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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5 日讯 记者佘惠敏

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科
技部、国家工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大
力发展众创空间、推动科技创新服务于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关情况。

科技部副部长阴和俊表示，国务院日
前再次对发展众创空间进行研究部署，主
要目的是促进众创空间向专业化发展，为

“双创”提供低成本、全方位、专业化服
务。阴和俊透露，相关支持政策大体分为
两类：第一类是降低众创空间建设和运营
成本，调动建设主体的积极性。第二类是
为众创空间中的创新创业者提供精准支
持。

阴和俊表示，科技部将从三方面进一
步提升众创空间服务于创新创业的能力：
一是要配套支持全程化。通过为创新创
业者提供工业设计、检验检测、模型加工、
知识产权、专利标准、中试生产、产品推广

等研发、制造、销售相关服务，实现产业链
资源的开放共享和高效配置。二是要创
新服务个性化。通过整合专业领域的技
术、设备、信息、资本、市场、人力等资源，
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更高端、更具专业特色
和定制化的增值服务。三是要创业辅导
专业化。通过凝聚一批熟悉产业领域的
创业导师和培训机构，开展创业培训、举
办各类创业活动，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更加
适合产业特点的创业辅导服务，提高创新
创业者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2015 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启
动之年。创新的主体在不断涌现，全社
会创新创业蔚然成风。”国家发改委高技
术产业司负责人沈竹林说，2015 年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实现了开门红，新市场主
体大量涌现，日均诞生 1.2万家。

企业有来有去。2015 年新增了这
么多企业，注销的又有多少呢？国家工
商总局个体私营监管司司长赵刚透露，
去年全年企业注销数量 78 万户，不到新
登记总量的五分之一。

沈竹林还透露，去年我国创新创业

孵化平台快速增长，截至 2015 年底，各
类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 2500 余家。创
新创业技术平台不断完善，培育和认定
小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4000 多家。创新
创业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创业导师达 1.3
万名，累计辅导企业 3.4 万家；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平台组织小微企业服务活动
15.84万次，服务企业 183.58万家（次）。

创业投资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晴
雨表，2015 年也是创业投资爆发式增长
的一年。

“不光是投资量上来了，创业投资渠
道也体现出多元化特征。”沈竹林透露，去
年国内创投机构新设创投基金 721只，新
增可投资资本 2200 亿元，增长近 80%。
同时全年发生创投案例 5520 起，翻了一
番。其中天使投资案例数2075起，增长超
170%。同时，信贷支持显著增强，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 23.46 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
额比重达23.9%。

沈竹林还表示，目前我国资本市场退
出渠道日益丰富，成效已经凸显。“去年的
沪深两市通过IPO方式，为创业投资退出

提供有力支持，IPO 方式实现退出交易
263起，并购方式实现退出交易286起，这
是我们过去很多年一直希望没有得到的，
在去年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同时，新三
板融资增长迅速，已经成为退出的一个主
渠道。”据统计，去年我国企业通过新三板
融资 1216.17亿元，同比增长 821%；通过
发行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融资的创新创
业企业有 30 余家，融资金额超过 200
亿元。

沈竹林认为，随着政策环境的不断
完善，特别是新三板交易制度进一步完
善、注册制即将实施、战略新兴板设立、
转板制度推行，这些利好会进一步丰富
创业投资发展的渠道。

但他也不讳言，目前我国创业投资
规模虽是世界第二，却和位居第一的美
国相距甚远，下一步还要继续坚定不移
地发展和壮大创业投资规模，继续完善
创业投资的环境，规范和引导政府基金
的发展，发挥好创业投资在培育新产业、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为创
新创业增添更大的能量。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开门红
去年新市场主体日均诞生 1.2 万家，新增创投基金 2200 亿元

本报北京 2 月 5 日讯 记者郑

彬报道：春节临近，据预测，今
年春节我国出游人数将继续呈现
快速增长态势，仅出境游人数有
望达到 600 万人次。为此，国家
旅游局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提示
广大游客，春节期间要注意出行
安全，做一名文明出行的好游客。

国 家 旅 游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在选择产品上，游客要结合
实 际 情 况 选 择 跟 团 游 或 者 自 助
游。跟团旅游要选择有资质、口
碑 佳 的 旅 行 社 ， 不 要 一 味 追 求

“低价”，认真签订旅游合同，详
细阅读合同条款。

在旅途安全上，游客要规划
好行程安排和出行线路,尽量避
开高峰时段，选择错峰出行。为
最大程度降低意外风险，出发前
需尽量购买旅游意外险。跟团游
客 需 听 从 导 游 或 领 队 的 安 全 提
醒。出境旅游遇突发事件要保持
冷静，并及时与当地警方和中国
使领馆联系。

