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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第一动力”展现蓬勃生机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在空间站迎新
春过大年，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研究持续
刷新传统认知，一大批新技术在北京冬
奥会上落地应用让冬奥更精彩……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我国科技创
新持续取得“重量级”成果和进展，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展现出日新月
异的蓬勃生机。

日新月异
“重量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天和”
遨游星辰……2021年，我国在载人航
天、月球和深空探测、应用卫星、科学和
技术试验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未来，火星采样返回、载人登月方
案论证、重型运载火箭研制等一项项宏
伟计划将付诸实施，描绘出建设世界航
天强国的壮丽图景。

航天事业的高速发展是我国科技
创新日新月异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取
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大国重器”陆
续建成并投入使用，量子信息、干细胞、
脑科学等诸多前沿领域取得重大原创
成果。2021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
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

2022年开局，我国科技创新继续展
现出强劲势头，一个多月时间里，重磅
成果频出。

依托“中国天眼”FAST产出的一批
原创成果集中发布：FAST中性氢谱线
测量星际磁场取得重大进展，首次揭示
快速射电暴爆发率的完整能谱及其双
峰结构……“大国重器”高效运行推动
我国基础研究加速取得突破。

国产量子计算软硬件结合迈出重
要一步。全新量子计算编程软件——
isQ-Core发布，并成功部署至世界领
先的超导量子硬件平台，让量子计算硬
件设备的使用更便利、更高效。

白粉病是危害小麦生产的重要病
害，重病田减产可达40%以上。我国科
学家成功破解小麦既抗白粉病又确保
生长和产量正常的基因奥秘，并使主栽
小麦品种快速获得广谱抗白粉病的优
异性状。

此外，我国科学家在干细胞治疗糖
尿病、改造“致幻剂”治疗抑郁症、建立
蛋白质设计新方法等领域也取得进展，
用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

深化改革
全面激发创新活力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
究员杨旭楠拥有一种黑臭河道底泥修
复技术，一直在苦苦寻找能够将成果转
化落地的单位。另一边，广州资源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寻找拥有相关技
术的科研单位。2019年，在“揭榜制”的
撮合下，双方一拍即合。

“‘揭榜制’大大提升了寻找、匹配
合作方的效率。”2022年开年，记者再度
走访，杨旭楠兴奋地说，这个项目技术
已经在佛山两条黑臭水道完成试验，
2021年在东莞又合作治理了一条河涌，
2022年将继续在更多河道推广。

科技部门发布榜单探索不同层次
“科研揭榜制”，支持不同技术路线并行
攻关，关键性应急性重大任务安排项目

“赛马”，启动颠覆性技术专项，探索首
席科学家负责制，重点专项设立青年科

学家项目，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深化推进
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赋能……科技
体制改革持续提档增速。

2020年，科技部等部门印发《赋予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
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明确试点单位
可将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成果完
成人或团队，试点单位与成果完成人或
团队成为共同所有权人。

暨南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白德发说，
以前，职务科技成果全部归学校所有，
科研人员“拿着”学校的成果，在转化过
程中仍存在一些掣肘。现在，赋权改革
试点带来了根本性改变，越来越多的科
研人员化被动为主动，大大提升了成果
转化的速度和效率。

2022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科学技
术进步法施行。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
充分体现我国科技领域改革发展经验
成果，在激发科学技术人员创新活力、
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解决科技型

企业融资难题等方面作出一系列规定。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说，修订科技进步

法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保障，对确保科技
领域改革创新和政策落实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引领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引擎

中国造8万吨半潜船“新耀华”号不
久前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个被称作

“海上大力神叉车”的庞然大物，可实施
堪比“穿针绣花”的高精度作业。优良
性能的背后，是在关键设备、工艺技术
等领域的一系列技术突破。

通过科技自主创新，2021年，我国
继续保持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
世界领先的同时，实现在中高端产品市
场的进一步突破，我国造船企业国际竞
争力进一步增强。

“当前，船舶工业正处于转型升级
的关键阶段，中国船舶工业将积极主动
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坚持创新驱动，
努力成为全球船舶行业发展的推动者
和引领者。”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
书长李彦庆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
年来，我国科技创新成果加速应用，为
经济社会发展打造出全新引擎，北斗导
航卫星全球组网、5G规模化应用、人工
智能技术等加快应用……形成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

