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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减下去

担当提起来

编辑部：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整

治 形 式 主 义 为 基 层 减 负 若

干规定》，首次以党内法规

形 式 制 定 出 台 为 基 层 减 负

的制度规范，形成类似中央

八 项 规 定 长 期 有 效 的 铁 规

矩、硬杠杠，向全党全社会

表 明 持 之 以 恒 一 抓 到 底 的

鲜明态度。

近 年 来 ，针 对 形 式 主

义、官僚主义的顽瘴痼疾，

中 央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有 力 措

施进行整治，取得了明显成

效。但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之弊非一日之寒，从根

子 上 减 轻 基 层 负 担 也 非 一

日之功，要常抓不懈、久久

为功。在工作实际中，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做法加重基

层 负 担 的 突 出 问 题 还 不 同

程度存在，长期借调人员、

考核体系繁琐、督查检查频

仍、会议数量过多、“指尖上

的形式主义”等老问题新情

况还时有发生。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

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是

整 治 的 长 效 机 制 尚 不 够 健

全，制度性、体系化、长期性

的硬约束还没有完全建立。

尽管基层苦不堪言，各级各

部门也高度重视，但总有一

些地方、一些单位会让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钻空子，导致

基层负担过重的问题经常出现。

有的是只务虚功。合理的工作留痕和压力传导，

本来是为了细化责任、明确责任，形成推动工作落实的

强大合力，但在有的地方却成了层层推卸责任、传递压

力和事无巨细留痕，最后所有责任和压力给到了基层，

呈现两种表象：一种是牌子挂下去，那些加挂在乡政府

和村委会的各种牌子，正是这种层层传递下来的“责

任”；另一种是材料报上来，让基层干部叫苦不迭。上

头千条线，哪条线也得罪不起，必须要上报；下头一根

针，三头六臂也不够用，根本报不完。

有的则是“叠床架屋”。为检验工作成效，了解工

作落实进度，科学有序的督查检查是必要的。但在

有的地方，“繁琐哲学”大行其道，一项具体工作就要

设立一个督查组，一个考核指标能分解成数十个细

化指标，工作安排下去没几天就要到现场开展“检查

指导”⋯⋯如此下基层，实际上是误基层。基层干部

疲于应付，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汇报工作和准备材

料，不仅耽误时间精力抓落实，分身乏术时对汇报材

料也难免会“掺水分”。

此次出台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

定》，既体现了党中央的坚定决心，也健全了抓落实的

长效机制，同时还鲜明树立起为基层减负赋能、激励干

部担当作为的工作导向，为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

基层减负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遵循。

减负不是减责任、减担当，而是坚持系统观念，强

化源头治理，从根子上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负担

减下去，同时要让担当提起来，通过制度性安排，充分

激发各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释放干

事创业抓落实的精气神。

记者陈发明于北京
2024 年 10 月 4 日

河北曲周——

科 技 小 院 服 务 乡 村 振 兴
本报记者 宋美倩

近日，多架无人机在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王

庄村一大片农田上空盘旋。7 名来自中国农业大

学的研究生正熟练操作机器，给玉米喷洒杀虫

剂、开展地块遥感测产前期准备工作。他们吃住

在农村，把农田当课堂，在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中

解民生、治学问，帮助当地农民增收。

2009 年，中国农业大学在曲周县探索成立科

技小院，把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派驻到农业生产

一线，在完成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研究解决农业发

展中的实际问题，培养农业高层次人才，服务农

业农村发展。

10 多年来，科技小院师生先后研发或引选

高产高效技术 37 项。高产高效技术采用率从

17.9% 提 高 到 53.5% ，带 动 了 粮 食 增 产 、农 民

增收。

同时，一系列科技成果的不断落地，还使当

地实现优良新品种和生态友好种植技术加快推

广，种养一体化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取

得积极进展；产业链不断延长，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生物科技产品逐步走向世界，蔬菜、花卉育

苗产业兴旺。“开展县校合作，帮助我们实现了一

产提升、二产优化、三产腾飞。”曲周县委书记孟

凡雄说。

“去年，我在村里带头复合种植玉米、大豆，

很多技术难题都是他们帮着解决的。”说起科技

小院的学生，曲周县白寨镇北油村种地“老把式”

吕志海竖起大拇指，“不能小看这些学生娃，他们

懂得比咱还要精深呢”。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

认为：“科技小院的师生们以零距离、零时差、零

门槛、零费用‘四零’模式服务农户，这是‘科技小

院 1.0 版’。在脱贫攻坚中，科技小院助推产业兴

农，升级到了‘2.0 版’。在乡村全面振兴进程中，

希望老师和学生的工作不仅改变乡村的生产，也

改变乡村的生活，改变乡村的人，这可以称为‘科

技小院 3.0 版’。”

