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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提前 4 个月拨付的 103.78 万元的研发

补助真是雪中送炭。这让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现场检测一体机顺利通过临床评

估和注册报批充满了信心。”2 月 19 日，致善生

物负责人李庆阁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

让致善生物受益的，正是厦门市科技局日前

出台的《关于全力支持科技企业抗疫情稳发展的

若干措施》。该措施提出“提前兑现企业研发费用

补助”。预计全市近 2000家科技企业，将提前获得

7.2 亿元补助资金支持。此举有效地减轻了企业

复工复产的资金压力。

“要尽早发放企业研发补助，积极支持疫情防

控应急攻关。”厦门市科技局局长孔曙光表示，将

通过采取有力的科技帮扶措施，助力企业渡过难

关。同时，抓住新技术新模式在抗击疫情上的应

用机遇，策划、鼓励、征集一批数字技术、线上模式

等疫情防控应用场景科技示范工程，在抗疫中谋

划和推动发展。

那么，这项惠企政策是如何出台的？7.2 亿元

“创新红包”又如何精准“滴灌”呢？科技日报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研。

精准帮扶，推动“创新红
利”快速落地
“2018 年，研发投入 924.26 万元。2019 年，获

得厦门市研发补助 94.43 万元。在网上提交了与

研发相关的表单等申报材料，不到一个月，首笔

56.66 万元的研发补助经费便打进了企业的账户

里。”谈起去年研发费政策兑现，服云公司 CEO 陈

奋说。

像服云公司这样的好事儿，只是目前当地科

技企业的一个缩影。

众多科技企业受益的背后，是近年来厦门创

新科技计划和经费管理模式。在全省率先推出的

“按企业上年度投入研发费用额的一定比例予以

后补助”改革新举措，精准帮扶了有实际研发创新

活动的科技企业，推动了“创新红利”的落地。

陈奋告诉记者，在过去，申报科技计划项目需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提交一本厚厚的申报材料；

而现在，申请研发补助，企业仅需“动动鼠标”，在

申报系统上填写简单的信息表单，并做好研发项

目的内部档案整理、研发费用的科目归集存档备

查即可。

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材料多、立项程序繁琐、资

金下达时间长，此类现象曾在全国普遍存在，导致

企业和科研人员申报积极性不高。针对这一“政

策痛点”，企业研发费用补助在厦门应运而生。

厦门市科技局副局长黄慰萍说：“该政策有两

大亮点。一是不局限于企业的性质、规模、资质和

所属行业领域。只要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实

际享受了上一年度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其研发费用数额即可作为研发经费补助计提依据

进行分档补助。二是极大提高了企业获得感。通

过科技局、税务局数据交换、共享一张表单，实现

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和财政补助的叠加支持，让企

业享受政策红利。”