据了解，“12301”全国旅游
投诉服务热线目前已覆盖 26 个省

（区、市），游客可拨打“12301”
热线进行旅游投诉，并可通过该
服 务 平 台 查 询 投 诉 处 理 情 况 。

“12301”投诉热线还开通了微信
投诉方式，游客可以通过微信界
面查询并添加“12301”微信公
众号，或者通过微信城市服务进
行投诉。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要遵守旅
游目的地的法律法规、公共秩序
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
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遵守
旅游文明行为规范，举止得体。

国家旅游局发出提示

春节出行注意安全莫忘文明
一封中石油员工的春节家书

本报北京 2月 5日讯 2月 7日，农历除夕,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将推出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用声音刻录
时代前行的脚步，再现百姓生活欢乐、温暖的瞬间，为亿万听
众奉献一道极具广播特色、丰盛热闹的“声音大餐”。

《中国声音中国年》与往年中央电台春节节目不同，不是
纯粹的新闻，也不是单一的文艺，而是整合全台资源，以“回
家过年”为主线，融新闻、专题、文艺为一体，营造温暖、怀旧、
亲情洋溢、富有品味的节日氛围，为听众奉献一台丰盛的“声
音大餐”。节目从当天中午12时开始，持续直播6小时，通过
多种形式来展示“我国的声音”“我们的声音”“我家的声音”
与“我台的声音”，伴听众过年。

届时，二十多位中央电台著名播音艺术家和主持人将
参与主持，一批听众喜爱的艺术家和文体明星将集体亮相；
节目还将首次用“声音纪录片”的方式，对2015年及1956年
至今的5个猴年的“国家声音”进行梳理，给听众全新的听觉
享受。新媒体互动将贯穿节目生产与播出全过程，主持人
将在直播互动中为听众派发现金红包，让听众在收听的过
程中有的听、有的说、有的玩，热热闹闹过大年。（宗 边）

中国声音中国年

中央电台除夕将推出特别节目

榆林从2014年参与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旅客文明素质有较
大提高。今年春运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售票厅里购票的旅客自觉
排队的多了，候车室里随地吐痰、
随地乱扔瓜子皮杂物、随处抽烟
的少了。

但还有一些让人挺无奈的
情况发生。早上在进站口，一位
男性旅客要进站候车，我们的
客运员跟他说要实名制验票，
核验他的车票和身份证，这旅
客就是不愿出示身份证。我跟
他说：“师傅，现在坐火车都是
实名制了，核对身份证是保障
您的乘车权益，也是铁路的制

度，您来坐车也得按规矩行事
啊。”旅客这才拿出身份证交给
客运员核验。

10点多的时候，一个抱小孩
的旅客站在重点旅客候车区外
面，而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坐在
重点旅客候车区里闲聊着。我过
去说：“咱坐公交车都知道把重
点座位让出来，这抱小孩的站着，

你们坐着，合适吗？这是重点旅客
候车区，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
几个小伙子没吭声，但是看着脸
有点红。

我觉得文明出行，最重要的
是要守规矩，遵守每个地方的制
度和规定。我也相信大家这种文
明意识会慢慢提高的。

(本报记者 齐 慧整理)

值班站长日记

相信乘客出行会越来越文明
2016年2月5日 晴

榆林火车站值班站长 于尚荣

（上接第一版）

找准定位，并不代表顾客就会不请自来，能够吸引顾客不
断前来，清河店的贴心服务是重要原因。“注重服务，才能抓住
客户。”刘鑫用这样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总结自己的经营理念。

功夫不负有心人。超市发清河店卖场面积 3800 平方
米，年营业额能做到 7500多万元。

带给邻里的便捷与温暖

当记者在肉品操作间见到徐应师傅时，他正在切五花
肉，刀起刀落间，一大块肉变成了一片片薄厚均匀的肉片。
徐应将切好的肉片放到盒子里，用保鲜膜包好，称重贴好价
签，再放入冷柜供顾客选购。一位老人走过来，详细地问了
每一种肉，徐应一一介绍，讲了五六分钟，老人最终什么也
没买。记者问徐应，会不会觉得烦，徐应憨憨一笑，“这有
啥，谁不想买到合心意的东西呢”。

清河店有“三多”：老顾客多、老年顾客多、老员工多。
老年人一般对新事物接受热情不高，对新型综合商场和电
商等购物方式并不感冒，依旧喜欢来清河店这种贴近百姓
日常生活的超市。清河店有很多工作了六七年乃至十多年
的老员工，他们大多居住在周边小区，和顾客平时就是邻
里，这让顾客多了一份亲切感和信任感。在 1 月 30 日的采
访过程中，短短半个多小时，收银员李春芳便遇到了三四个
熟悉的顾客，“今天买的够多，家里来人啦”“拿不过来先放
我这，回头给你送过去”⋯⋯

熟悉的邻里关系为生意增添了一层信任保障，刘鑫说，
“就肉而言，我们这里的确要贵一点，但每天能卖出六七百
斤，就是因为都是特级肉，质量真的好。邻里熟悉了，他们对
我们更放心，很多人直接通过微信和电话订货。”

