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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企业联农带农效益明显——

优 质 项 目 紧 扣 特 色 产 业
本报记者 童 政

在广西马山县乔利乡三乐村，村民韦明

京正在华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沃柑产

业基地里忙碌。通过公司组织的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韦明京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耕作

者变为现在的按月领取薪水的职业农民。

“ 乔 利 乡 三 乐 村 不 是 传 统 的 柑 橘 种 养

区。在自治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资金支持

下，公司建起了农副产品加工厂，种植规模越

来越大，同时开展了 3 期 180 人的新型职业农

民培训。在公司的带动下，许多村民靠种植

沃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华锐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永翔说。

“马山县积极推进世界银行结果导向型

贷款广西扶贫示范项目中各项支付指标建设

和落实，很好地发挥了企业在农业全产业链、

特色产业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作用。”马山县委

常委、副县长涂坤明说。

自 2018 年以来，世界银行结果导向型贷

款广西扶贫示范项目在广西 28 个县（市、区）

启动实施。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中，这些项目紧扣产业、紧抓特色，让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的路子越走越宽。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三门镇的龙胜泰弘合

作社罗汉果加工车间内，记者看到工人正忙

着对罗汉果进行挑选、分拣、清洗、烘干等，一

道道工序后，一颗颗新鲜“出炉”的罗汉果从

生产线上取下，继续分往不同的生产线。

经过专业培训，成千上万的龙胜农民成

为罗汉果产业的从业者。目前，龙胜全县罗

汉果种植面积已突破 4 万亩，种植户超 1.2 万

户，受益人口 4.5 万多人，占全县农村常住人

口的 40%以上。

“正是在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资金的支持

下，龙胜引进了吉福思这家罗汉果产业的龙

头企业，使全县罗汉果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龙胜农村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华说。

2021 年 ，龙 胜 各 族 自 治 县 政 府 出 台 政

策，引进吉福思落户龙胜进行深加工，支持龙

头企业发展“农户（脱贫户和监测户）+基地+

工厂（农副产品加工）”的订单农业。“世行贷

款项目的推进，有效保障了公司的项目建设，

使农户种植的罗汉果变成了货架上的各种罗

汉果制品。”刘华说。

资金投给企业，企业“联农带农”效益明

显。2019 年，广西天峨县岜暮乡公昌村山旮

旯原生态产品加工有限公司收到了来自世界

银行结果导向型贷款广西扶贫示范项目投资

的 3342 万元，用于优质芭蕉芋种植及产品深

加工示范项目的建设和运行。从 2018 年的

6000 多亩种植面积，发展到今年的 12090 亩，

项目覆盖到了 4 个乡镇 18 个自然村，这笔项

目资金提高了当地群众种植旱藕的积极性。

龙头企业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产业发展规

模和效益上的变化，新型技术的使用也为广

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强力支持。

日前，记者来到广西博白县三桦石柳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沃柑种植基地，

一根根水肥一体化灌溉管道错落有致分布在

果树下。三桦公司财务部经理陈开某边演示

边介绍：“只要在手机端轻轻一点，就可以实

现所有农场基地水肥远程控制管理，还可以

视频观察沃柑长势和情况，一键操作就能完

成果园的灌溉、施肥。”

