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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办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金融支
持科技创新 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有关
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科技型企业贷款持续保持
较快增长速度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张青松介绍，
近年来金融管理部门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
强度和水平持续提升。

科创金融制度和市场体系持续健全。初步建成包括银行信贷、债
券市场、股票市场、创业投资、保险和融资担保等在内，全方位、多
层次的科创金融服务体系。

科技型企业贷款持续保持较快增长速度。截至今年6月末，高技术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5万亿元，同比增长41.5%，连续3年保持30%
以上的较高增速；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 2.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1%，连续 3年保持 25%以上的较高增速；全国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
额为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4%，连续3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

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型企业的功能明显增强。推出科创票据、科创
公司债等债券产品，拓宽科技型企业直接融资渠道。设立科创板、北
交所，深化新三板改革。引导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持续健康
发展。截至今年 6月末，科创票据、科创公司债余额约 4500亿元，创
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近14万亿元。

科技型企业跨境融资便利进一步深化。稳步推广跨境融资便利化
试点政策，允许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在一定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推
进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外汇管理试点，鼓励和引导外资通过私募股权
基金参与投资境内科技型企业。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的集中化便利
政策，帮助科技型企业提高资金应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稳步推进。在北京、上海等7地设立科创金融
改革试验区，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张青松表示，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门将健全与各类科技型企业融资
需求更相适应、业务更可持续的服务体系，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投向实
体经济和创新领域。

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导向持续凸显

科技部副部长吴朝晖介绍，科技部把打通科技、产业、金融通道
作为科技体制改革攻坚的重点内容。

发挥再贷款货币政策工具激励作用。与人民银行实施4000亿元科
技创新再贷款，引导21家全国性金融机构为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
等提供低成本信贷支持。

差异化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持续优化。与国家开发银行实施100亿元
专题债促进成果转化；与工商银行开展专项行动每年新支持千家高新
技术企业；与农业银行紧扣农业科技园区强化金融服务；支持中国银
行设立目标规模300亿元的科创协同发展母基金；将建设银行纳入国家
科技成果评价改革试点，优化科技信贷服务。

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
技的导向持续凸显。转化基金目前已设立 36 只子基金，在项目层面
带动社会资本投资超过 1000 亿元。已投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超
过90%。

加强科技数据共享利用和信贷模型建设。与金融机构共享40万家
高新技术企业、50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在高新区实施“企业创
新积分制”，2022年积分企业获得银行授信1178.6亿元。

吴朝晖表示，下一步将着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金融措
施更加精准、更加系统，深入推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金融支持力度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负责人牟淑慧介绍，全国已经培育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2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8万家，创新
型中小企业超过20万家，在产业链强链稳链固链中发挥重要作用。

引导金融资源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工业和信息
化部联合中国证监会推动9个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专精特新专板，目前
累计有1600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A股上市，占A股全部上市企业
数量的30%以上。

通过融资支持培育更多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工业和信
息化部和财政部连续6年实施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政策。发挥国
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引导带动作用，累计设立31只子基金，投资项目
1100多个，其中200多家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牟淑慧表示，下一步将强化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对
接，共同实施“一链一策一批”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动，不断拓展
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中
小企业融通创新、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等支持力度。

多
部
门
联
动促

进
科
技
、
产
业
、
金
融
良
性
循
环

本
报
记
者

赵
永
新

创业资讯

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868文化
艺术创意园内，“又见”茶舍颇具特
色。“用中国的茶叶泡茶，加上西式
的拉花奶泡，合在一起别有一番风
味。”在茶舍主理人郭姝含看来，茶
舍推出的每种味道都有一个故事，通
过“中茶西做”来营造舒适现代的饮
茶空间。“希望‘泡茶馆’能像‘泡
咖啡馆’一样，成为人们一种日常生
活方式。”

郭姝含出生于 1996 年，毕业于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专业。
2020 年，回国后的郭姝含萌生了创
业的念头。

“创业之前，我一直认为喝茶是
一种中老年人的休闲社交方式。”郭
姝含笑着说，“但后来我向身边很多
爱茶人士请教，自己又喝了几个月的
茶，对各种茶的口味、产地等都有了
深入了解，我才意识到其实茶饮品可
以面向更广阔的市场，许多年轻人也
很喜欢喝茶，于是我选定了自己的创
业方向。”正式开店前，郭姝含考察
了许多“网红”店铺，从饮品口感、
菜单设置到店面装修，全方位了解店
面经营。

