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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虎虎生福——壬寅（虎年）新春生
肖文物图片联展”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开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自古被视为象征勇
气、力量的瑞兽。古人崇虎、尊虎、爱虎，并将
虎列入“十二生肖”，常见于衣食住行诸多生活
元素之中。

图为参观者在观看虎虎生福文物图片联
展。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金虎迎春七天乐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 讯 员 魏 康 吕盈蓥

◎本报记者 陆成宽

科技政策扎实落地·看招

◎本报记者 金 凤

“这两天，我们刚刚购买了江苏省中科院

植物研究所的冬青种质资源鉴定技术。吸收

研究所的成果，既能鉴定我们采集和购买的

冬青种质，还能辅助选育植物新品种；同时，

研究所也能获得成果转化补贴，是双赢。”近

日，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南京林业大学

林学院副教授郝明灼略显兴奋，这位学者还

经营着一家公司-江苏青好景观园艺有限公

司。2019 年，他的公司作为南京市高层次创

业人才企业入驻江苏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园区）。

促成这项合作的动力之一，是园区近日

出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根据新规，对高校

院所通过协议定价、在技术市场挂牌交易、拍

卖等市场化方式向园区内非关联创新创业企

业转移转化科技成果，按照溧水区对技术合

同登记额的补贴额度，给予 1∶1的配套支持补

贴，每年每家高校院所最高可获 100万元。

让郝明灼欣慰的不只这一条，《若干措

施》以 16 条措施、24 条改革事项清单，推动科

技成果入乡转化。

南京溧水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

认定的科技成果解化载体，成功转化科技成

果并实现产业化，最高奖励 100万元”“对于在

园区内注册，经南京市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认

定的技术转移机构，最高补助 30 万元”“赋予

科技成果完成人不低于 10年的职务科技成果

长期使用权”“单位可以把作价投资取得股份

的至少 80%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人”等。

江苏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是一家聚焦农业高新科技与绿色智慧农业的

园区。园区内现有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

大学、江苏大学、江南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

院等 9家高校院所。

激发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热情，也在同

期出台的《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改革事项清单》

（以下简称《清单》）中得到体现。

《清单》鼓励高校、科研院所联合上下游

企业共同成立产学研合作 联 盟 ，支 持 联 盟

承担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每年通过评

审筛选一批创新性强、成熟度高、经济和社

会效益显著、具备转化和产业化的科技成果

入乡转化项目予以支持，每个项目支持额度

50万—100万元……

加快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推进农业科技

进步，是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培育乡村发

展新动能、促进城乡融合、支撑乡村全面振兴

的重要举措和必然选择。

在南京市溧水区，创新链、产业链、价值

链等科技创新体系全方面发展。2021 年，溧

水区建设多样化的科技成果转化载体，与江

南大学共建的未来食品技术创新中心，获批

江苏省首个省级技术创新中心，获省拨经费

1500万元；成功申报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

业）项目 3 个，获省级经费支持 900 万元。新

增高新技术企业 19 家，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

入库 66 家；“众创空间（星创天地）+孵化器+

加速器”全链条孵化载体不断完善，东屏“金

色庄园”已被打造成省级“星创天地”。

同时，溧水区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

制，建立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现代农业行业

分中心，构建技术产权交易中心，构建技术交

易网上平台，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方位综

合服务。

前述负责人表示：“我们希望，用一揽子

政策，一头促进科研探索，一头紧盯产业需

求，建立以企业和科研院校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让更多

科技成果愿意入乡转，让更多科技成果入乡

转得顺。”