同时，厦门市科技局与市税务局等部门，还建

立了数据审核、动态管理、启动追回等工作机制。

保证数据来源可靠，加快政策兑现效率。并对出

现研发费用数据核减、已拨付资金高于应补助资

金的差额部分予以收回。这既减掉科技经费不必

要的审批事项和程序，充分体现中央“放管服”改

革精神，又最大限度提升了科技资金资助效率。

斩断“无形绳索”，既缓解
资金难又调动积极性
“‘打酱油’的钱，也能用来‘买醋’了！”陈奋

说，这笔科技经费不仅申报手续简单便捷，而且不

再指定用于某个具体科技项目投入。这让企业使

用起来较以前方便灵活多了。

“以前，科技计划项目资金，只能用于特定的

立项项目，资金使用需与项目在申报时的预算科

目一一对应。”黄慰萍介绍，研发经费补助资金，是

对企业上年度投入研发费用的后补助。不限定企

业资金具体用途，企业可结合自身发展情况，自主

选择多个项目开展研发。可更加灵活地将资金用

于多个项目的设备采购、检测、研发材料的使用或

研发人员劳务开支等。

此举赋予了企业科技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

斩断了束缚企业创新发展的“无形绳索”，有效调

动了广大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据了解，该政策实施以来，厦门市受惠企业实施

科技项目数量大幅度增加。受惠企业数从之前的每

年666家企业获得研发补助，上升到2019年的2347

家；扶持资金从2.93亿元增加到9.38亿元，企业拥有

的有效发明专利也从2432件上升到6739件。

“今年的补贴我们釆取免申报、预拨付的方

式，将让企业尽快拿到补贴资金，企业获得感更

强。”孔曙光说。厦门市科技局将进一步发挥科技

支撑疫情防控的优势，为企业特别是“三高”企业

后续发展助力领航，为全国打赢疫情阻击战大局

贡献科技力量。

目前，第一批针对疫情防控的 31 家生物医药

企业的 1373.5 万元补助资金已经下达。其中，首

批拨付资金 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6家，如特宝生

物、艾德生物分别获得 200万元补助。

厦门7.2亿创新“红包”促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黄海燕 姜艳红 陈卫锋

青翠茶园云雾缭绕，嫩绿茶芽涌上枝头，茶农们三三两两，戴

着口罩在各自茶园内指尖翻飞，穿梭忙碌……走进广西三江侗族

自治县洋溪乡良培村培吉屯，一幅幅春日画卷映入眼帘。“今天我

家共采得乌牛早茶青 4.1 斤，收入 205 元！”近日，茶农伍金光在村

里新开的茶厂称茶接款，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受疫情和气候双重影响，今年的春茶开采期比往年晚了一周

左右，2 月 10 日起，三江全县 1.8 万余亩（乌牛早）早春茶“疫”线开

采，奏响了百里侗乡鼠年春茶生产的“新序曲”。

良培村党总支书石胜发介绍，该村目前共有茶园 850亩，主要

种植乌牛早、福云六号和梅占等品种，其中乌牛早 200亩。以前村

里没有茶厂，茶叶主要靠茶贩到村屯上门收购，加之山高路远，销

路受制于人。

近几年，在公安部和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大力扶持下，全村首家

茶厂终于在今春竣工投产，作为村集体经济项目，以“公司+基地+

贫困户”模式运作，村民们足不出村，茶叶就能卖出好价钱，销路无

忧，群众的种茶积极性空前高涨。

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御香茶业有限公司茶厂门口，前来卖茶青

的茶农络绎不绝，村民们依次称茶、登记、领款，几两到数斤不等。

茶厂内，机器轰鸣，制茶师们忙着将鲜叶杀青、揉捻、干燥，厂房里

茶香弥漫，醉人不已。

茶厂负责人曹丽琼说：“季节不等人，疫情的冲击只是短暂的，

为了使新厂如期开工，让茶农们销路无忧，我们严格做好疫情防控

措施，每天对茶厂进行全面卫生消杀，要求员工上班必须戴口罩，

勤洗手，加强自我防护。”

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潘玉萍说：“为有效应对疫情，三江

主要采取贴息贷款保运转、农企对接防扎堆、线上交易促销售、

主动服务引茶商、规范管理抓防控等‘五大举措’，通过政府贴

息、金融部门调整优化资金，帮助茶叶企业在疫情期间，解决产

品堆积、资金不能及时回收等问题。确保茶农茶青卖得出、企业

囤货能销售，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高标准营造一个良

好的茶叶营商环境，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三江茶叶产业的影

响。保证侗乡茶农和茶企的稳定收入，全力以赴打好产业扶贫

这场硬仗，使漫山茶园真正成为侗乡百姓稳定脱贫致富的‘绿色

银行’。”

广西：

三江县1.8万亩早春茶开采

新华社讯（记者董建国）福建省近期打出“组合拳”，着力打通

企业用工难、疫情防控难、交通物流难、供应链协同配套难、市场拓

展难等“五难”操作链，让企业复工复产真正落地落实。

打开手机，扫码确认为本人后，在福州软件园工作的程序员小

陈才获准入园：“我们都有电子入园凭证，这是有备案的企业员工

专属二维码。手机扫码，符合要求方能‘通关’。”