三桦公司引进的智慧云农业生产管理系

统，能够实现生产全程实时监控，水、肥、药全

自动化操作，有效提高了自动化生产效率，降

低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和经济效益。三桦公司通过使用世界银行结

果导向型贷款广西扶贫示范项目资金，共带

动周边 5 个乡镇 2000 多户农民进行沃柑种

植，形成了 3000 多亩的沃柑和菠萝蜜帮扶种

植园。同时，该公司与 5 家合作社合作，由企

业为合作社提供劳动就业工作岗位、种植养

殖技术服务、生产资料、农产品回购等服务，

每年提供劳动就业岗位使村民增收 160 多

万元。

据统计，广西利用世界银行结果导向型

贷款实施的扶贫示范项目直接效益明显。项

目认定了 100 余家广西扶贫龙头企业（广西

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龙头企业），累计向 28 个

项目县（市、区）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采购

农产品或原材料价值超 20 亿元，新建或改组

500 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规范化运行标

准，培育超过 4 万新型职业农民，带动超过 10

万农民增收。

新型职业农民应成职称评定主角

陈发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

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一论

述蕴含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深刻规

律，其中人才是乡村实现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关键要素和基础支撑，也

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资源。

近几年，农民评职称的新闻被

屡次报道。其实，自从 2018 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开展职业

农民职称评定试点”以来，已有多个

省份开展农民职称评定。

长 期 以 来 ，不 少 人 对 职 称 评

定 有 刻 板 印 象 ，认 为 这 只 是 针 对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而 设 置 ，农 民 似 乎

与 职 称 从 不 搭 界 。 事 实 上 ，农 业

从 来 都 不 是 零 技 术 门 槛 的 产 业 。

无 论 是 根 据 节 气 时 令 、水 肥 供 给

等传统农业生产总结出来的农谚

俗 语 ，还 是 近 年 来 在 农 业 领 域 日

益 涌 现 的 新 技 术 、新 业 态 、新 模

式 ，都 离 不 开 专 业 技 术 的 支 撑 。

同样的一亩土地、一座温室，在同

等 的 气 候 和 市 场 条 件 下 ，哪 个 收

入 会 更 好 ，因 人 而 异 的 技 术 投 入

往往起决定性因素。

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加快农业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特别是近年来乡村产业的

发展，越来越向着一二三产融合的

趋势演进，这对农业生产技术、设

备、理念都提出了新要求，最终也

是要落到人才上来。因此，让新型

职业农民成为职称评定的主角，既

是对传统农业生产劳动力水平评

价的一次革新之举，也是人才推动

现 代 农 业 发 展 一 项 必 然 的 现 实

需求。

从多地实践看，人才匮乏是目前推进乡村振兴的最大

短板。要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不仅要挖掘人才、吸引人才，

还要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让农民获得职称，用专业技术的

评价体系对农业生产赋能，正是一次乡村和人才的“双向奔

赴”。一方面体现的是技能价值认同，具有专业化人才服务

产业的经济属性；另一方面赋予的是身份价值认同，具有激

发人才活力、改变传统观念的文化属性。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乡要素流动日益畅通和乡村产