在科研和产业需求之间搭桥
——南京市溧水区探索科技成果入乡转化

青藏高原土壤温湿度逐时观测数据

集、祁连山专题数据集、青藏高原新绘制冻

土分布图……在汇集有关青藏高原的科学

数据方面，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是

数据门类最全、最权威的科学数据中心。

“目前，我们已经集成发布了青藏高原

及周边地区的科学数据集 4600 多个。仅

2021 年度，数据中心服务支撑的科研项目

就达 689 个，支持 SCI 论文发表超过 450

篇。”在日前召开的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

中心 2021 年工作会上，该中心主任李新自

豪地介绍了数据中心建设取得的成绩。

如今，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汇

集的数据涉及冰冻圈、固体地球、古环境、

陆地表层、人地关系、大气、遥感、日地空间

物理与天文和海洋等领域，成为科学家获

取第三极科学数据资源的重要渠道，是联

结国内外科学家发起第三极环境国际计划

（TPE）的重要桥梁。

“科学数据是国家科技创新和发展的

基础性战略资源。实现科学数据开放共

享，使其可发现、可获取、可互操作和可重

复利用，对于增强数据资源利用率至关重

要。”李新说。

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依托中国

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三极观测与大数据

中心建设，2019 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

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国家青藏高原科

学数据中心已经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极

高科研价值的关键数据集 55个，包括观测

关键数据集、冰冻圈关键数据集、地表参数

基础关键数据集、近地表驱动关键数据集

和高关注论文关联数据集等五类。

在李新看来，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

中心集成的多学科数据有力支撑了气候变

化背景下的冰冻圈变化、亚洲水塔、生态变

化、灾害预警和遥感反演等方面的重大科

学研究和发现，为揭示第三极地区环境变

化过程与机制及其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

和响应规律，提高区域灾害预测、预警和减

灾能力提供数据支持。

数据流动和信息共享对人类科技进步

至关重要，数据中心是促进科学数据开放

共享的重要载体。李新等人曾专门撰文呼

吁推动地学领域的科学数据共享。“虽然我

国在科学数据共享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要实现范式转变，仍需要政府、研究人员

和数据中心的积极努力。”李新坦言。

“支持公开数据共享的政策和对数据

贡献者的激励机制，是我国实现更为广泛

的地学数据共享的关键。”李新指出。

通过分析科学数据共享的生态系统，

总结推动科学数据共享方面的成功经验，

李新等人呼吁，我国还需要在政策、管理、

技术和国际化等方面采取更为具体的行

动，以更大的力度和举措激励科学家共享

数据，提高我国科学数据中心的影响力，推

动更为广泛的地学数据共享。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爆炸为地球科学的

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李新表示，我国

应加强和规范科学数据管理，进一步发挥

国家财政投入产出效益，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新介绍，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

心未来将持续加强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

设、数据资源集成、数据产品研制、共享与

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力度，更好服务青藏高

原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服务国家战略和区

域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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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石油大学机电学院赴山东

省莱西市对青岛锐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实地考察，进行产学研合作签约暨中国

石油大学实践教学基地揭牌，校企双方产

学研合作正式拉开序幕。

作为莱西市科技型企业的“排头兵”，青

岛锐智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先后获评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山东省瞪羚企业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中国石油大学机电学院与青岛锐智智能

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牵手合作，“缘”起青岛市科

技局组织的青岛产业领军人才团队申报。

在青岛产业领军人才团队申报过程中，

得知锐智在肉鸡自动掏膛项目上存在急切

技术需求，莱西市科协和青岛市科技局牵线

搭桥。由中国石油大学机电学院提供的解

决方案完美契合了企业需求，双方一拍即

合，从初识到达成合作，仅用了1个月时间。

这是莱西市“围着企业转，帮着人才

办”的一个生动缩影。莱西市政府相关负

责人表示，莱西市凝心聚力做实做细做好

人才服务，既拿出政策激励人才，又拿出对

策服务人才，着力优化人才生态，打造创业

创新高地，不断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莱西市一方面注重发挥政策导向作

用，不断优化人才生态环境。出台研究生

购房券发放办法，放宽户籍、缴纳社保时间

等条件限制，为符合条件的硕士研究生一

次性发放 10万元、博士研究生 15万元的购

房券，抵现金用于购房首付，最大限度减轻

研究生购房负担，已累计发放 32 张，以提

升政策实用性切实提高人才获得感。

莱西市发放研究生购房券的同时，还

向高校毕业生每月发放住房补贴、人才津

贴等政策补贴“大礼包”。制定了人才分类

评价实施办法，评选出莱西拔尖人才、莱西

和谐使者等 142 名市级人才，激发各类人

才创新创业活力。

今年 1 月，莱西市又出台产业领军人

才（团队）选拔管理办法，探索推行“以项目

选人才”模式，给予获评人才（团队）最高

100 万元人才津贴和项目支持，做到“培养

一个人才，带动一个团队，发展一个产业”。

围绕解决企业人才和技术需求，莱西

市着力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经莱西市人

才办、科协等部门积极牵头，青岛金妈妈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农科院、华中农业

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共建

了青岛市创新创业共同体，作为青岛市科

技局年度唯一一个支持建设的创新创业共

同体，支持资金最高达 2000 万元；青岛国

轩电池有限公司与中国海洋大学合作项目

获山东省级立项，获得省级支持资金 1200

余万元。

山东莱西：真金白银激发人才活力

科技日报讯（关悦 实习记者孙瑜）近

日，一架空客A321-253NX型飞机办理入区

申报手续，成为2022年广州第一架进口的保

税融资租赁飞机；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新区

片区新年首批出口的3507辆商品车“出海”，

创下南沙汽车口岸单船滚装出口量历史新

高……推动高水平开放，离不开高水平创

新。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企业加

大“专精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以创新驱动

产业升级，外贸竞争新优势进一步凸显。

“我们公司的农业无人机受到全球农

业种植户的青睐，远销日本、韩国等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2021 年出口国家数量比上