如今，一所所科技小院在当地农村、农企生

产一线“零距离”服务“三农”，为乡村全面振兴、

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盘活低效片区转向产业高地
本报记者 刘 成

9 月 3 日，在位于山东青岛市市北区的东

软载波创新中心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幕

墙施工和内部装修工作。“项目预计于 2025 年

6 月竣工投产，将导入孵化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移动互联等七大板块高新技术企业，构

建全面的数字新技术产业生态。”青岛东软载

波创新中心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张晓腾说。

东软载波创新中心建设，是青岛市市北区

盘活低效片区、激发发展动能的一个缩影。今

年以来，市北区以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攻坚行

动为契机，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推动园区

建设带动产业升级，老城区低效片区成为高质

量发展重要载体。

“我们将老四方工业区划分为中车四方智

汇港、欢乐滨海城、大健康产业园、捷能中泰和

郑州路五大片区，总占地面积约 4250 亩，规划

建筑面积约 383 万平方米。目标是把老工业

区、老城区的低效片区，打造成城市产业升级

的高能、高效和高产值区域。”市北区委常委、

副区长韩千钧说。

生命健康科技高端智造产业基地是大健

康产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设正如火如

荼。这里曾经是村办工业园，零散租赁给 250

余家企业及个体经营者，主要业态为印刷、仓

储物流、机械加工等，产业低端分散，土地利用

率低，面临管理混乱、转型困难、安全隐患等

难题。

“生命健康科技高端智造产业基地一期项

目，主要聚焦高端精密医用设备、家庭护理保

健设备、新型医疗器械三大领域，打造以医疗

设备及器械研发、制造为产业主导的专业化园

区。计划 10 月底竣工验收，已完成投资约 3 亿

元，争取实现‘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竣工、

当年投产’的目标。”青岛融汇财富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中心城市更新板块副总

经理张志琴说。

据了解，该项目通过头部企业引领、招商

先行的方式定制化开发。目前，百洋医药集团

孵化的高端医疗器械创新企业华科先锋、百洋

大骋、百年康健、五维康 4 家公司已签约入驻

项目一期，项目开园后入驻率即达到 70%。为

解决科研“卡脖子”难题，该产业园与医疗健康

头部企业百洋医药强强联手，打造“青岛智造”

品牌，力争到 2025 年，市北区生命健康产业实

现年均产值增长 10%左右，基本建成青岛市领

先的生命健康百亿元级产业集群的产业发展

目标。

位于东岸城区的欢乐滨海城片区，一度受

交通不便、配套设施不够完善等因素影响而不

被看好。近年来，市北区因地制宜实施规划，

大力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吸引了青岛滨海国际

中心、青岛人工智能文体中心等重点项目入

驻，欢乐滨海城片区迎来蝶变。

“目前 6 栋办公大楼已经投入运行，产业

项目、实验室等正紧锣密鼓地落地，有的项目

已经开始运行。”青岛融汇财富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产业园区负责人辛魁武介绍，位于市

北区欢乐滨海城片区的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一院一园”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

已吸引钢研集团、张江生物等头部企业入驻，

旨在通过“平台+产业园+基金”联动模式，打

造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新材料、生物医用

材料产业集群，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材料、3D 打

印技术及材料、高温合金材料、轻质合金材料

四大细分产业方向，建设“中国北方新材料滨

海总部科创园”。

同样落地在欢乐滨海城片区的方舟壹号

空间智能开放实验室（中国·青岛）项目，是国

内第二个依托华为全屋智能技术打造的空间

智能开放实验室。“实验室涵盖家居、学校、办

公、医疗等多种智能场景，建成后将为用户带

来更加便捷、智慧的全实景沉浸式体验。”青岛

融汇财富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

部长李涛介绍，目前实验室建设已进入设备调

试的收尾阶段。

“我们正在全面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支撑

低效片区加快崛起。”市北区历史城区管委会

副主任李鑫说，市北区正在对土地、产业、公共

服务等资源要素进一步重新优化配置，放大区

位优势，加速产业集聚，实现低效片区经济转

向高质量发展。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王子萱

云南塑造“绿电+先进制造业”优势
经过 1 年多建设，云南首个投产的储能动

力电池项目第一条生产线已于 6 月份在云南

曲靖亿纬锂能有限公司正式量产交付。曲靖

亿纬锂能运营部负责人胡涛告诉记者，云南绿

电优势明显，周边产业链优势突出，公司规划

了 6 条生产线，并着力吸引上下游正负极材

料、铜箔、隔膜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共同打造

新能源全产业链。该公司所在的曲靖经开区

着力构建“绿电+先进制造业”体系，因地制宜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竞争新优势，助推

