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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着村后丘陵上刚开垦
出来的一片山林地，江西赣州
市章贡区沙河镇罗坑村党支
部书记邱有生掩饰不住地高
兴，“瞧，这就是我们罗坑油茶
专业合作社的基地，20 亩搞
观光旅游，再搞 500 亩种植油
茶，村里 39 户贫困户都纳了
进来。这贫困村的帽子，就靠
它来摘了！”

于都县上欧工业新区移民
搬迁扶贫安置示范区内，73 岁
的贫困户刘中汉进进出出地打
量着装修一新的三居室，怎么
也看不够。“享受完土坯房改造
和深山移民政策，算下来每平
方米不到 1000 元钱，政府还
替我们向银行担保贷款，并贴
息 80%。”刘中汉美滋滋地说，

“儿子儿媳也在家门口的工业
园上班了，一家人进城进园，日
子越过越红火。”

龙南县就业扶贫福利厂生
产车间里，看着一枝枝精美的塑
料花从自己手中制作而出，58
岁的聋哑老人廖家通脸上流露
出满意的笑容。虽然耳不能听、
口不能言，但老人心里比谁都敞
亮。政府给办了低保社保不说，
每月还能在厂子里拿到 2000
元的工资，这样的日子，廖家通
以前想都不敢想⋯⋯

这是《经济日报》采访组一
行，4 月中旬赴赣南进行革命
老区扶贫攻坚调研时看到的一
组温暖场景。赣南是革命老
区，曾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
贡献和巨大牺牲。在改革开放
的浪潮中，赣南地区受历史、地
理等因素制约，成为全国较大
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后发展、
欠发达的特征至今未变。

“决不能让老区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
队。”2012年 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
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同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复

《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
年）》，将赣南 11 个县（市）及章贡区纳入国家罗霄山集中
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范围，一场国家层面的精准扶
贫攻坚战由此在赣南老区拉开。

“让老区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生活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多次在赣州考察时强调。江西省委、省政
府拟定了30个方面330项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由省直部门
联动推进，29个省直厅局出台实施意见或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举全省之力，从政策层面予以赣南系统化、整体性扶持，
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政策支持体系。

“不让一个贫困对象‘掉队’。”这是赣州市委、市政府
作出的庄严承诺。在探索中，赣州念好“精准”二字诀，在
识别、帮扶、管理三个层面扎实推进精准扶贫，不断创新
产业扶贫、移民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等可复制的扶
贫经验，使赣南贫困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到 2014 年底，
全市减少扶贫对象 110 多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4182
元提高到 6946 元；贫困发生率 14.28%，下降近 16 个百
分点。今年 4 月 1 日，赣州市委又作出了“学习梁家河、
当好村支书、打好攻坚战”的决定，加快扶贫攻坚步伐，纵
深推进赣南苏区振兴发展。

一幅更美、更动人的全面建成小康的图景，正在这块
红土地上徐徐展开。

（更多报道详见今日十一版“一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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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孩子打针时的嚎啕，让父母宛
如疼在己身。米磊就是这样一位有过“虐
心”经历的父亲。“孩子血管细、不好找，扎
了几次才扎好。”听着女儿的哭声，米磊想
要发明一种能够让护士清晰看到血管、找
准扎针位置的设备。这样的灵感立即受
到西安高新区等多方面的重视，在米磊就
职公司及其大股东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的
协同研发支持下，仅仅 3 个月后，被誉为

“扎针神器”的“投影式红外血管显像仪”
终于研发成功。

“神器”甫一投放，便赢得了市场的追
捧，占领了国内八成以上的市场。去年

“扎针神器”还随中国医疗队赴利比里亚
抗击埃博拉。从一次偶然的陪诊灵感，到
创造出一款广受欢迎的医疗器械，米磊的
成功正是西安基于丰富科教资源而精心
营造的万众创新环境的缩影。如今，像这
样的新点子、新创造，在古都西安数不胜
数，大量的新技术、新产品正在被精心呵

护，茁壮成长，成为西安实现创新转型的
强劲动力。

近年来，西安市积极推进统筹科技资
源改革，专门设立了科技大市场，解决中
小型科技创业企业技术交易、公共检测检
验以及大型设备共享等方面的难题。几
年来，在科技大市场的各类服务平台上汇
聚了 7000 多台套大型仪器设备和 16896
位行业专家以及 7700 多家科技企业的供
需信息。科技大市场创建的凡特网，是国
内首家市场化运作、基于 B2B 商业模式
的分析测试服务交易平台，以实验室分析
测试服务为交易主体，融合电子商务、信
息服务和物流服务等新型市场化商业模
式，为众多创业小企业分析测试、检验检
测提供快速、准确和高效的撮合交易、在
线支付、样品物流以及各类相关的增值服
务。据统计，2014 年，西安技术交易总金
额达 530.53亿元，连续 4年实现百亿元增
长，本地交易占比达 33.93%。