此外，清河店还会走出卖场，走进周边小区与邻里互
动。每半个月，清河店便会组织去周边的力度家园、阳光南
里、毛纺厂南小区等售卖日常食品和日用品，很受居民欢
迎，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顾客，超市员工还会帮顾客将货物
送到家里。

“现在竞争激烈了，必须搞差异化经营和精准化服务。
相比周围的其他大型超市，我们店不算太大，周边交通条件
也不好，很难吸引高端顾客，所以我们就把周边普通居民的
生活必需品作为主打内容，做居民一公里生活圈的服务员。”
在激烈的竞争中，刘鑫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普通人的认真与坚守

晚上9点，经过一天喧嚣，清河店结束了当天的营业，货
架上的水果蔬菜已经销售一空。这一天光临超市发清河店
的顾客大约有 5000 人次。徐应和李春芳结束了一天辛苦
的工作，走出超市，走向回家的路，逐渐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而此时，在位于学院南路的超市发果蔬配送中心，调配
员和送货员已经开始为第二天的果蔬供应忙碌起来。

记者见到调配员王景利时，他正在办公室进行送货单
的最后核对。看到记者进来，他没有说话，继续低头在一张
密密麻麻布满字的单子上写着什么，不时给仓库管理员打
去电话，核对每一条送货信息。过了好一会，他才抬起头来
说：“我这工作就是需要特别的专注细心，所以刚才没敢走
神和你说话。”

王景利负责超市发的水果调配工作，每天上午 11 点上
班，统计各个连锁店发来的配送需求，协调前方采购员进行
采购以及仓库进行配货。晚上 9 点半，他终于结束了当天
的工作，长长舒了一口气：“今天其实算是很早的，赶上促销
活动销量大的时候，11点下班是常事。”

夜晚寒气袭人，记者站了一会，便觉得手脚冰凉。而此
时，送货员已开始进进出出地忙着装车了。每天晚上，大约
有 80 吨水果和蔬菜从这里出发，运往北京 78 家连锁店。
送货员的工作算不上复杂，但可能是所有岗位里最辛苦
的。每一次配送，送货员都要自己装车、运输、卸货，每个人
每天晚上大约要配送四五车货物到各个门店。

送货员张超、吕霁阳和佟瑞斌三个人一组，当天负责超
市发清河店的果蔬配送。张超见记者冷得直哆嗦，笑着说，

“今天还算好，上周六遇上极寒，冻得我们都受不了了，不还
是干了一晚上”。

张超 1990年出生，工作起来成熟稳重，自己一边干，一
边指挥着另外两人。6 年前，他从技校毕业就开始干这份
工作，记者问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笑了笑说，“我觉得这
里挺好的，待遇稳定，从来不拖欠工资，一个月也有八天休
息日，有付出才有回报嘛”。

装车完毕，货车驶出配送中心，一路向北。
晚上10点半，货车到达超市发清河店，接货员老冯打开

仓库的门迎接我们。老冯是湖南人，今年50多岁。他每天的
任务就是晚上等着送货的车来，打开门，解除警报，收货；然后
等他们走，再安好警报，关上门，直到下一趟货车的到来。

跟我一熟络，老冯就敞开了话匣子，从工作聊到生活，从
湖南聊到北京，一直聊到了12点多钟。他送我出门，连声说
再见，等我快走到胡同口，回头一看，他还站在那儿挥着手。

打开互联网地图，输入“超市”两个字，在北京范围
内会出现 600多个搜索结果。在这些超市里，数以万计的
员工在不同岗位上工作着，为北京 2000 多万人的生活提
供着服务。他们认真勤奋，这是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也
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

2 月 5 日，北京站迎来客流高
峰，超过 17 万人从这里踏上回家
的路。对 90 后客运员董璇来说，
自 4 年前成为铁路人，她就没有回
家过次春节，刚刚订婚的今年也不
例外。记者问她会不会想家，她说
不会，因为“顾不上”。从晚上 6:30
到次日 8:30，或是从早上 8:30 到

晚上 6:30，她一直“流动”在大厅
与候车室，回应询问、指路，帮忙拎
行李、抱孩子，几乎每分钟都有旅
客前来求助。

“最累的不是这些，而是时刻
都得集中注意力，防止旅客出现安
全问题。比如，拥挤的时候旅客很
容易从长长的滚动电梯上摔下来，

有时候还会砸伤后面的旅客。”她
说，当发现拥挤情况比较集中，她
就站在进站的电梯口帮助旅客，不
敢停歇，没有时间“想家”。她还说，
在与千万名旅客沟通、交流、送别
中，充分感受着互相陪伴的温暖。

图为董璇在引导旅客进站乘

车。

像家人一样陪伴旅客
本报记者 李树贵 崔文苑摄影报道

做好一公里生活圈的“服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