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充分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云南省大力

推进“绿电+先进制造业”，推动绿色能源与

绿色制造深度融合，积极培育先进制造业集

群，工业向新向绿转型升级，绿色制造业快速

增长，新动能不断积蓄，新产业持续壮大，新

型工业化加快推进。云南着力引进发展能耗

低、度电增加值高、产业链长的项目，绿色铝、

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持续发展壮

大。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浦丽合表

示，立足全产业链发展，云南近年来持续承接

引进了魏桥、隆基、裕能等一大批项目，将绿

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产业打造成为发展

势头强劲、优势明显、标识度高、具有云南特

色的优势产业。

近日，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独立共

享储能站投入运行，正式接入南方电网云南电

网公司投资建设的 500 千伏光辉变电站，标志

着云南规模最大的“电源+电网+负荷+储能”

一体化新能源集群项目建成投产。水电澎湃、

“风光”好，作为绿色能源资源大省，云南绿色

能源可开发总量 2 亿千瓦，约占全国的五分之

一。其中，水能资源蕴藏量 1.04 亿千瓦，理论

可开发量约 9795 万千瓦；风能资源总储量约

为 1.23 亿千瓦，可推动实施的风电项目装机规

模总量约 2000 万千瓦；全省 129 个县（市、区）

中，有 59 个为光伏资源较好开发的区域，可

实 施 的 光 伏 项 目 装 机 规 模 总 量 约 6000 万

千瓦。

云南绿色电力占比持续提高。据统计，今

年 1 月至 8 月，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 2867.08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16.6%。基于云南的能源资

源禀赋，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持续推动可再

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助力将云南能源优势

转变为经济优势。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在

完成云南首个新能源汇集输变电工程——500

千伏光辉输变电工程投产的基础上，加快 500

千伏长新、德茂、禾甸、耿马、乐业等输变电工

程建设，提升电网承载能力。

在绿电赋能下，云南工业的“新三样”——

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产业优势凸显，并

向精深加工和终端制造延伸，成为拉动工业增

长的新动能，也是云南闯出新型工业化新路的

生力军。据统计，今年前 8 个月，云南硅光伏、

绿 色 铝 、新 能 源 电 池 产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13%、17.6%、15.6%，保持较快增速，对工业经

济增长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云南工业‘新三样’规模快速扩大。”浦丽

合介绍，2022 年硅光伏成为千亿元级产业，

2023 年绿色铝成为千亿元级产业，2023 年“新

三样”产值达 2610 亿元，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的贡献率达 54.2%，今年上半年达 38.9%，云南

工业新的增长极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与此同

时，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绿色铝产业加快向精

深加工发展，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推进。硅光伏

产业加快向电池片、组件等下游环节延伸。新

能源电池产业加快向电芯、储能电池环节延

伸，储能电池产品实现零的突破，“中国绿色铝

谷”“光伏之都”“中国新能源电池产业重要基

地”影响力不断扩大。

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云南宏泰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出的铝水，通过专业运

输车辆直接运送到隔壁的下游公司，在园区内

就地转化，并继续扩展延伸为各类铝产品。砚

山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汪

俊强表示，园区着力强化要素保障，优化为企

服务，逐步构建起了绿色铝产业集群发展格

局。在龙头企业“链动”下，“绿色铝谷”加快

壮大，铝加工、铝应用企业持续汇聚文山州，今

年上半年实现绿色铝产值 375.3 亿元，同比增

长 63.3%。

据介绍，云南还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为方向，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瞄准新

产业新赛道，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生物医药、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并加快布局未来产业。

据悉，云南省将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加

快工业经济动能转换、结构升级、质效提升；

同时，积极扩大绿电消纳应用场景，创建一

批低碳园区、零碳园区和低碳口岸、零碳口

岸 ，塑 造“ 绿 电 + 先 进 制 造 业 ”新 动 能 新

优势。

□ 本报记者 管培利

由南方电网云南电网

公司投资建设的 500 千伏

光辉输变电工程。

张 强摄

近年来，江苏省海安市

因地制宜发展“上可发电、下

可养殖”的绿色产业，实现空

间利用率、养殖效益、发电效

率同步提升。图为日前在海

安 市 墩 头 镇 拍 摄 的 一 处

25MW 渔 光 互 补 光 伏 发 电

项目设施。

顾华夏摄（中经视觉）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经济开发区现代园区，一幢幢标准化现代厂房拔地而起。近年来，

仙居县把工业园区平台搭建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依托自身优势，整合提升传统产

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陈月明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