业发展的融合化、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水平不断提升，新

型职业农民队伍也将随之不断壮大，不仅会有越来越多的

“田秀才”“土专家”涌现，一些走出乡村的人才也将回流

创业。

描绘美丽乡村新图景
本报记者 王新伟

近日，记者来到贵州省三穗县台烈镇

颇洞村，一条紫藤长廊映入眼帘，长长的枝

蔓爬满了架。这座古色古香的文化长廊，

是颇洞村群众的精神文化家园和乡土文化

教育基地。

“颇洞是个好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

建设家园新气象⋯⋯”颇洞美村演艺队主

唱杨艳兰正在颇洞文化长廊里为游客演唱

“颇洞美村”主题歌曲《那一抹蓝》。

“目前，颇洞美村演艺队有 16 人，都是

本地村民，通过将华侨城自身文化基因和

优势资源与三穗县、颇洞村文化元素深度

融合，定期在村内展演，既增加了游客互动

娱乐的沉浸体验，也能让游客充分感受颇

洞文化，享受颇洞村民的热情。”颇洞美村

项目负责人曾贺情介绍道。

“我们还兼顾客房服务员、餐厅服务员

等，这样不仅打造出‘颇洞美村’特色文创

品牌，还进一步增加了收入，每月有 3700

余元。”颇洞美村演艺队队员雷江泽说。

自 2020 年颇洞村被授予“第六届全国

文明村镇”称号后，当地深入推进人居环境

治理和乡风文明提升行动。目前，评选出

“最美村户”5 户，并购买苗木、花卉种子发

放给村民，鼓励村民在房前屋后栽种，带动

群众积极参与家园的环境治理提升，激发

建设美丽乡村的内生动力。

颇洞村是央企华侨城帮扶三穗的核心

村，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以“贵州省新型景区式乡村”定位，创新

“智慧输出撬动+平台化联合运营+多主体

合作共建”模式，发展自然教室、颇洞农村、

丰收农庄、清溪美宿等旅游业态。

颇洞村只是三穗县开展乡风文明助力

产业振兴的一个缩影。在三穗县，还有德

明村、木良村等 20 余个特色田园乡村，乡

村产业发展形成以点带面的良好局面。今

年以来，三穗县投入产业发展资金 8542 万

元 ，实 施 乡 村 产 业 项 目 55 个 ，带 动 农 户

12596 户，户均增收 3200 元以上。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王子萱

北京构建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体系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从 2008 年到 2022 年，从奥运电动

汽车技术方案到冬奥全气候新能源汽

车电控及驱动技术⋯⋯今年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北京理工华创电动

车技术有限公司用自身先进的技术优

势和一流服务保障，护航奥运会新能源

车辆安全有序运行。

“企业规模不大，但理工华创在新

能源商用车领域拥有‘独门绝技’。”北

京理工华创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侯睿说，自入选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以来，凭借在产业链

上具备一定的话语权，理工华创瞄准

细分市场，摒弃规模崇拜，拒绝多元化

诱惑，专注在细分领域建立竞争优势，

目 前 批 量 销 售 配 套 的 整 车 客 户 已 超

20 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灵魂是

创新。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北京天玛智

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首台套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SAC 型液压支架电

液控制系统、国内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五柱塞乳化液泵站，先后打破国外

厂商垄断；赛诺威盛完全自主研发的一

体化 64 排探测器，为 CT 机配上了一双

更明亮的“眼睛”，填补国内高集成化探

测器空白⋯⋯

企业有为，离不开政府作为。北京

市顺义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政

说，截至今年 8 月底，经北京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认定，顺义区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达 到 311 家 ，其 中 2021 年 至 今 认 定

279 家，呈现出倍增

态势。

专精特新企业因长期深耕细分市

场、创新实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

核心技术，处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

环 节 ，成 为 中 小 企 业 的“ 硬 核 ”部 分 。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处处

长杨靖国表示，北京市将专精特新企

业的支持培育摆在重要位置，已经初

步构建专精特新企业“金字塔形”的梯

队培育体系，形成滚动发展、梯队培养

的格局。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累计认定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5360 家、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588 家，获得中央财政

资金重点支持的“小巨人”企业 138 家，

国家级“小巨人”和重点支持“小巨人”

