子 ，才 能 端 稳 中 国 饭 碗 ，才 能 实 现 粮 食

安全。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其发展的深度、

广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各个学科间不

断交叉融合是必然要求。放眼望去，从国

产大飞机、国产航母等大国重器，到 5G 应

用、清洁能源等先进技术，再到港珠澳大

桥、“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等标志性成果，

近年来的一批重大科技成果都是集智攻

关、协同创新的产物，也都为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孕育“良种”。一粒粒“好种子”

撒向科创沃土，将会长出创新密林，结出

累累硕果。

“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

的明天。”广大科研人员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一定能

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托举起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

“要做一粒好种子”
孙海天

自主创新之路，从无坦途。不舍微末、不弃寸功，一步一
个脚印，才会有标志性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

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工资分配制度不断

健全，技能人才薪酬水平实现较快增长。

数据显示，2021 年至 2023 年，取得高级技

能及以上、中级技能、初级技能鉴定证书的

技能人才年平均薪酬分别累计增长 6.2%、

9.6%、7.7%。

这正是：

技能育才培训忙，

提高薪酬增保障。

多劳多得激活力，

聚才惜才发展旺。

吴  月文   

本版邮箱：rmrbpl@163.com （来稿请注明栏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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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沂南县一景区推出沉浸式旅游项目，让游客“穿越时空”、

感受当年抗战的艰辛与不易，近期走红网络。

如今各地着力打造沉浸式文旅产业。来到山东台儿庄，伴着摇橹

姑娘的悠扬歌声，惬意地徜徉在古运河之上。前往广东深圳，戴上 VR
头显，回到盛唐时期，体验诗画长安。景区节目演出融合了戏剧、巡游

等多种元素，文化味儿十足；游客从参观变成深度参与，体验感满满。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传播更具互动性和新鲜感，旅游体验更立体、

更丰富。

沉浸滋味浓，文旅活力足。要进一步挖掘景点文化内涵，不断创新

表达呈现方式，为观众带来更多愉悦、震撼的视听感受。有丰富的感官

体验，能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这样的旅游服务，才能更好满足多样化、

个性化、品质化的旅游消费需求。

但凭创新塑文旅
山东省济南市   肖家鑫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高级技工学校工业机器人技能实训基地，学生在练习智能机械

臂编程和操作技术。 朱海鹏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