福州软件园内聚集了 7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数万名员工，

面对疫情期间的企业复工需求，园区搭建了“福州软件园智慧园区

平台疫情管控子系统”。“线上战疫”作战图上跳动着当日的入园企

业数、入园人数、入园车辆，实时回传重要卡口的视频监控画面。

据负责系统开发的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忠诚介绍，

园区内企业需通过微信、福州软件园 APP 等方式进入系统，报送

返岗人员信息等备案材料，经园区管委会核查通过后方能获得“一

人一码”。截至 16 日，福州软件园已审核备案复工复产企业 695

家，复工 1.8万人。

一些地方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口罩短缺难题。位于宁德东侨工

业园的海鸥水产公司近日从政府方面领到了口罩、消毒水和酒精，

供上班员工使用。“目前口罩紧缺，我们全力以赴帮助企业筹集，同

时动员企业发动各方力量、协调资源，拓宽购买渠道。”东侨经发局

负责人郑家滨说。

在厦门，百亿元量级的高科技工业项目——中航锂电 A6项目

最近顺利复工。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将中航锂电的复工及防疫

保障方案精简，作为各企业的开复工“范本”。翻开此“范本”，里面

的防疫组织机构、职责、疫情管控方案、防疫应急处理、复工安排等

一应俱全，供后续复工的数十个项目参考。园区管委会还对园区

中小企业实施房租“1 个月全免、2 个月减半”的措施，预计可减免

房租 5000万元。

福建省发改、工信部门已派出指导组了解企业复工总体情况，

督促企业复工前准备工作，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存在的原辅材料采

购、设备维修、返岗和人员防护、要素保障等方面困难问题。

福建：

“组合拳”打通复工企业“五难”操作链

通讯员 龚普康 本报记者 刘 昊

“见过用大数据给地里每个土豆建立种植

档案进行溯源吗？我们已经在内蒙古乌兰察布

的‘中国马铃薯之都’开展相关项目。这几年，

我们努力把科技种子深植贫困户的田间地头，

帮助当地彻底‘拔穷根’‘摘穷帽’。”近日，北京

市科委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

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拥有丰富的

创新资源、科技成果和高科技人才。而作为距

离北京最近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是首

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农副产品供应基地。近年

来，在两地科技部门的通力协作下，北京助力

内蒙古产业科技攻关，推动传统农牧业提质增

效结出累累硕果。

要脱贫，产业先行。

产业强，才能进一步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

能，激发其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 彻底“拔穷根”

“摘穷帽”。

“以往，眼前这片地是狼进来刨蹄蹄的沙板

地，种啥啥不长。如今，已经改造成马铃薯专业

生产基地。家门口就守着马铃薯加工厂，还不愁

销路。这多亏来了北京的大企业。”内蒙古乌兰

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红富村村民曹旺喜

滋滋地感慨。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16 年，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调整并确

立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东西部扶贫协作结

对关系，明确提出要加大产业合作科技支持，充

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中的重要作用。

“2015 年，我先后多次参加北京市科委组织

的援蒙挂职干部团队‘京蒙合作项目对接会’，了

解到乌兰察布是全国重要的马铃薯产地之一，素

有‘中国薯都’之称，年产马铃薯达 400 多万吨。

然而，当地的马铃薯种植还处于低端产业化水

平，急需现代化马铃薯深加工技术来提升附加

值，衔接产业链，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而这

方面，我们有技术优势。”北京凯达恒业总经理刘

长安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为贯彻总书记关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北京市科委

