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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雍 黎

“针对民营企业‘不能投’‘不敢投’

‘不愿投’等问题，浙江在一些普遍关注

的重点领域加大政策创新力度，提出支

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创业投资、政府

采购倾斜等措施。”谈及新政亮点，浙江

省政府副秘书长周向军介绍道。

8 月 28 日，《浙江省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简称《若干措

施》）新闻发布会在杭州举行。记者从

会上了解到，《若干措施》包含“提信心

增预期、降门槛扩领域、真公平破隐性、

拓市场促升级、优氛围增服务”5 个方

面，共 32条政策措施。

“3个70%”强化要素保障

民营经济被视作浙江经济的最大

特色和最大优势。2022年，民营经济增

加 值 占 浙 江 省 生 产 总 值 的 比 重 为

67%。截至目前，浙江省民营企业达

322 万户，占全省企业总数 92.05%。浙

江省委、省政府此次研究出台《若干措

施》，旨在以政策集成创新赋能浙江民

营经济新飞跃。

针对民营企业“不能投”“不敢投”

“不愿投”等问题，在吸引民资方面，

《若干措施》围绕基础设施、重点产业

领域，提出向民营企业推介“三张项目

清单”。

“‘三张项目清单’分别是重大工程

和补短板项目清单、重点产业链供应链

项目清单、完全使用者付费的特许经营

项目清单，为民间资本更好了解和参与

重大项目提供平台。”浙江省发展改革

委党组书记、主任杜旭亮介绍。

记者了解到，针对民营企业和民营

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保障不够

等问题，《若干措施》着力强化财税政

策、产业基金、金融保障、用地用能用工

等方面的政策保障。

“特别是考虑到民营经济创造全省

70%左右的 GDP，我们谋划提出了‘3个

70%’的要素保障机制。”周向军介绍，

即省“4+1”产业专项基金投向民间投

资项目比重不低于 70%；统筹新增用地

和存量用地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不

低于 70%；每年新增能耗支持民间投资

项目的比重不低于 70%。

何谓“4+1”产业专项基金？今年

初，浙江省推出八大政策包和四张要素

清单。其中，“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

培育政策包明确：“迭代产业基金，设立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现代消费

与健康、绿色石化与新材料等 4 支产业

集群专项基金和 1 支‘专精特新’母基

金。”

值得期待的是，目标总规模超 2000

亿元的“4+1”专项基金群已正式启动。

打破“玻璃门”等隐性壁垒

政策优惠一目了然，民营企业看得

见却拿不到；职能部门管理服务不到

位，令企业绕弯子；在投资准入等方面

对民营企业不能一视同仁……制约民

营经济发展的相关现象，被形象地比作

“玻璃门”“旋转门”“卷帘门”。

如今，“玻璃门”“旋转门”“卷帘门”

等隐性壁垒尚未完全消除、“一视同仁”

尚未真正实现。对此，《若干措施》提出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严

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严格实行

“非禁即入”等措施，不让公平停留于

“书面”，而是真正落在“实处”。

此外，《若干措施》还提出建立健全

民间投资问题收集和推动解决、民营企

业定点联系、民间投资调度三项工作机

制，为民间资本提供更好服务。

“以民营企业定点联系机制为例，

是按照‘覆盖主要行业、兼顾大中小型

企业’的原则。”杜旭亮介绍，近期我们

已梳理一批企业，在制定民间投资相关

政策时，将通过座谈、调研、服务等方式

充分征求意见。

如何让基层和企业看得懂、能解

读、会执行，确保 32 条措施好操作、能

落地、真见效？记者了解到，根据《若干

措施》，相关部门将进一步配套完善形

成“1+N”政策实施体系，初步细化推出

145条措施。

周向军表示：“我们相信，从民营企

业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从民营经济最

需要的地方做起，我们就一定能解决好

企业困难，让浙江的民营企业突破瓶

颈、转型升级、蜕变成长，就一定能创造

好营商环境，让浙江的民营企业放开手

脚、破浪前行。”

破解“不能投”“不敢投”“不愿投”等问题——

浙江出台“民营经济 32 条”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K强信心强信心 开新局开新局