与此同时，以高新技术赋能传统产
业，也在各地加速开展。新型技术驱动
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新产业培育、新价
值创造的有力手段和有效途径。

江苏出台制造业“智改数转”三年
行动计划，其中，2022年将确保5000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智改数转”；重
庆启动实施制造业智能化赋能行动，今
年内实施1250个智能化改造项目、新增
1.5万户企业“上云”、建设10个“5G+工
业互联网”先导应用示范项目……

推动国家实验室体系有效运行、加
快科技攻关和成果应用、实施科技支撑
碳达峰碳中和行动、高水平建设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
一批创新策源地和增长极……2022年
科技创新“施工图”已经绘就，随着一系
列举措的稳步实施，我国科技创新必将
释放出更大的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2月24日电）

2月18日上午，浙江省诸暨市浣东
街道丁严王村党总支书记丁伟夫和两
名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送去分红告知
单：2021年度，村民人均分红将近7000
元，这几天就会打到个人银行账户。

“钱是不多，但意义重啊！”丁伟夫
说。这些年村里发展快，高楼大厦越来
越多，跟城市没多大区别，更重要的是，
村民也和市民一样，收获了来自土地的
经营性收益。

丁严王村2002年开始兴办板材市
场，2014年投资2.5亿元建起浣东板材
城。在村集体土地上，全体村民以占股
分红的方式收获板材生意利润。随着
丁严王大厦通过消防验收后出租，每年
能再为村集体增收约300万元，2025年
村民人均分红预计突破1.2万元。

农村分红是浙江城乡迈向共同富

裕的显著特点，城市与农村之间共生共
荣、融合发展。

从利益分配上看，在民营经济发达
的浙江，大量农民不只是土地、劳动力
等生产资料的提供者，只收获租金和务
工收入，而是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经济
循环，收获经营利润。城乡资源要素、
供求市场的双向融合，使共同富裕有了
机制保障。

2018年，安吉县天子湖镇下辖的20
个行政村抱团，创立乡村振兴联合企业
——安吉天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公
司采用股权分配制，20个行政村以村为
基数共持有40%的股份，结合人口规模
和出资情况持25%的股份，天子湖镇政
府则代持35%的股份作为股权激励和
调剂使用。

“一盘棋”整合村集体资源、资产、

资金，投建天衡联创产业园、衡通物业
管理服务公司、漂流项目……三年多
来，这家企业资产增值超过8000万元，目
前拥有固定资产约2.5亿元。去年，20个
行政村的村民收获了806.75万元分红。

“单纯依赖城市消费的农民增收模
式，正在被超越。”安吉县天子湖镇农业
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傅晓濛表示，天衡公
司运营的产业形态中，已经看不出城乡
差别与界限。

诸暨市山下湖镇解放村的3500多
名村民，与浙江米果果生态农业集团有
了更精巧的合作方式。村民除了获得
土地流转租金和460多个就业岗位，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还占企业10%的股份：
2025年前为企业投入阶段，村民不享受
分红，但占股10%的企业投入资产；
2025年后为企业收益阶段，村民额外获

得10%的股红收益，分红总数每年不少
于50万元。

“市场经济只有层次之分，没有城
乡之别。”浙江米果果生态农业集团董
事长陈照米从商近30年，涉足建材、光
伏、房地产、体育产业等。他认为，随着
浙江城乡发展水平持续拉近，彼此融合
发展的空间将进一步释放，推动共同富
裕迈向更高水平。

2021年，浙江城镇、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8487元、35247元，
分别连续21年和37年领跑全国各省区；
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降至1.94，连续9
年呈缩小态势。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今后5年，
浙江村集体经济分红村的比例将提高
到15%以上，年度分红达到100亿元。

（新华社杭州2月22日电）

从“农村分红”看浙江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富

▲
2021年 12月 19
日拍摄的“中国
天眼”全景（无人
机照片）。

◀
2021年 10月 15
日，在中科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月球样品洁净室，
田恒次副研究员在
处理月球样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