“中国的茶叶种类太丰富了，我
感觉像是一头扎进了宝库。如何能让
店面具有特色风格呢？我就想能不能
采用‘中西合璧’的方式，从制作方
式到装修风格，把茶舍打造成符合年
轻人消费习惯、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的场所。”郭姝含说。

为年轻消费者“量身打造”饮品
空间，让郭姝含的茶舍有了区别于传
统店铺的特点。从茶品到呈现方式，

郭姝含都花了心思。
以店内的“茶拿铁”为例，先取

乌龙茶经研磨、冲泡、过滤几道工
序，再用拉花奶泡覆盖，最后装入咖
啡杯端上桌。这款饮品从制作过程到
呈现效果颇有新意，目前已成为店里
最热销的产品之一。

今年6月，郭姝含看到了商丘老
品牌“管家村”四代人坚守传统中式
点心工艺的故事，决定与之合作。将
中式点心引入店铺后，郭姝含精心搭

配了合适的茶品，让点心与茶味相得
益彰。

目前，郭姝含已经开了两家“又
见”茶舍，主打简约明快的装修风格，
主动迎合当下流行的审美喜好。“我们
店内的椅子都是定制的，包括灯光设
计，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进店后感
到舒服。是否用心调制一杯茶饮，这在
口味上一下子就能尝出来，送入口的
东西绝不能马虎。”郭姝含说。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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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郭姝含在制作茶饮。 司鹤欣摄

“喻老师，您看这些西红柿长势
咋样？后期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在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一间
办公室里，喻景权院士正通过手机视
频，与山东的农民讨论西红柿种植的
技术问题。手机屏幕上，使用了无土
栽培技术的西红柿秧苗颜色青绿，枝
条挺拔，长势正旺。

“只有了解清楚农户的真实需
求，才能更好地确定研究方向。”经
常和农户打交道的喻景权，手机里
存着全国各地上百个农户的联系方
式。无论多忙，对于微信上发来的
蔬菜种植技术难题，他都一一进行
解答。深耕蔬菜生长研究领域四十
余载的他，经常被人称为“农民的
朋友”。

“学有所成，就要
踏踏实实地做点事”

走进浙江大学蔬菜研究所的园艺
植物生长发育与调控实验室，一排排
正在培育的植株整齐摆放在架子上，
室内温度、湿度、光强等参数都可以
实现精准调控……

正在忙碌的喻景权告诉记者，他
研究的主要是植物生长发育的内在规
律，尤其是蔬菜种植方面的技术和规
律。“简而言之，就是研究怎样让消
费者吃到更营养更安全的蔬菜。”喻
景权说。

1963 年，喻景权出生于浙江义
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田地里长大
的他，从小就对农学相关问题感到好
奇。1979 年，喻景权进入浙江农业
大学园艺系学习，毕业后被分配至浙
江省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工作，开始从
事蔬菜种植研究。

从浙江省农科院到临安天目山区
高山蔬菜研究基地，喻景权需要换乘
6趟公交车才能到达。天气不好的时
候，他就吃住在山上。那时候，条件
艰苦，甚至连种大棚用的塑料薄膜都
很紧缺，但喻景权克服困难，全身心
地投入工作。

“真正走进农田以后，我发现在
学校里学习的农业技术有很多需要提
升的地方。”如何培育出能适应恶劣
环境且更加优质的蔬菜，是喻景权一
直在思考的问题。

1988 年，喻景权赴海外攻读硕
士、博士学位，并在博士后期间担任
国外某知名基础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1995 年，喻景权已在专业领域小有
成就，许多知名企业向他发出邀请，
并许诺丰厚待遇，但他毅然选择回
国，选择回到母校任教。

回忆过往，喻景权对于自己当初
的选择无怨无悔。“学有所成，就要
踏踏实实地做点事，为国家和社会做
贡献。”喻景权认为，这正是一个农
业科学家的责任和担当。

“科研成果都是在
摸爬滚打里磨出来的”

远望夜晚的实验室大楼，已近晚
上 11 点，依然有办公室亮着灯，那
是喻景权仍在实验室忙碌着。

“科研成果都是在摸爬滚打里磨
出来的。”喻景权说，他刚回国时，
科研经费十分短缺，实验室也只是一

间狭小破旧的老房子。但喻景权毫不
气馁，开始了蔬菜抗逆高产调控领域
的研究。

“人们常说搞科研是坐‘冷板
凳’，但想要出成果就不能按部就
班，有的时候，意外情况恰恰是值得
深挖的线索。”谈及自己的科研心
得，喻景权如是说。

在一次对提高蔬菜抗低温能力的
研究中，喻景权和团队尝试将提取的
植物源化合物喷洒到蔬菜中，观察实
验效果。其中的一间大棚，由于黄瓜
自身患有枯萎病，按常理抗低温的效
果自然会受到干扰。

