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2日，中国科技馆巨幕新影院
正式启用。影院选用了拥有自主核心
知识产权的国有品牌CINITY影院系统，
为观众提供集视效、声音、舒适度与科
技教育于一体、身临其境般的观影学习
体验。

下图 观众进入巨幕影院。
右图 观众观看全新影院播放的大

片。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巨幕影院

身临其境

科技日报投稿信箱：tougao@stdaily.com

3责任编辑 马树怀

2023 年 3 月 3 日 星期五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实习记者 孙 瑜

稳经济 促发展

◎本报记者 龙跃梅

综 合
COMPREHENSIVE NEWS

475 个科技小院“把实验室搬进农

田”，面对面帮农民解决技术难题；运用

疾控知识帮助浙江金华打造“生态无蚊

村”，让乡亲们的民宿生意越来越火；在

四川大熊猫基地给游客们讲解大熊猫

的有趣故事……“研当以报效国家为己

任，学必以服务人民为荣光”，雷锋精神

的璀璨光芒闪耀在每个科技志愿者的

心中。

3 月 1 日，多位来自科技界的全国

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代表汇聚一

堂，分享他们传承雷锋精神、践行科技

志愿服务的生动故事。中国科协举办

的科技志愿服务周活动也于当天在全

国多地启动。

描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把技术变成农民口袋里白花花的

银子，鼓起菇农‘钱袋子’就是我最大的

期盼！”福建省顺昌县大力镇乡村振兴

发展中心科技特派员高允旺在交流活

动上说。

他凭借自己在土地里摸爬滚打出

的实践经验，创新出了一套利用竹制企

业下脚料竹屑替代木屑种植竹荪的新

技术，帮助边远老区、苏区农民实现增

收上亿元。

怀 揣 技 术 ，助 人 为 乐 。 高 允 旺

说：“我这一生没有酒友、牌友，结交

最多的就是‘菇友’。”面对来自各地

上门咨询、取经的农户，高允旺都热

心接待、耐心指导。他还常到边远老

区苏区“上门”进行技术服务。有一

次，他连夜乘坐绿皮火车到浙江省金

华市开展技术指导，中午 12 点到达村

里 ，看 到 村 民 们 仍 站 在 村 道 旁 等 待

他。“我一下子又精神了，忘了一路上

的 奔 波 疲 惫 ，也 不 管 肚 子 饿 ，先 讲

课。”高允旺说。

像高永旺一样活跃在田间地头，用

行动描绘科技惠民、乡村振兴美丽图画

的，还有“科技小院”里的志愿者们。

作为以科技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的

新探索，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以下

简称中国农技协）在各地“科技小院”成

立科技志愿服务队，建立了长期阵地，

对于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促进作用。同时，“科技小院”常驻研

究生通过入村入企培训、办田间学校、

开设科技长廊等方式，推广农业科技，

利用业余时间在所驻村举行联谊会、识

字班、儿童英语培训等多种活动，丰富

了农民的文化生活。

中国农技协副理事长张建华表示，

“科技小院”能让科技志愿者们在作贡

献的同时获得有利条件，把自己的本职

工作做得更好，实现了共赢。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上海市同济医院急诊创伤救治中

心主任王韬和西安市中心医院眼科主

任杜兆江有着相同的“双重身份”：他们

既是医务工作者，也是科普达人。

王韬创建了全国首个以在职医生

为创作力量的医学科普传播平台“达医

晓护”。“平台建有网站和公众号‘大医

小护’，运营维护工作都由在职医护人

员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王韬说，平台节

假日也不停止更新内容，希望用公益知

识延伸拓展医疗服务的时间和空间。

目前，来自全国各地医学、传播学、

管理学交叉学科领域 300 多位专家发

挥自己的力量，持续在平台上为百姓提

供专业有用的医学科普。

创作更多优质健康科普内容，也是

杜兆江的目标。杜兆江组织团队利用

大数据平台，推进“医教家结合”视力监

测新模式，将眼健康知识进行可视化宣

传。同时，他和同事深入山区、社区、基

层单位、老年服务中心等地开展眼科义

诊咨询和相关科普活动。

培育青少年飞天梦

中国飞天梦科技志愿团贵州省总

队队长李晶还记得 2021年 10月的一次

活动。那次，志愿团邀请了运载火箭技

术专家李光亚到贵州省开展公益科普

活动，现场的孩子们都非常激动，活动

结束后，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请他签名。

“孩子们是爱追科技之星的。”李晶

说，他希望通过科技志愿服务，为孩子

们创造更多接触科学家、接触航空航天

知识的机会。

李晶介绍，目前，中国飞天梦科技

志愿团贵州省总队通过“科普中国飞天

梦大课堂”“中国飞天梦 科普万里行”

“中国飞天梦 飞天英雄班”3 个科技志

愿服务品牌项目开展常态化科普活

动。“希望通过科技志愿活动，不断激发

和实现广大青少年的空天报国梦，为党

和国家培养航空航天接班人。”李晶说。

据了解，2020 年起，中国科协和中

央文明办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科技

志愿服务工作。近 3 年来，全国各地涌

现出一批形式多样的科技志愿服务项

目。通过科协渠道推荐成为全国学雷

锋“四个 100”先进典型达 21 个，其中最

美志愿者 5名，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6个，

