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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在北
京举行，四川省科技厅基础研究处处长杨
光垚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杨光垚长期工作在科技政策与体
制改革一线，在人们眼里，他是科技创
新的“参谋长”，也是深化科技改革的

“先锋官”。

科技创新的“参谋长”
为四川创新发展作重要注脚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作为省
科技厅基础研究处处长，杨光垚始终自
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并以之指导
科技法规和政策体系研究。无数个深
夜，他伏于案头，研究国内外创新驱动
典型案例，思考凝练四川创新驱动发展
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杨光垚参与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先
行省和科技强省“三步走”的规划目标
纳入省委省政府规划；参与起草的中共
四川省委《关于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引领
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和《四川省“十四
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科创十条”等
重要文件，成为四川创新发展历程中的
重要注脚。

为了支持更多青年科技人才，留住
更多“千里马”，杨光垚在“科创十条”
中，提出每年支持基础研究项目2000

个以上、对企业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
基础研究给予补助；围绕科技人员创
新创业激励中的政策缺位、相互掣肘、
执行落地难等突出问题，奔波于其他
单位，争取政策协同，有针对性地进行
政策设计。

此外，“探索试点科研事业单位区
别于其他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科研
人员获得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
励、兼职或离岗创业收入不受绩效工资
总量限制，不纳入总量基数”“鼓励中央
在川高校和科研院所全面适用地方政
策”等政策举措，在全国率先形成激励
科技人员创新创业政策体系，有力调动
科技人员创新创业积极性，为建设创新

型省份作出突出贡献。

深化科技改革的“先锋官”
探索体制改革的“小岗村实践”

2021 年 6月 1日实施的新《专利
法》提出：“国家鼓励被授予专利权的单
位实行产权激励”，这是我国第一次将

“产权激励”写入法律；2021年12月24
日修订通过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新增

“探索赋予科学技术人员职务科技成果
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制度”。

这些制度安排，来自诞生于四川、
被称为科技体制改革“小岗村实践”的
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杨
光垚担任的，便是改革“先锋官”角

色。他6年编制4个方案，试点探索、
投石问路，一步步推动改革工作。他提
出权属上，变“纯国有”为“国家和教授
混合所有”，让教授拿大头；顺序上，变

“先分粮再分地”为“先分地再分粮”，一
举调动了专家的积极性。促进一批关
在“抽屉”里、放在“口袋”的职务科技成
果开始创造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目前，45家试点单位已完成职务科
技成果分割确权1446项，新创办企业
587家，带动企业投资近117.6亿元，有
效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先一公里”的
问题。权属改革得到国务院第六次大
督查表扬，国务院办公厅将其提炼为

“以事前产权激励为核心的职务科技成
果权属改革经验”，在全国全面创新改
革试验8个区域推广。

杨光垚在工作中，认真总结科技成
果转化中“不愿转”“不敢转”“没有好的
成果可以转”的问题，提出“制度先行、
程序公开、集体决策、不谋私利”的探
索机制，持续推进“小岗村实践”迈入
2.0、3.0。四川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前非
资产化管理改革被写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规划纲要》，全省7家单位在国
内率先开展改革试点；2022年 1月12
日，四川省跨高校院所新型中试研发平
台在西南交大研究院有限公司揭牌，解
决科技成果转化难的“四川方案”正逐
步成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彦霏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杨光垚。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杨光垚：

推动创新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的探路者

聚焦“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作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
体”领奖代表，8月30日上午，乐山市市
中区大佛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杨冠
中参加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
当天晚上，回忆起表彰大会上的细

节，杨冠中仍然心潮澎湃。“内心充满了
光荣与自豪，也更有信心做好工作。”他
说，看到习近平总书记面带笑容地走
来，与大家互动，让他体会到了总书记
对基层公务员队伍的关心、关怀和关注，

“这一份荣誉属于乐山市大佛街道办事
处全体人员，今后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树牢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进一步
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用心、
用情地走好群众路线。”

地处岷江东岸、乐山市中心城区东
南部的大佛街道，正规划布局水乡田园
生态廊道、竹禅生态休闲度假区、万亩
苦笋现代农业园区等重点项目，精心打
造“大佛后花园”。

洪水来袭上千人被困孤岛
连续救援38个小时

谈及大佛街道近年来的工作，“8·18”
特大洪灾救援至今仍刻在杨冠中记忆
深处。

“2020年8月18日，乐山遭遇百年
一遇的特大洪水，辖区内地处大渡河、青
衣江、岷江三江汇流处的河心洲坝凤洲
岛全面告急，房屋倒塌、道路中断、群众
被困、孤岛待援。”杨冠中说，当天凌晨5

点左右，街道接到救援指令，全体干部职
工纷纷在第一时间请缨，参与救援。

洪水凶猛，小型冲锋艇起不了作
用。“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第一时间组
织街道干部，冒着生命危险搭乘专业救
援船只登上凤洲岛，会同消防、应急等
救援队伍一道迅速展开救援。”杨冠中
仍记得，当时岛上共有上千名群众被
困。他们将婴儿放入木盆中，蹚过齐胸
的洪水，背着病弱的老人走出深水巷
道。最终，在不眠不休连续救援38个小
时后，上千名受困群众全部成功转移并
妥善安置，实现了大灾大险“零失踪”

“零伤亡”的救援奇迹。
“2020 年 8 月 20 日，洪水渐渐退

去，街道的干部们顾不得休息，迅速成
立征收安置指挥部，组建攻坚队，顶着
烈日、踩着淤泥，夜以继日为搬迁群众
测绘丈量房产、土地等信息。”杨冠中
说，在测绘丈量工作中，街道领导干部
率领10个测绘工作组同时作业，工作人
员克服灾后恶劣环境中的过敏、中暑、
受伤等困难，最终不到两周时间便全面
完成所有农房的测绘丈量工作，3个月
便完成整岛搬迁，受灾群众全部住进了
新家。

统筹辖区民宿、酒店
竭力推广“大佛民宿”品牌
除了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如何

让群众创业增收，也一直是大佛街道的
工作重心。

作为乐山大佛景区所在地，近年
来，大佛街道紧紧抓住这一文旅发展的
核心 IP，多方整合政策和文化旅游资
源，统筹辖区内110多家高中低端民
宿、酒店，成立川内首个民宿联盟综合
党委，牵头制定《大佛民宿（酒店）联盟
自律公约》，组织联盟成员单位作为全
省唯一一个镇（街）级团体组团参展四
川省第八届旅博会，竭力推广“大佛民
宿”品牌，形成民宿（酒店）行业项目包
装、宣传推广、互促共赢的合作机制。

“2021 年度，大佛民宿（酒店）联
盟商家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销售额
4000余万元，游客满意度达到100%，
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实现了游客和
街道居民的互惠共赢。”杨冠中说，农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是大佛街道推动乡
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他们坚持规划先
行、连片发展，创新组建乡村振兴招商
专班，累计招引落地乡村振兴产业项
目 10个、总投资 2亿元，以辖区棕桥
村为龙头，规划布局水乡田园生态廊
道、竹禅生态休闲度假区、万亩苦笋现
代农业园区等重点项目，精心打造“大
佛后花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卓滨

2021年，乐山市大佛街道举办第一届苦笋文化节。图据乐山市市中区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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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抓文旅发展核心IP 打造“大佛后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