然而结果出人意料：喷了药剂的
那几行黄瓜长得特别好。这说明药剂
不仅能提高植物的耐低温能力，还能
提高植物对枯萎病的抗性。

“我们的技术对枯萎病很有效
果！”喻景权难掩激动，回到实验室
便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深入研究。

凭着细心的观察和持续不断的努
力，喻景权率先鉴定出茄果类、瓜类
和豆类蔬菜根系释放的 15 种自毒物
质，探明自毒物质是引起蔬菜连作障
碍的重要原因，并建立“除障因、增
抗性”绿色防控技术体系。此外，喻
景权还带领团队探明了影响蔬菜抗
冷、光合效率和瓜类坐果的调控物质
及其作用机制，并研发了仿生调控产
品和抗逆调控方法，大幅提高光合效
率和产量。

最近 10 年，喻景权又将视角投
向西部地区蔬菜种植问题，研发出
SAS无土栽培技术，实现了无土栽培
技术的革新；他和团队成员研发出新
型盐碱水淡化技术，帮助西部地区摆
脱自然环境的限制，解决蔬菜供应难
题。在西北荒漠深处，新技术克服了
水质恶劣、土地盐碱化等诸多问题，
让当地群众吃上了物美价廉的无土栽
培黄瓜、番茄等蔬果……

虽然年届六旬，但喻景权常常坚
持前往基层一线，为农民提供技术指
导。“关系到农户蔬菜种植的收成，
一定不能出差错。”喻景权说。

“了解农户的技术
需求，才能做好研究”

去年，喻景权带领学生深入西北
戈壁，针对当地的蔬菜种植情况进行
了半个多月的调研和技术推广。

“甘肃酒泉的荒漠地带，风沙遍
地，环境恶劣。”2018级直博生杨峰俊
说，每天一大早，喻景权带着他们来到
农户的蔬菜种植示范棚，指导农户安
装调试无土栽培设备，并跟他们探讨
技术细节。

“深入基层，才能了解农户的技
术需求，才能做好研究。”调研中，
喻景权的这句话让杨峰俊印象很深。

过了晌午，工作还没结束，有村
民带着煮好的饺子来到大棚。木板当
桌，大家席地而坐，就在大棚这样简
陋的环境里，喻景权和学生们一边吃
饭一边研讨。

“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固然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和敬业精神。”喻景权说。

平日里，他的手机都是全天开
机，随时接收学生发来的第一手实验
数据，或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行程
排得满满的喻景权常常出差，但出差
回来后他总是第一时间来到实验室或
者温室大棚，了解实验进展，讨论实
验细节，有时直到深夜。

“喻老师不仅对专业精益求精，
还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和
大家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浙江大学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周艳虹
清楚地记得，针对冬春寡照制约蔬菜
产量和品质问题，喻景权带着团队摸
清了光环境信号调控蔬菜生长发育
的 机 制 ，研 究 出 LED 精 准 补 光 新
方法。

“叮——叮——”记者采访过程
中，喻景权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
一眼笑着说，学生发来了一组实验数
据，他需要马上去看一下。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喻景权——

让科学技术真正走进农田
本报记者 窦 皓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喻景权——

让科学技术真正走进农田
本报记者 窦 皓

图为喻景权 （左二） 和学生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图为喻景权 （左二） 和学生在实验室。 受访者供图

科研“开花结果”的背后，少
不了苦坐“冷板凳”的坚守。从农
家学子到学成回国，再到为了科研
和技术推广扎根田野……在重大的
人生选择面前，喻景权总是将国家
需要放在第一位，坚持不懈、迎难
而上，这样的家国情怀贯穿了他的
科研人生，也成为他攻克一个又一

个技术难题的动力之源。
更可贵的是，除了始终如一的

坚守，喻景权还用实际行动感染着
周围的人。国之所需，当为毕生之
所往。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秉持
科学的信念，怀揣求知的梦想，他
们正在科学的道路上奋勇攀登、砥
砺前行。

国之所需，当为毕生之所往

喻景权：1963年生，浙江
义乌人，现任浙江大学农业与
生物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浙江大学农业生命环境学
部常务副主任。2021年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

喻景权长期致力于蔬菜
抗逆高产调控领域研究，在蔬
菜抗逆栽培、栽培模式革新等
方面取得多项原创性成果，为
我国蔬菜产业科技进步做出
重要贡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1项、省部一等奖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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