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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抓

金观平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天

津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指出，

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要发挥科教资源丰富等优势，在发

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

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一起

抓，加强科创园区建设，促进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合

力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

一动力。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颠覆性

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飞

跃性升级带来的新时代先进生产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在于

坚 持 科 技 创 新 和 产 业 创 新 一 起

抓，厚植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一体化推进部署创新链、

产业链、人才链，鼓励企业家与科学

家深度合作，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水平，不断以新技术培育新

产业，引领产业升级。

科创园区应率先打造新质生产

力。科创园区是创新“先锋队”，有

着协同攻关的创新优势，要积极建

设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

新高地。一方面，用好集聚的科技、

人才等资源优势，加强应用基础研

究和前沿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加大源头性技术储备；另一方面，推

动更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重大创

新基地平台向科创园区布局，灵活

采用多种合作方式，吸引国内外高

端创新资源，率先实现颠覆性技术

和前沿技术突破。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关键。互联网、大数据、区

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加速突破，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

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

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我国工

业经济规模大，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两者融合发展前景广

阔。要以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和应用拓展为主攻方向，加大信息化

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

能专项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继续适度超前推进网络、算

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提升网

络安全保障能力。

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方

向。我国制造业已形成了世界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

整、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发展优势，但“大而不强”“全而不精”问题仍

突出。要瞄准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方向，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

级工程，加快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理创新，加快迈向

价值链中高端；全面推动智能制造，深入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强化

绿色低碳发展，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同时，推进产业融合互促，

加速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合力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抓手。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产业分工深化和集聚发展的高级形式，

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制造强国

的重要标志。与传统产业集群相比，先进制造业集群综合实力更

强、创新水平更高、协同合作更优。建设先进制造业集群，要避免

一哄而上、重复建设，应引导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形成更多专业化、

差异化、特色化产业集群。我国已有 45 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要在此基础上，强化协同创新，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壮大优质企业

群体，加快向世界级水平提升。

龙年春节，电影市场迎来开门红。据

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 2 月 13 日 12 时 27

分，2024 年春节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40

亿元，观影人次超 7790 万。《热辣滚烫》《飞

驰人生 2》《熊出没·逆转时空》《第二十条》

暂列档期票房前 4 名。在春节档有力带动

下，2024 年中国电影市场目前已超越北

美，成为全球单一市场票房冠军。

佳作迭出助推票房走高

8 天的“最长春节档”拉满观众的期待

值。数据显示，2024 年春节档有《热辣滚

烫》《飞驰人生 2》《熊出没·逆转时空》《第

二十条》《红毯先生》等 8 部电影定档正月

初一。电影市场佳作迭出，观众观影需求

进一步释放。

从内容来看，今年春节档电影市场呈

现三大特点：一是笑声多。影片以喜剧片

居多，内容风格雅俗共赏，大众接受程度

较高。二是题材多。影片各自聚焦不同

细分领域，基本能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

喜好消费者的观影需求。比如，贾玲执导

的电影《热辣滚烫》讲述一位女孩通过运

动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电影之外，贾玲

的励志故事成为该片前期最大的卖点。

三是口碑好。《热辣滚烫》《飞驰人生 2》《我

们一起摇太阳》3 部影片淘票票评分高达

9.6 分。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影迷群体，

对今年春节档影片都表现出高度认可。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表示，随着影

片口碑不断发酵，将拉动更多观众走进电

影 院 ，甚 至 多 次 观 影 ，推 动 票 房 进 一 步

走高。

总体来看，春节档电影市场呈现差异

化竞争趋势，有望实现共赢。目前票房前

4 名影片合计贡献了 95.9%的票房。这 4 部

影片的核心受众有一定差异，比如《热辣

滚烫》《第二十条》女性观众占比接近七

成，《飞驰人生 2》男性观众占比显著高于

其他春节档影片，《熊出没·逆转时空》则

是 40 岁以上多人观影占比最高。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正月初一，北京市新影联东环影城内

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影城大厅被布置

成一个小型市集，天花板上悬挂着“小雪

花”，入口处摆放着“大鞭炮”，大厅两侧陈

列的市集摊点，有写福字的、有卖文创周

边产品的，还有供观众合影打卡的主题海

报板。

在广州青宫电影城，影片海报被摆

在 显 眼 位 置 ，影 城 在 春 节 档 排 片 、优 惠

套餐活动等方面做足了准备。电影院工

作人员李春怡告诉记者，为最大限度满

足 市 民 的 观 影 需 求 ，电 影 院 开 足 马 力 ，

排片增加到了 50 多场，营业时间也有所

延长。

春节看电影，已经成为不少家庭具

有仪式感的新年俗。吉林省吉林市市民

张文武准备带着家人一起观看《热辣滚

烫》。他说：“每年春节档都有一些合家

欢题材的电影上映，非常适合全家一起

观看。”