“作为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场景，金融行

业是大模型技术和算法突破的沃土。”8 月 28

日，在重庆两江新区举行的金融大模型发展

论坛暨马上消费金融大模型发布会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表示。

论坛上，多位院士专家围绕生成式人工

智能和金融大模型展开了讨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

授谭建荣讲解了大模型的关键技术与发展趋

势。他介绍，过去的人工智能强调因果关系，

而现在大数据强调关联关系，从不确定性中

寻找确定性，从变量中找出不变量。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三大技术特征就是

大数据、大模型和大算力。”谭建荣表示，生成

式人工智能是基于知识工程和知识图谱的大

模型，知识工程就是从数据里凝练出知识，这

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其目的还是提高人们借

助现代化工具利用信息的能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定位还是智力

劳动者的助手。”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清华

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表

示，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会把一个行业整体取

代。通用大模型 ChatGPT 对文本语言比较

重视，对数字其实不敏感，所以有时候会答非

所问。另外，通用大模型的落地也是一大挑

战，如用在金融领域就很有可能出现“鸡同鸭

讲”的情况。

“坦诚地讲，在工业领域、金融领域，通用

大模型还有 4 个关键的难题。”马上消费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上消费）首席信息

官蒋宁表示，这 4 大难题包括关键性任务和

动态适应性、个性化要求和隐私保护、群体智

能与安全可信以及基础设施的能力。

应对人工智能风险方面，国际系统与

控制科学院院士、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

主任杨新民表示，随着大模型的开放开源，

深度合成技术的非法使用存在加速积聚的

风险。

针对提升大模型应用的可信实践，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爱华在致辞中

表示：“可信人工智能实践的路径逐步清晰。

人工智能发挥作用越大，对于安全可信的要

求也就越高。”

会上，马上消费发布全国首个零售金

融大模型——“天镜”。“我们希望在任何情况下‘天镜’给客户的回答、给所

有员工的回答是合规的，并且在任何不可预期的情况下是稳定的。”蒋宁表

示，马上消费已形成“三纵三横”的大模型发展技术布局。所谓三纵，是指实

时人机协作、多模态智能、数据决策智能，在数据领域实现智能化和结构性

数据判别式模型的综合能力。三横是指持续学习、模型合规、组合式 AI 形

成安全合规可信的鲁棒性技术能力，确保让模型越用越聪明，同时更稳定、

更安全可控。

基于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重庆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和马上消费牵头发

起，阿里云、复旦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腾讯云、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单位

联合倡议发起“金融大模型可信安全验证与联合创新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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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发展新引擎

“我们先后主持起草了《半导体材

料多线切割机》行业标准和《多线切割

机》河北省地方标准。”唐山晶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继超对记者

说，是持续的创新让他们成为行业标

准制定者。

“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精密

电子专用机床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我

们目前拥有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等 2

个国家级研发平台和 4 个省级研发平

台。”杨继超兴奋地说，“为增强科技创

新能力，企业正在谋划新建现代精工产

业园，包括建设创新研发生产车间和现

代精工科技智能配套设备。”

近年来，玉田县涌现出一批像杨继

超所在企业那样的“隐形冠军”，这些企

业已被纳入县域新兴产业培育发展工

程中。

“我县目前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10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 77 家。”玉田县工信局局长党开国介

绍，其中有 22 家企业主持或参与制定

了 60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为打造“华北

隐形冠军之乡”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将深入推进《玉田县县域特

色产业提质升级工作方案》，引导更多

的‘小巨人’和专精特新企业申报国

家级、省级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党

开国表示。

产学研深度融合

走进位于玉田县虹桥镇的河北建

支铸造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

攻丝机等十余项自动化生产设备让这

家“老牌”铸造企业车间更具智能化。

“我们以往只有实践经验，而无自

动化生产设备。”该公司副总经理艾晨

光告诉记者，企业的智能化生产场景得

益于科技特派员。

艾晨光介绍，2018 年，乡镇科技特

派员牵线为他们与唐山学院建立了产

学研合作，又于今年 3 月共建了博士创

新实践基地。

“通过科技推广，我们镇上有 65 家

企业注册成为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虹桥镇科技特派员李鸿利介绍，今年有

5 家企业培育成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

企业。

产学研深度融合成为县域科技创

新的引路者。“今年 2 月，我们与清华大

学签署了‘光储氢系统集成关键技术’

协议。”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恒田介绍，这将提升企业

的研发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助推县域科技创新，更多需要俯下

身子做服务。“我们建立了‘政府科技顾

问+专家科技特派团+基层科技特派员’

的科技服务模式。”马春光说。

凝聚创新力量，激发科技动能。“我

们将以国家级创新型县（市）建设为契

机，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生态，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壮大优势特色产业，赋能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玉田县委书记