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5 个，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 5 个。他们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

常、化作经常，带着心中的热情与希望，

奔波在祖国田间地头、大街小巷，将科

普知识、科学精神传递给人民群众。

传承雷锋精神 科技志愿服务在行动
北京市中小微企业“先使用后付

费”“零门槛”使用科技成果，促进优

质发明专利产业化落地提速；重庆市

围绕重点产业链关键技术需求，构建

“总院+分院”“母基金+子基金”的中

小企业育成体系；合肥市积极引进国

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科技资源，共建

高水平协同创新平台……

在日前于深圳举行的第二届全

国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论坛上，科技

日报记者了解到，各地针对中小企

业的“痛点”，持续优化中小企业创

新环境，努力让中小企业实现“轻装

上阵”。

中小企业发展喜中有忧

中 小 企 业 在 促 进 经 济 增 长 、技

术创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数据显示，2022 年全年规上

工业中小企业数量、营业收入、利润

总额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5.2%和

1.1%，中 小 企 业 发 展 呈 现 出 了 强 大

的韧性和活力。

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发展的质量

也在不断提升。截至 2022 年底，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已占 A 股上市企业总

数的 27%，占新上市企业数量的 59%，

其中在科创板新上市的企业中，72%

的企业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在蓬勃向上的背后，中小企业发

展也有忧。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江小涓谈到，数字时代中小微

企业面临新的挑战：数字化转型投入

高、技术专业化程度高，人才需求高；

上平台和加入数字化产业链，对不少

企业来说是高成本、不确定性强的选

项，而且链主企业不断更新技术，没

有入链后的一劳永逸，企业面临两难

困境。

此外，数字时代，企业和产品的

进入和退出市场高频发生，竞争格局

快速调整，追求长期平稳发展的中小

企业无论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都面

临很大挑战。

开展数字化赋能中
小企业等行动

深圳共有 246 万户企业，99%以

上 是 中 小 企 业 。 上 述 论 坛 发 布 的

《2022 年度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报

告》显示，深圳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全

国第一。

深圳领跑，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四个一”，即建立“一个机制”——成

立全市企业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出台

“一批政策”——推出多项政策，“真

金 白 银 ”助 企 纾 困 ；开 展“ 一 批 活

动”——组织专项活动，为企业提供

贴心服务；打造“一个平台”——打造

“深 i企”一站式服务平台。

在江西景德镇，2022 年 11 月，全

国首个陶瓷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上

线。不久后，就吸引了全国 3000 多家

陶瓷企业入驻，汇聚了 300 多位知名

陶瓷大师和陶瓷设计团队。目前该

平台已经为 200 多家企业提供了数字

化的服务，新增订单 3000 多万，加速

传统产业中的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深圳的“四个一”举措，以及陶瓷

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正是全国各地

针对“痛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缩

影。记者从多方了解到，未来各级政

府为中小企业服务将更为细致。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

透露，今年工信部将围绕中小企业实

际的困难和现实的需求，持续优化中

小企业创新环境，开展数字化赋能中

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赋智中小企

业、质量标准品牌赋值中小企业专项

行动，提升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健

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力争

到今年底，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

数超过 8 万家、“小巨人”企业总数超

过 1 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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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二 是 推 动 国 际 人 才 的 开 放 流