在购票人群方面，今年春节档三四线

城市票房份额从去年的 50.2%再度上升至

53.7%。专家指出，随着基础设施、商业配

套日益完善，中小城市观影消费潜力有望

进一步释放。

惠民补贴拉升上座率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平均票价 51.3

元，较去年同期明显下调。为有效拉动观

众观影热情，多地推出各种观影消费券。

如上海市电影局联合业界头部企业，承办

2024 上海春节优惠观影活动，以每张电影

票立减 30 元的力度精准补贴观众。

今年春节档预售初期，购票平台补贴

力度也比较大，观众实际购票价格更加实

惠。北京很多影院都能够以 19.9 元买到

正月初一的电影票，初一平均票价 51 元，

明显低于去年同期 55 元的平均票价。

陈晋认为，目前在各种娱乐活动中，

看电影依然是比较实惠的选择。通过票

补把价格“打下来”，把更多人“请”回电影

院，是回应需求的惠民之举，对拉动上座

率非常有帮助。

专家认为，节日是文娱消费需求集中

释放时段。2024 年的 8 天春节档史上最

长，加上影片质量过硬，有望再创佳绩。

看 电 影 成 新 年 俗

游古镇看花灯

—
—

新春速写

本报记者

周

琳

大鼓敲起来，龙狮舞起来，演员们将

传统武术耍得虎虎生风⋯⋯近日，天津市

第 27 届杨柳青国潮灯展暨第 20 届西青区

民俗文化旅游节开幕。天津地区规模最

大的灯展阔别 3 年后升级重启，吸引了众

多游客关注。

今年 60 岁的张越每年都会和朋友自

发组织起来，从农历腊月初八开始，不定

时到杨柳青古镇、精武镇精武门·中华武

林园、中北镇曹庄花卉市场，以及大大小

小的农村大集采风。其中，镜头最多的就

是杨柳青灯展。

“每年元宵节前后，京杭大运河两岸

灯如昼、人如潮。”在张越看来，每年灯展

的主题和造型都在不断更新，几十组花

灯流光溢彩，既符合中式审美，又具备新

时代元素。除此之外，西青区各个街镇

还会举办民间花会展演，武术、舞狮、高

跷 、秧 歌 、腰 鼓 等 精 彩 演 出 ，令 人 目 不

暇接。

今年的杨柳青灯展在往年基础上新

增了元宝岛西岛近 6 万平方米沉浸式花灯

展示区，设置 5 幕大型主题灯组，在传统公

益项目基础上，增加了流行的沉浸式互动

体验彩灯区，包括演艺微剧场以及“网络

人物微游行”等。“杨柳青灯展充分展示了

北方的豪爽和魅力，让古镇充满了年味

儿。”来自上海的游客段文玲说。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震怀介绍：“这次灯展有

文艺表演、民俗展览、手工艺品展示、美食品尝等。与此同时，西青区精

心策划的传统民俗花会展演、杨柳青年画珍品展、文化大集、非遗过大

年、西青郊野公园欢乐冰雪节、古柳灯谜会等一系列文旅活动都将陆续

展开，让大家热热闹闹过大年。”