高度重视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东西部对口扶贫协

作工作。利用北京的现代农业科技优势和企业

集聚优势，牵头组织北京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服

务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推动北京东昇集团、

凯达恒业、大北农集团等企业项目相继落户内

蒙古。

2015 年，在联盟的帮助和支持下，凯达恒业

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政府签订投资建厂协议，

总投资 31亿元，实施“京蒙合作精准扶贫乌兰察

布马铃薯深加工项目”，建设京蒙合作马铃薯科

技示范园。

2016 年，成立内蒙古薯都凯达食品有限公

司。一期工程投资 5 亿元，当年开工建设，当年

竣工并投产。工程项目占地 200亩，包含马铃薯

加工厂、中国马铃薯博物馆、科普观光走廊等。

未来两年，还将建立马铃薯现代产业园核心

区。预计产量达 67 万吨，年利税 2 亿—4 亿元，

带动 50 万亩种植基地、3 万户农户、5000 多个建

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增收。

几年来，凯达恒业一跃成为乌兰察布市土豆

深加工企业中的领头羊，也使得“中国薯都”土豆

产业链得到有效延长。

产业强，增加贫困区造血功能

撕开一袋来自乌兰察布的薯片休闲食品，把

一片脱水土豆片放进嘴里，吃起来嘎吱嘎吱爽脆

可口。据了解，从超市或者淘宝网店购买的一些

知名厂家的低温薯条，大都来自京蒙合作下的乌

兰察布企业所产。

走进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合作产业园，

一座现代化工厂在蓝天白云下格外显眼。这就

是由北京赴内蒙古第三批挂职团队在京蒙两地

科技、农业部门的支持下，引进凯达恒业投资建

设的全自动薯条加工厂。

“我们通过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低温加工生

产的马铃薯有两项显著特点：保存了比较多的营

技术硬，高标准生产赢市场

“一开始到乌兰察布，当地人对我们不很信

任，甚至以为是骗子。我们就走家串户联络沟

通，特别是从种植大户手里收购马铃薯时，以高

于市场价格收购。一手付款一手交货，而不是三

个月后付款。这样才逐渐取得了当地人的信

任。”刘长安说。

据了解，乌兰察布当地马铃薯的收购价格

约为每吨 500 元左右，而凯达恒业依然按照每

吨 1500 元的协议价进行收购。2018 年，凯达恒

业带动周边农户种植马铃薯 3 万亩，每户年均

收 入 增 加 5000 至 9000 元 。 通 过“ 公 司 +合 作

社+农户”的模式，以订单方式实行协议价收

购，实现了贫困户与企业的长期合作，达到了

稳定脱贫的目标。

此外，按照京蒙科技扶贫协作的要求，凯达

恒业目前还为当地提供了 300 多个就业岗位。

其中，专门预留贫困户就业岗位，并在待遇上给

予优惠。

“其实，最初还是比较头疼的。有的人到厂

里上班希望工资当日结；有的干两天活就不来

了，很不规范。对此，我们对员工加强上岗培训、

带其参观北京总部、到各地拉练，并开展红色教

育等。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按照厂规做事了，有

的还成为厂里的顶梁柱。只要工作需要，就会主

动加班加点完成任务。

北京市科委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要

‘先富带动后富’‘消灭贫困’，助力内蒙古受帮

扶地区在 2020 年底如期实现脱贫目标。因此，

我们对像凯达恒业这样的企业提出了新的要

求，以一带十帮助当地脱贫致富，形成可复制

的产业模式”。

由此，凯达恒业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察

右前旗、察右中旗、突泉县等对口帮扶地区，建

立起长期帮扶合作机制。通过在内蒙古投资建

厂，对口帮扶，不仅达到了扶贫的成效，也给企

业自身开辟了新的发展机会。充分利用内蒙古

当地的原料、交通、设施、成本等优势，制定在

当地的新企业发展目标和扶贫目标，促进企业

高速发展。

据了解，北京市科委下一步将继续深化京蒙

科技扶贫协作。脱贫不脱帮扶，利用京蒙“1+6”

现代农业技术转移体系，把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的成果、技术、人才、信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

内蒙古更多盟市的企业和园区，给农牧区群众带

来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方法，给内蒙古农

牧业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扶心智，激发创业脱贫热情

小土豆变小土豆变““黄金豆黄金豆””
乌兰察布刮起脱贫乌兰察布刮起脱贫““龙卷风龙卷风””

京蒙科技扶贫
本报记者 华 凌

养成分；比起高温油炸，大大降低了丙烯酰胺的

含量，可以避免产生致癌物的风险。”刘长安说。

据介绍，凯达恒业在乌兰察布建设大型项目

之初，通过综合考察评估，选择了荷兰陶朗集团

马铃薯蒸汽去皮和光学分选技术方案。利用先

进的光学技术可以对整薯和薯条薯丁薯片等各

种薯制品，基于尺寸、颜色、腐烂、物质结构等，进

行检测和高精度的分选分级。去皮损失率控制

在 6%以内，出成率大大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不仅如此，刘长安还强调，“采用真空低温油

浴技术，经过洗涤、护色、杀青、冷冻、浸渍、真空

低温油浴脱水等十二道工序加工而成。既能保

证健康和营养元素不流失，还能既好看又好吃，

具备高端食品的要素”。

目前，凯达恒业可以年加工马铃薯 6 万吨，

产值 6.4亿元。产品不仅销往国内，还远销美国、

澳大利亚、韩国等国际市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凯达恒业从农户收购

土豆时，检测不符合标准的一概不予收购。这对

当地绿色有机种植马铃薯也形成了倒逼机制。

促进了规范种植操作流程，从而减少农药的使

用。三年来，从源头助力，提升了当地种植马铃

薯的标准。让普通的小土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

和农户脱贫致富的“黄金豆”。

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洋溪乡良培村培吉屯，一名妇女
在茶园内采春茶。 龚普康摄

“以往，眼前这片地是狼进来刨蹄蹄的沙板

地，种啥啥不长。如今，已经改造成马铃薯专业

生产基地。家门口就守着马铃薯加工厂，还不愁

销路。这多亏来了北京的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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