田军威表示。

河北玉田：创新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
落叶化土、枯枝还田。“十三五”期

间，北京市西城区启动了“黑土计划”，

利用园林绿化废弃物高值化处理后的

有机质反哺城市土壤。监测数据显示，

经过反哺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了

1—2倍，水解氮、有效磷、有效钾含量提

高了 1—4倍。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姜英

淑介绍，北京市各类林地绿地每年产生

的园林绿化废弃物约 500 万吨，以推动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科学处置利用为

核心，各类园林绿化废弃物科学处置管

理体系初步形成，已实现100%禁烧。

目前，北京市针对不同类型、不同

区域已形成 10 余套处置技术方案，配

套 20 余种设施设备，推动分类分区施

策，城区以就近堆肥、生产有机覆盖物

等方式进行土壤改良和裸露地覆盖，平

原区则以就地粉碎还田、就地堆肥等形

式归还林地，而山区以沿等高线堆放、

自然腐烂为主。

姜英淑介绍，下一步，北京市计划

启动首都园林绿化“沃土工程”，加大园

林绿化废弃物产品的应用，全面提升土

壤质量和生态承载力。

园林绿化废弃物变
废为宝从四方面入手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解决园林绿化废弃物变废为宝

的难题，贺然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入

手。

首先，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公众

环保意识。应将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

化处理对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低碳发

展、改善人居品质的重要意义，向公众

进行宣传和倡导，让更多人成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宣传员和践

行者。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

规和标准规范，并加强贯彻落实，规范

园林绿化废弃物的处理，加强绿化垃圾

的管理和循环利用。

再次，要加强科学研究。我国园林

绿化废弃物开发利用研究起步较晚，园

林绿化废弃物不仅仅能制作成肥料，在

园林景观的营造、园林覆盖物的制作乃

至园林文创用品的开发利用上，都值得

去深入研究、探索、挖掘。

最后，要有政策上的扶持。园林绿

化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与传统的焚

烧、填埋方式相对比，在资金、人员、设

备、交通运输等多个方面都需要一定的

投入，其产出的有机质或者其他产品也

面临着与市场成熟产品竞争的压力。

因此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持，让园林绿化

废弃物真正变成宝贝，让更多的人从中

获得实惠，园林绿化废弃物的循环利用

产业才能健康发展。

8 月 28 日，国家电投下属新
源劲吾公司举行“全彩光伏自动
化生产线开放日”活动。活动走
进位于北京通州张家湾开发区的
资源再生与高值利用生产展示基
地，让公众深度了解退役光伏组
件资源化、高价值、再生型回收利
用技术及前景，展示光伏产业的
创新成果，推动光伏产业以绿色
低碳的循环经济模式发展。