春节前夕，记者来到位于河南郑州的

中原科技城，与奋战在创新一线的科技工

作者们畅聊新春愿景。在这里，朝气蓬勃

的科技人才勤奋工作、施展才华，持续提升

创新策源能力、促进产业创新、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

做好保障引进人才

虽是年关，中原科技城创新孵化基地

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总部依然是

一片繁忙。展厅内整齐摆放的人形机器

人、智能代步车、保洁机器人、安防巡逻机

器人等高科技产品琳琅满目，技术专利、荣

誉证书挂满了一整面墙。

从展厅再往里走，数十名工作人员正

在工位上紧张地进行着研发测试，一批批

前沿科技产品将从这里奔赴广阔市场。

“目前，我负责 3D 相机研发，主要应用

于智能制造领域，配合机械臂抓取上料，未

来在物流、钢铁、汽车等行业会有比较好的

应用前景。”入职 3 年多的张泽阳，是郑州市

2023 年度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

“2021 年，我计划回来就业。前期通过

网上查询和电话咨询，对郑州尤其是中原

科技城的人才政策有了充分了解，真正感

受到了这座城市对于青年人的友好，于是

就回来了。现在看来，这一步走对了。”张

泽阳告诉记者，到郑州就业后，第一时间享

受到了中原科技城提供的人才公寓，每天

上下班只需要 5 分钟，吃住行十分方便。

为更好服务人才、留住人才，中原科技

城从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做好服务

保障。

多方式拓展人才公寓，已投用拎包公

寓 500 余 套 ，签 订 框 架 协 议 推 进 晨 晖 苑

1584 套房源投用，打造“人才之家”。截至

目前，已为河南省科学院、超聚变、郑商所

等优质项目及企业提供公寓 400 余套，保障

了 600 余名人才的住房需求。

链接辖区郑大一附院、河南省儿童医

院等 6 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优质医疗资源

和 620 余家各类医疗机构，为高层次人才提

供就医便利，打造 15 分钟医疗服务圈。

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引进省实验、清华

附中、郑东外国语等一批优质学校，依托外

籍人才子女学校，打造河南国际化窗口学

校，让人才子女就近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全方位的服务让科研人才能够坚守初

心在一线，心无旁骛搞研发。

“中原动力的百余名科研人员中，硕博

学历人员超半数。”中原动力智能机器人有

限公司 CEO 林杰告诉记者，公司依托强大

的人才团队和技术积淀，努力在低速无人

驾驶、视觉智能分析等多个研发领域建立

领先优势。

赛 迪 顾 问 发 布 的《科 技 城 百 强 榜

（2023）》显示，中原科技城首次闯入全国科

技城综合排名前 20，在全国 348 个科技城

中位列第 19，展现了创新人才高度集中、创

新要素高度整合、创新活动高度活跃的良

好发展态势。

借助政策和人才优势，中原科技城跑

出了建设国家创新高地的加速度。数据显

示：仅在 2023 年，中原科技城就新引进曙光

智算中心、中国电子、中广核、中电装等领

军项目 195 个，签约总金额超 1400 亿元，同

比增长 60%。

培育人才播种希望

位于中原科技城东部的郑州鲲鹏软件

小镇，春节前传来了不少好消息。其中，河

南数字小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华为云计算

技术有限公司及河南省慕华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共建的华为（郑东新区）开发者创新中

心正式授牌。创新中心将面向全省深入推

进高校、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通过多链协

同、相互促进，构建数字人才生态全国标杆。

“数字经济发展迅猛，要满足产业发展

需求，外引内培同样重要。”郑州市郑汴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河南数字小镇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昆鹏说。

如果说引进产业链相关的高精尖人才

是“移栽大树”，那么培育青年大学生创新

创业就是“播撒种子”。

华为（郑东新区）开发者创新中心成立

后，三方将依托郑东新区政策支持、慕华科

技继续教育信息化产品研发与服务经验以

及华为成熟的数字化人才培养能力，以促

进就业、服务产业、培养行业急需紧缺数字

人才为目的，加快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

数字人才培养为重点，面向政府、企业、高

校等多场景培养高质量数字人才，打造城

市级开发者创新中心。

“播撒种子”的任务很重，中原科技城

的很多机构已经先行。

华为云、麒麟软件、京东科技⋯⋯临近

春节，中原科技城数字豫才项目负责人、数

创院运营总监段鹏飞的工作排得很满。他

坦言，自己每天不是在考察的路上，就是迎

接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目前合作单位越

来越多，数字豫才项目发展也越来越快。

（下转第二版）

构 建 促 进 发 展 的 人 才 高 地
——河南中原科技城采访记

□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2 月 12 日，游客在宁

夏银川市西夏区漫葡小镇

看沉浸式演艺、逛非遗街

区、游艺术小店，体验传统

中国年的别样韵味。

袁宏彦摄（中经视觉）

2023年政府资金支持就业超3000亿元
新华社北京 2 月 13 日电（记者姜

琳）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

悉，2023 年国家及时调整优化稳就业政

策，形成了稳岗扩就业的系统性政策支

持体系，全年各级政府各类资金直接支

持就业创业超过 3000 亿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

副司长运东来介绍，2023 年，全国城镇

新增就业 1244 万人，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就业基本稳定、持续好转，农村劳动

力外出务工规模继续增加，脱贫人口务

工规模达到 3397 万人。

从稳就业政策调整优化到稳岗返

还政策持续实施，从吸纳就业补贴延续

拓展到一次性扩岗补助及时重启⋯⋯

过去一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为就业

增长注入强大动力。

在政策“真金白银”支持下，相关部

门抓早抓实抓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

业，兜住兜准兜牢城乡困难群众，2023

年累计促进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514

万人，困难人员就业 172 万人。

运东来表示，2024 年将更加突出就

业优先导向，加快完善高质量充分就业促

进机制，加力稳固就业向好态势。在政策

方面，将更加突出协同性，推动非经济政

策出台同步评估就业影响，提升经济社会

发展对就业的带动力；同时完善财政补

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社会保障等支持

体系，持续释放政策促就业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