一年翻了一番。顺利成为海关 AEO 高级

认证企业后，享受到国内外数十项通关便

利，为我们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带来了新优

势。”广州极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业务

部总经理曹楠表示。

2021年以来，广州海关深入推进“智慧

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建设，着力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先后制定实施 76项跨境贸

易便利化措施、101项稳外贸政策措施。关

区七地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1.86万亿元人民

币，比上年同期增长 15.9%。其中，广州市

外贸进出口总值 10825.9 亿元，同比增长

13.5%，成为全国第7座“外贸万亿之城”。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 外贸竞争新优势凸显

（上接第一版）

文明的相遇

“听说你准备带一对‘冰墩墩’回去，带

给你的双胞胎孩子。希望他们今后也能够

对冰雪运动感兴趣，如你一样成为冰雪运动

健将。”

2 月 6 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习近

平主席对曾以运动员身份 5 次参加冬奥会比

赛的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说。

贴心的交流，轻松的互动，展现着东道

主的热情好客，也定格下一段“美美与共”的

佳话。

“冰墩墩”，将中国特有的熊猫形象与富

有超能量的冰晶外壳相结合的北京冬奥会

吉祥物，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元素同奥林匹克

精神相融合的无穷魅力，成为冬奥会上当之

无愧的明星。

2 月 4 日，恰逢立春。夜幕下的国家体

育场“鸟巢”流光溢彩、美轮美奂，满载着“天

下一家”的梦想与追求，流淌着“世界大同”

的唯美和浪漫。

19 时 57 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

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等国际贵宾从主席

台两侧相向而行，同时步入会场。

从充满中国文化韵味的“二十四节气”

创意倒计时，到展现文明交流交融的“黄河

之水”最终幻化成“冰雪五环”；从寓意开放

和共享的“中国门”，到展示文明与成就的

“中国窗”；从 19 首世界名曲同中国大好河山

的相互辉映，到将橄榄枝和中国结意象融为

一体的“大雪花”……

新意盎然、令人叹为观止的开幕式，让

世人领略着中华文化和奥林匹克精神的和

合共生，感受着新时代中国自信、包容、开放

的大国气象。

“精彩绝伦，充分体现了伟大中国的强

大国力和影响力”“非常盛大精彩，所有观众

都很享受这一视觉盛宴”“展现了中国发展

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所作重大贡献”……

一位位贵宾，纷纷向习近平主席表达对

这场盛会开幕式的由衷赞赏。

人们不会忘记，6 年多前，北京、张家口

申奥冲刺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面向世

界真诚推介：“2022 年冬奥会在中国举办，

将有利于推动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交

流互鉴”。

“我们不仅要办好一届冬奥盛会，而且

要办出特色、办出精彩、办出独一无二来。”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为办好一场彰显

文化自信、促进交流互鉴的冬奥盛会指明

方向。

2 月 5 日。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红色的

灯笼与“一起向未来”的标语相互映衬。大

门内，一场别致的小型春节“庙会”，吸引着

前来出席冬奥会欢迎宴会的贵宾们驻足。

春节遇上冬奥会，年画、春联、中国结、

香囊、剪纸、京剧脸谱等中国民俗文化，同冬

奥主题元素巧妙融合，令贵宾们连连赞叹。

阿尔贝二世亲王还亲自上手，为家里双胞胎

小孩制作面塑“冰墩墩”，并笑着说：一个不

够，必须两个！

欢迎宴会上，来自中国交响乐团的艺术

家，交替演奏着中国传统乐曲和各大洲代表

曲目。从《春节序曲》，到柬埔寨乐曲《啊！

迷人的森林》；从《彩云追月》，到中亚乐曲

《早晨的风》；从《花好月圆》，到中东乐曲《尼

罗河畔的歌声》……音乐超越国界，联通心

灵。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明，在这里

对话交流、相互欣赏。

北京冬奥会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同俄罗

斯总统普京共同宣布中俄体育交流年正式

启动，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共同宣布启

动 2022 中阿友好合作年，表示同土库曼斯坦

要尽快落实互设文化中心，表示愿同卡塔尔

启动中东地区首例大熊猫合作，中方还同吉

尔吉斯斯坦签署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

备忘录……

“人类的一切文明成就都值得全人类共

同欣赏和分享。”

习近平主席的话，传递着对其他文明的

平等尊重，也道出相互理解、友谊、团结等奥

林匹克精神的真谛。

冠军的故事

“比起这次中国运动员拿几块金牌、奖

牌，我更在意它给我们今后注入的动力和活

力。”

冬奥会开幕前夕，习近平主席对巴赫

说。

8 年前，在索契，习近平主席就同中国冬

奥健儿们谈起奥运赛场的“金牌观”：

“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

块奖牌，更在于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

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

从担任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筹备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到领导新时代中国成功