动。科技人才的全球流动是影响国

家创新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

上主要创新型发达国家均高度重视

国际科技人才的引进和使用。近年

来我国对引进国际科技人才的重视

程度越来越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指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和创新高地，着力形成人才国际竞争

的比较优势。在此背景下，海南自由

贸易港应在人才开放创新，特别是国

际高端科技人才引进和使用方面有

所作为，为全国在该领域的制度创新

进行改革试点。重点是开展技术移

民政策先行先试，降低外籍高技术人

才引进门槛，完善技术移民政策环

境。积极开展国际科技人才管理和

服务改革试点，在签证和居留申请、

承担政府科技计划项目、设置海外专

业技术人才特聘高端职位、建立国际

人才全面服务保障机制等方面先行

先试，为我国完善国际科技人才制度

探索有益经验。

三 是 促 进 研 发 资 金 的 双 向 流

动。研发资金的国际流动水平，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一国或地区创新

国际化参与度。多年来我国研发经

费中来自海外资金占比一直较低，同

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等科技创新

发达国家相比，吸引利用国际研发投

资的水平还比较低。为此，海南自由

贸易港应充分发挥自身制度优势和

在引进外资方面的良好基础条件，积

极促进研发资金双向流动，实现研发

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重

点是积极吸引跨国企业在琼设立外

资研发中心，充分发挥其在海南区域

创新体系建设中的技术和资金溢出

效应。推进特色优势领域省级科技

计划的对外开放，在种业科技、深海

科技、航天科技等领域深化基础研究

和大科学研究的开放与合作，鼓励外

籍科学家以合作研究等方式参与基

础研究项目。积极探索建立财政科

研资金跨境使用管理机制，真正实现

无障碍交流与合作。

四是构建开放型科技创新体制

机制。基于开放的创新制度设计能

够有效提升一国或地区的创新国际

化水平，这些制度主要包括营商环

境政策、创新环境政策、融入全球价

值链和创新网络的促进政策等。为

此，海南自由贸易港在推进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需要更多

考虑开放因素，真正将开放作为制

度改革的关键变量和核心要素，争

取实施综合性开放创新改革试点，

加大相关政策先行先试力度。重点

针对区域开放创新环境与国际规则

接轨、扩大地方科技计划开放水平、

完 善 国 际 科 技 人 才 引 进 和 使 用 机

制、提升科研组织国际化水平等方

面积累试点经验，加快构建开放型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努力形成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