企业数量均位列全国各城市之首。

“在支持企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

化方面，我们集聚各方资源力量，支持

专精特新企业积极开展关键技术和产

品研发，同时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加入

到龙头、链主企业的供应链、产业链建

设中，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杨

靖国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大宗商品价格

上涨等因素影响，北京中小企业尤其是

小微企业也面临生产成本高、融资渠道

有限、优秀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除了

向企业送政策，更要送服务、解难题。

纳入市、区“服务包”机制，配备服

务管家，设立线上专区⋯⋯专精特新企

业能够更及时享受政策、资金、人才、用

地、公共配套等属地化服务。比如，北

京为专精特新企业定制专属页面，根据

企业画像精准推送政策、产品等云服

务；遴选专业服务机构，为专精特新企

业提供专属服务产品；开展企业诊断服

务，为“小巨人”企业提供技术、经营、市

场、融资、人才等全面诊断咨询服务，助

力企业提质增效，健康发展。

“在北京市、区两级经济和信息化

局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等多部门指导下，

企业已获得北京市第一批国家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奖补资金、打造

大中小融通特色载体推动中小企业创

新创业升级专项资金支持。”侯睿说。

随着专精特新企业面临资本市场

新机遇，北京还以多维度服务支持鼓励

企业上市。杨靖国告诉记者，北京市建

立专精特新企业拟上市服务库，与北交

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发挥北交所服务

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作用，开展专精

特新企业上市、晋层、挂牌和储备“四大

工程”。截至目前，已纳入上市服务库

企业 481 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成为首都

‘五子’联动战略发展的重要引擎。”杨

靖国说，北京将着力推动专精特新企业

北交所上市和新三板挂牌，及早介入，

指导企业开展股改、规范内部管理，将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成为北交所上

市主力军。

11 月 13 日，山西省运城市夏县禹王镇郭里村村民在设施大棚收获金丝皇菊。近年来，夏

县立足地理环境和气候优势，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方式，发展观赏性强、经济价值

高的金丝皇菊种植，通过打造精品菊花展，形成采摘体验、观光旅游、科普研学等多种业态，延

伸菊花产业链，实现农民增收。 闫 鑫摄（中经视觉）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安图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工作。（资料图片）

元宇宙科技 AR 飞行模拟器、裸眼显示系统

和追踪光栅屏、智能七轴机器人、高端智能医疗

装备⋯⋯在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

交易会上，深圳市龙岗区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

区）1 号馆设立专展，展览面积 204 平方米，携手

优秀科技企业、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等 20 多个单

位亮相，带来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

材料等领域创新未来的高精产品 50 多款，凸显

龙岗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教育链、

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闭环融合,构建全链条

赋智赋能体系的新成果新成就。

近年来，深圳市龙岗区积极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实施“一芯两核多支点”区域发展战

略，聚焦“源头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

业培育”链条，加快建设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校

院企地协同创新的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打造

大湾区“四链”融合发展示范区，取得了积极成

效。目前，龙岗区已成功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强

县建设试点县（区），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

重、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继续保持深圳前列，创

新平台达到 263 家，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家，

科普教育基地达到 56 家。其中，大运深港国际

科教城汇聚了 3 家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2 家

深圳市十大基础研究机构、42 个创新平台，建成

产业空间 150 万平方米，拥有众创空间 22 家、科

技企业孵化器 8 家。龙岗区已拥有华为、比亚迪

等行业龙头企业，云天励飞、亚辉龙、创芯微、康

冠科技等一批优质科技创新企业，展现出了高

端创新资源全面汇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源头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局面。

为 了 破 除 束 缚 科 技 创 新 的 障 碍 ，进 一 步

激 发 创 新 动 能 和 创 造 活 力 ，龙 岗 区 深 入 推 进

“ 改 革 科 技 创 新 扶 持 政 策 体 系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修 订 出 台 科 技 创 新 专 项 资 金 管 理 办 法 和

配套实施细则；编制出台科技创新发展“十四

五 ”规 划 ，发 布 政 策 解 读 和 政 策 图 解 ；参 与 研

究制定深圳高新区发展专项计划管理办法及

申 请 指 南 ，全 面 摸 查 龙 岗 园 区 可 享 受 专 项 政

策。编制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科技体制机制

创 新 改 革 实 施 方 案 ，推 动 此 事 项 纳 入 市 、区

2022 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优化科研平

台 支 持 方 式 ，增 强 科 研 平 台“ 造 血 功 能 ”；以

“ 免 申 即 享 ”方 式 发 放 国 高 奖 励 资 金 12730 万

元，惠及企业 1519 家。

为了持续注入创新源头活水，龙岗专门打

造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龙岗园，

启动运行 IC 测试中心和 IC 设计龙岗服务平台，

揭牌深圳先进高分子材料研究院。支持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5 家新型科研平台建设，支持广东

省超高清视频创新中心成功获批共同组建国家

制造业创新中心，支持企业承担或参与国家、

省、市科技计划项目，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龙岗区始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

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当前，龙岗区正进一步争取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集聚力量进行

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

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项目，努力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同时吸引优质人才、高

端科研技术成果、优质科技项目落地，加速打造

高端创新资源集聚的强磁场，培育引领高质量

发展的主力军，推动“IT+BT+低碳”创新链产业

链的深度融合，构建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新格

局，打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高地。

（数据来源：深圳市龙岗区科技创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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