举办 2014 年南京青奥会，再到亲自推动申

办、筹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习近

平主席和奥林匹克运动，有着独特的缘分。

“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随着中国迈上新的更高发展台阶，对

于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习近平主席

着眼得更为宏阔和长远。

2 月 3 日，冬奥会开幕前一天，国际奥委

会第 139 次全会开幕式在北京举行，习近平

主席发表视频致辞。

“从 2008 年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

想’到 2022 年的‘一起向未来’，中国积极参

与奥林匹克运动，坚持不懈弘扬奥林匹克精

神 ，是 奥 林 匹 克 理 想 的 坚 定 追 求 者 、行 动

派。”

“中国通过筹办冬奥会，成功带动 3 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推动了区域发展、生态建设、

绿色创新、人民生活改善，为全球冰雪运动

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体育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一个缩影。这

种拼搏精神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体

现。”习近平主席说。

自 2017 年初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 5 次

考察冬奥筹办工作。北京、延庆、张家口三

个 赛 区 ，都 留 下 了 他 的“ 冬 奥 足 迹 ”。 从

“ 水 立 方 ”变 身“ 冰 立 方 ”到 竞 赛 场 馆 绿 色

供 电 全 覆 盖 ，从 促 进 全 民健康到实现全面

小康，从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到京津冀协同

发展……在习近平主席绿色、共享、开放、廉

洁办奥理念的指引下，北京冬奥会创造着一

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首次”“第一”。

“我要祝贺您，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了让三亿人从事冰雪运动的目标。”在同习

近平主席的会面中，巴赫恭喜中国然诺。巴

赫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冬季运动的时代

可以划分为北京冬奥会之前和之后，“因为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将为冰雪运动开启新

时代”。

2 月 5 日傍晚，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同

古特雷斯秘书长谈起“三亿人上冰雪”的实

现过程，习近平主席言谈中颇有些动情：

“中国要办冬奥会，提出‘三亿人上冰

雪’，大家都积极响应，全中国都开展冰雪运

动，包括南方，人民群众都踊跃参与。”

“虎年春节，举办北京冬奥会，中国人民

都是喜气洋洋，信心百倍，展现着积极向上

的精神和力量。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强大后

盾，我们就可以做成任何事情。”

几个小时后，首都体育馆。中国短道速

滑接力队的健儿曲春雨、范可新、张雨婷、武

大靖、任子威，以充满韧性的拼搏，夺得北京

冬奥会中国队首金。

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记得，一个多月前，

习近平主席的一番亲切勉励：

“人生能得几次搏！抓住这个机会去成

就自己。十年磨一剑，五年磨一剑。很辛

苦，但拼搏是值得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

得梅花扑鼻香？”

正如巴赫所言，就推动奥林匹克运动而

言，习近平主席是当之无愧的冠军。

一起向未来

2 月 4 日 晚 的 开 幕 式 上 ，在 约 翰·列 侬

《想象》的歌声里，24 名身着红色运动服的运

动 员 ，以 矫 健 身 姿 滑 过 冰 面 ，留 下 长 长 轨

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

克格言，跃然其上。

一起向未来！

8 年前，在索契，习近平主席以冰球运动

为喻，指出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这项运动不

仅需要个人力量和技巧，也需要团队配合和

协作，是很好的运动。”

8 年后，在北京，习近平主席以“诺亚方

舟”为喻，传递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决心：“面对各种紧迫全球性挑战，加强

团结合作，共同坐上新时代的‘诺亚方舟’，

人类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起向未来！

尽管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习近平主

席还是像往常一样，同来华出席冬奥会开幕

式的 20 位国际贵宾逐一举行面对面会晤。

紧凑的外事活动日程，从早排到晚，中间几

乎没有休息时间。

当未来的人们回首往昔，一定会记得

2022 年 2 月，壬寅虎年中国北京，这些经典

而隽永的瞬间——

国家体育场。

习近平主席同国际贵宾共同见证：冰雪

五环下，写有所有代表团名字的一朵朵“小

雪花”，共同构建成一朵“大雪花”。两名“00

后”中国运动员，将最后一棒火炬嵌入其中，

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完成了主火炬的“点

燃”。

北京、延庆、张家口赛区。

全球的冬奥健儿们，带着对共同梦想的

追求、共同价值的认同、共同规则的尊重，努

力拼搏，奋勇争先。

这一幕告诉人们：即便是竞争最激烈的

对手，也能够在五环旗下和平共处、彼此尊

重，共享体育运动带来的激情、欢乐与友谊。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习近平主席的话语，给人以信心和力

量——

“中国刚刚迎来农历虎年。虎象征着力

量、勇敢、无畏，祝愿奥运健儿像虎一样充满

力量、创造佳绩。我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

下，北京冬奥会一定会成为简约、安全、精彩

的奥运盛会而载入史册。”

（参与采写：高鹏 孔祥鑫）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携 手 向 未 来 的 团 结 交 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