先行先试 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科技日报扬州 3月 2日电 （通讯

员虞璐 赵博昊 记者过国忠）3月 2日，

科技日报记者从扬州大学获悉，由该校

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吴信生教授团队

联合浙江省余姚市欣农兔业有限公司

等单位，历经 10 余年攻关，采用现代先

进技术培育的獭兔新品种“甬青獭兔”，

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

通过，已获得国家畜禽新品种证书。这

是目前国内首个通过产学研相结合方

式自主培育的彩色獭兔新品种，填补了

我国彩色獭兔品种的空白。

近年来，优质獭兔皮的需求量一直

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彩色兔皮需求日趋

旺盛，尤其以青紫蓝色獭兔皮最为名

贵，深受市场和消费者欢迎。

“青紫蓝色獭兔皮色彩纯天然，无

法仿制，且轻柔、舒适、保暖，提升了我

们的服饰品位。”海澜之家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采购部主任石晓东介绍。

针对市场需求，吴信生团队瞄准育种

难点，依托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和江苏省

特色畜禽产业技术体系，开展了10余载潜

心攻关，成功培育出彩色獭兔新品种。

吴信生介绍，如何在保持主要生产

性能的基础上，提高毛色遗传稳定性，

是彩色獭兔选育的最大难点。他们对

育种目标和主选性状确定后，进行育种

素材的收集和提纯复壮，连续开展 4 个

世代的群体继代选育，并利用常规育种

技术结合分子辅助育种技术，育成“甬

青獭兔”核心群。

该品种以青紫蓝色被毛为重要经

济性状，具有体形中等、被毛密度好、枪

毛比例低等突出生产性能。“甬青獭兔”

在培育过程中，采取边选育边开发利用

的方式，迄今已累计利用 30 多万只“甬

青獭兔”兔皮，开发的产品包括青紫蓝

色毛皮服饰系列、编织系列、领子及毯

子系列和利用边角料制成的产品等，已

销往海外。

全国畜牧总站首席专家刘长春研

究员表示，“甬青獭兔”新品种的培育，

不仅丰富了我国家兔遗传资源，为我国

獭兔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提供了优质种

源保证，而且培育了一支獭兔育种科技

创新团队，为我国进一步开展獭兔育种

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可借鉴的

成功经验与做法，对促进我国獭兔产业

可持续发展、提升獭兔产业整体水平、

提高养殖经济效益、增强国际市场竞争

力、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大意义。

彩色新品种“甬青獭兔”育成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日电 （实习

记者孙明源）2 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在北京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

列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称我国养老保

险基金运行稳健，她还介绍了个人养老

金有关情况。

王晓萍从四个角度分析了目前我国

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的整体情况：一是收

支有平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全年收支基本平衡，基金运行总体平

稳。二是基金有调剂。为解决基金分布

不均的结构性矛盾，在实施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的基础上，2022年全国统筹制度

启动实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剂基金，

调剂力度更大。三是财政有投入。中央

财政补助继续增加，地方财政建立了长

期投入机制，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四是

长远有储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不

断扩大，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

金工作已经完成，这两部分基金都是养

老金发放资金来源的长远储备。

“我明确告诉大家，我国养老保险

基金运行稳健。”王晓萍说。

王晓萍介绍，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2022 年正式启动实施，标志着我国多

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基本形

成。去年年底，个人养老金制度在 36

个先行城市和地区启动实施。各有关

方面共同努力，群众积极参加，实施 3

个月以来，参加人数已经达到 2817 万

人。2023 年，人社部将按照先行一年

的部署要求，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做好

政策宣传解读，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积

极稳妥推进制度实施。

王晓萍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央制定、实施、改革和完善了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总体方案，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实现了全国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实现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

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并轨，多层次、多支

柱养老保险体系进一步健全。目前，我

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到 10.5

亿人。

人社部：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稳健

科技日报北京 3月 2日电 （记者

杨雪）2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

布会，介绍“坚定信心，奋发有为，推动

商务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有关情

况。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答记者问时

表示，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服

务为核心、数字订购与交付为主要特征

的数字贸易，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新

趋势，也是未来贸易增长的一个新引

擎。

王文涛介绍，这几年，我国数字贸

易得到快速发展。2022 年可数字化交

付的服务贸易规模达到 2.5 万亿元，比

5 年前增长了 78.6%。我国拥有最大规

模网民数量、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应用场

景，这些都为发展数字贸易打下扎实基

础。下一步将加快发展数字贸易，重点

做好 4 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数字贸易顶

层设计，加快推动出台促进数字贸易开

放创新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二是加强数

字贸易平台建设，落实支持国家数字服

务出口基地创新发展的各项举措，培育

数字贸易龙头企业，办好全球数字贸易

博览会，稳步推进数字贸易示范区建

设；三是培育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积极支持数字产品贸易，持续优化数字

服务贸易，稳步推进数字技术贸易，积

极探索数据贸易，加快贸易全链条数字

化赋能，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四是建

立健全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加快建立数

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安全

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商务部：将加快发展数字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