如果说每年百亿元的增长量令人欣
喜，那么科技成果就地转化量连续 4 年年
均递增 50%以上则更令人兴奋。有专家
评价，这显示当地企业的创新性成长基因

正在快速滋生、裂变，科技、经济“两张皮”
的现象得到实质性改善。

被资本市场誉为“黑马”的西安隆基
股份是一家民营光伏企业。两年前全国
光伏产业景气低迷，隆基也经历了阵痛。
为保持单晶硅片的技术领先地位，隆基股
份咬牙持续投入资金开展前瞻性研究，其
研发中心迄今已拥有海内外 246 名技术
人才，建立了 6 个专业研究室，3 个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1 个实验基地，1 个专业
检测室。公司董事长钟宝申说，企业发展
的“逆袭”，与西安发挥政策杠杆作用，“雪
中送炭”的扶持密不可分。隆基股份所在
的西安航天产业基地积极帮助企业申报
省市加快发展专项资金、工业发展专项资
金，并在企业的融资过程中提供担保支
持；公司还因对技术创新的持续投入，迅
速被省市工信委、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确定
为创新典型，并给予资金扶持及利税扣
除，“这些扶持措施让我们渡过了市场萎
缩、研发投入加大、资金短缺的难关。”

为了鼓励以创业促创新，西安市发挥
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出台了“加快培育科
技企业小巨人三年行动方案”，明确要求

未来 3 年达到年销售 5000 万元以上的科
技型中小企业全部纳入支持范围。针对
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打造
小巨人企业为重点，通过市场机制整合科
技资源和政策资金措施，引导创新链、资
金链向企业和产业聚焦，大幅提升科技型
中小企业对全市产业发展的支持和引领
作用。去年，西安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5.3%，高出全国 3.2 个百分点，全年认定
科技小巨人企业 430 家，科技创新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8.3%。2015 年西安
把科技创新、强化创新驱动作为重中之
重，要求西安高新区加快创建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力争
年内打造领军企业 40 家，力争全市科技
小巨人企业超过 700 家，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长 12.5%左右。

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
表示，“在新常态下，释放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巨大活力，关键在于精心营造市场
化、专业化、定制化的可持续的创新生态
环境，创业环境好则创新效率高。”

（更多创业创新故事见十三版至十六
版“创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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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投资挑起稳增长“大梁”
近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密集批复一批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和高速铁路建设项目，预计投资总额将超过
4500亿元。专家指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
景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批复一系列投资项目，旨在
发挥好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既为经济社会发展
补短板，也为稳增长提供有力抓手。 （五版）

更多报道请扫二维码

陕西西安积极推进统筹科技资源改革——

着力创业环境 着眼创新效率
本报记者 张 毅

2006 年，举世闻名的青藏铁路建成
通车，这条攻克了高海拔冻土难题的铁
路不仅吸引了普通游客，更引起国际学
术界的关注。当年 8 月，一次国际冻土
学术会议在兰州召开，赖远明作为青藏
铁路冻土工程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带领
外国专家乘车体验青藏铁路。

当列车员介绍工程克服冻土难题的
情况时，赖远明回忆起多年来倾注的心
血，转过头看着车窗外任由泪水流下脸
颊，“听到这些成果，我很自豪！”

赖远明的自豪，源于他对冻土研究
事业和他扎根的这片土地的热爱。在外
出差，如果有人问起“你是哪里人？”，带
着一口浓重南方口音的赖远明都会这样
回答：“我是甘肃人。”

“第一次听到冻土，鸡皮
疙瘩都起来了”

冻土一般是指温度在 0℃或 0℃以
下，并含有冰的各种岩土和土壤。在我
国，多年冻土、季节性冻土分布面积约占
国土面积的 21.5%和 53.5%。

“我国冻土面积居世界第三，高海拔
多年冻土面积更是位居世界之最。”已经
成为冻土科学研究顶尖专家的赖远明院
士第一次听到“冻土”，是在很多年前一
次出差的火车上，“与一位搞冻土研究的
人聊天，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感觉浑身一
冷，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962 年，赖远明出生在江西龙南县
一个青山环抱、偏远安静的客家山村。
作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1979年，赖远明
带着荣耀和对知识的渴望到江西理工大
学就读。