图为观众观看全彩光伏应用
场景沙盘。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彩色光伏

循环低碳

农业现代化，种业是基础。

近日，“修水黄羽乌鸡”通过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定。这也是

2010 年以来江西省首个通过国家鉴

定的家鸡遗传资源。

十余年潜心种质保
护与研究

江西修水县东部的九岭山脉，孕

育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山脉深处

的黄坳乡，有一种被称为当地特色的

黄羽乌鸡。据《修水县志》记载，当地

人从明朝末年就开始饲养黄羽乌鸡，

该品种具有乌皮、乌舌、乌肉、乌骨和

乌爪的特征。

2010 年，作为家禽学领域专家的

刘三凤在一次调研中偶然得知当地有

此鸡种，数量稀少且仅为当地少数农

户圈养，无固定保种场所。刘三凤发

现，该鸡羽毛卷曲外翻，脸颊黝黑，耳

朵蓝绿、胫像竹筷、漆黑无肉、爪似铁

钩、冠大暗红、周身皮肤漆黑。

“这种类型的鸡不要说在江西，在

全国都很少见。”刘三凤认为，如此特

殊的地方特色鸡种遗传资源应该要得

到保护与利用。

2011 年，当地村干部和创业青年

带领本村 36户农民，历时 45天在黄坳

乡 13 个行政村收集黄羽乌鸡原始繁

殖群体共计 2398羽。

在此基础上，江西农业大学等单

位的研究人员自 2011 年开始对修水

黄羽乌鸡进行了十余年的资源挖掘、

保护和研究。

“项目多次垫资，就为了能保住这

一品种。”在刘三凤看来，种质资源是

情怀，也是责任。

12 年间，江西农业大学毛辉荣副

教授和刘三凤教授研究团队对其来源

历史、数量、生产性状和遗传评估等进

行了长期跟踪和探索，初步提纯群体

外观特征，系统测定了修水黄羽乌鸡

的各项种群特征性能，成功鉴别了卷

羽性状因果突变，制订了种群的保种

方案，为修水黄羽乌鸡这一稀有又珍

贵的黄羽类型乌鸡能持续保存和申报

国家家禽遗传资源奠定了基础。

2019 年修水黄羽乌鸡专业养殖

合作社正式运营，2020 年 8 月黄羽乌

鸡原种场建成使用。

“在这样的保种成果背后，蕴含着

无数人多年的努力。”毛辉荣说，团队

联合修水黄羽乌鸡原种场、九江市农

业农村局、修水县农业农村局等多家

企事业单位，系统开展了资源搜集、挖

掘和种质特性研究，成功协助企业建

立了黄羽乌鸡保种群体。

村民参与度100％，
年产值超2000万元
“修水黄羽乌鸡之所以能够从古

至今保存下来，得益于该品种所具有

的药用价值。当地居民代代相传地把

它作为药用鸡养殖到现在。”毛辉荣

说，想要保住这个品种，应该以当地群

众自繁自养和保种场集中保种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科学保种。

近年来，在多方合力下，当地通过

村集体创办企业，致富能人带头领办、

村党员干部主动参与、村民自愿参与

乌鸡养殖，形成规模效应。如今，修水

黄羽乌鸡的养殖从孵化、育种、种鸡养

殖、对外销售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通过村集体管理模式，经过四年

发展，现每年产出乌鸡苗 20 多万羽，

年产值达 2000 多万元。我们村的村

民参与度 100％，每户农户都养了几

十羽黄羽乌鸡，通过这一项每户每年

增收两三千块钱。”黄坳乡三塘村村支

部书记徐雪锋说。

“ 从 分 子 学 水 平 研 究 表 明 黄 羽

乌鸡血缘具有独特性，黄羽类型乌

鸡在我国地方鸡品种中颇为少见，

同时兼具乌鸡和卷羽等种质特性的

就更为稀有。上述特征为其遗传资

源审定后推广应用创造了条件。”毛

辉荣告诉记者，在国家通过修水黄

羽乌鸡遗传资源审定后，研究团队

将继续利用现代分子技术，组建核

心保种群，同时建立健全完善的良

繁体系，加大对于黄羽乌鸡保种场、

良种扩繁场等各级品种繁育结构的

建设力度。

江西修水打造“黄羽乌鸡”科学养殖产业链
◎本报记者 魏依晨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孙
苗）8月27日，第10个湖北实验室——湖

北时珍实验室正式揭牌。这是湖北首

个依托政府建设、由大学牵头组建并运

营管理、聘任院士专家团队主导研究的

中医药协同创新平台。

揭牌仪式上，湖北省委副书记、省

长王忠林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北时珍

实验室主任王琦颁发聘书。

王琦表示，建立该实验室有“三大”

意义。首先，湖北时珍实验室以国家和

湖北省重大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中医药

强省为目标，整合省内外优势力量，创

新体制机制，以科技创新突破发展瓶

颈，将引领、驱动全省中医药整体发

展。其次，它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大学

科背景下成立的，是湖北省委、省政府

建设科技强省、中医药强省的战略部署

的标志性成果，是以省为单位高规格建

成“创新、团队、资本、产业”四位一体的

中医药协同创新平台，体现原创和现代

相结合、基础和应用相结合、本土和多

边相结合的新模式。第三，该实验室的

成立还将擦亮李时珍文化品牌，立足供

应链、重塑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成为湖

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

据介绍，为汇聚优质资源，围绕中

医治未病重大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

重大疾病临床诊疗方案推广，湖北时

珍实验室已谋划搭建校企合作、医疗

合作成果转化平台，构建实验室基础

研究、临床试验、技术推广、成果转化

一站式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提升湖

北省中医药协同创新能力，服务区域

高质量发展。

此外，该实验室将采用“揭榜挂帅”

方式，围绕中医药经典传承创新重大科

学问题，支持和鼓励一批优秀中青年专

家团队，持续资助进行长期、深入的基

础研究，构建基础研究特区模式。

湖 北 时 珍 实 验 室 揭 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