本科毕业后，赖远明考入兰州交通
大学土木系读研究生。在此之前，他从
来没有想过会来到大西北。“环境和南
方差距比较大，气候干燥，刚来时流鼻
血。第一次到食堂吃饭，主食居然是拳
头大的黑馒头。”但是硕士毕业后，赖远

明还是留在了兰州，而且还扎了根，“我
在江西只待了 21 年，在甘肃已经 32 年
了。”除了乡音未改，赖远明已经完全融
入了西北。

本科读矿山机械，硕士学位是土木
工程。因为机缘巧合，赖远明的博士学
位又一次跨行到了冻土科学。“虽然是 3
个不同的学科，但是以前学的知识为冻
土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生性严谨的
赖远明偶尔也会开玩笑，“我口才不好，
就是因为我平时说话太少了，大部分时

间都在思考。”
1999 年，赖远明在中国科学院寒区

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
后，在次年被任命为冻土工程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如何在富含冰且反复冻
融的冻土地区进行工程建设，并保证工
程建筑的稳定？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冻
土区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在气候
变化条件下，冻土区环境与生态如何变
化？现有各种建筑物是否会遭到严重破
坏？⋯⋯这些都是赖远明思考并必须克
服的难题。

思考着这些问题，赖远明这个南方
人与高原冻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天上掉馅饼，也要你起
得早才能捡到”

2001 年，青藏铁路开工，高原和冻
土是青藏铁路修筑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难
题。可以说，青藏铁路成败的关键在路
基，路基成败的关键在冻土，冻土的关键
问题在解决冻土融沉问题。

（下转第二版）

“ 挖 山 不 止 ”的 冻 土 专 家
——记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副所长赖远明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赖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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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创新激发稳增长积极性
要想实现稳增长，必须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

性。这需要从体制机制入手，通过制度创新引导地方竞
争机制规范发展。建立健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核心的
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权和财力、
进一步强化市场机制在政府投融资中的作用、通过立法
规范地方竞争机制等，将是有力抓手。 （九版）

中 国 制 造 如 何 升 级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着力点不在于追求更高的增速，

而是要按照“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
化、人才为本”的总体要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攻
关，着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
品牌转变。 （七版）

“再也不用去日本抢马桶盖了。”前一

阵，降低关税、优化消费税等政策一出台，

就有网友这样调侃说。随着这类税收优

惠政策的发力，进口商品和普通消费品的

购买成本有望大大降低，享受“红利”的不

仅仅是普通消费者，还有亟待通过需求拉

动的宏观经济。因为这将有利于把扩大

内需落到“实处”，将去海外采购的需求

“拉回来”，并在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需求

中推动“中国制造”的发展。

事实上，这只是年初以来贯穿于政府

工作中的“降税清费”措施之一。比如，2

月 2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享受

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

业范围；4 月 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

全国范围清理规范涉企收费；4 月 30 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增加公共支出，加大降税清费力度。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增加支出、

降税清费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接连“出招”，

在稳增长、调结构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

显。首先，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比

如对企业而言，降负带来的是资金面压力

的降低、经营的改善。对个人而言，购买力

的增强，改善的不仅是个人的生活水平，更

是生产链条上的供需关系。而且，在清费

过程中一些审批环节会被取消，这都将有

利于促进企业生产，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局面，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其次，定向扶持有助于加快结构调

整。营改增、小微企业减免税、降低铁矿石

资源税征收比例等，都具有较强针对性，实

现定向扶持，使得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战略

布局的行业、企业得到充分的支持。

再次，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

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企业等自有资金

薄 弱 ，其 经 济 稳 增 长 更 需 财 税 政 策 支

持。曾有专家形象地举例，居家过日子，

同样是一袋米，对“穷人”来说迫切性更

胜于“富人”。

事实上，降税清费具有稳增长作用的

同时，传递出的改革信号也不容忽视。比

如，传递出税费征缴要透明、合理的理

念。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同时，如何规范

管理各种费也极其重要。4 月 8 日的国务

院会议就要求，对清理规范后保留的涉企

收费建立清单，这就意味着清单外一律不

得收费。再如，凸显税收在产业发展中的

“稳定器”功能。近年来，资源税“从量计

征”使得价格无论涨跌税收是不变的。在

铁矿石价格下行中，就导致国内铁矿石企

业负担过重。因此降低铁矿石资源税征

收比例，为这一行业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

生产经营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毫无疑

问，这些信号将影响未来的财税改革，并

进一步作用于稳增长、调结构当中去。

充 分 释 放 财 税“ 红 利 ”
才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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