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张家界市永定区月亮湾张家界市融媒体中心(原张家界市广播电视台) 邮码:427000 电话:总编室电话0744-8380780 办公室0744-8350223 广告部8380701 广告经营许可证:4308004080003 印刷:湖南中南金叶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产业开发区 电话:0744-3237789

时事·公益广告 4张家界新闻网http://www.zjjnews.cn

本版责编/贵术中 版式/胡云

2024年8月15日 星期四

◀◀ （上接1版）
期丽家就在紧邻矿山的乐居村。

曾经，经年累月的磷矿开采带来经济
效益的同时，也让这里成了寸草不生
的“秃头山”，滑坡、山洪等灾害和
塌陷事故时有发生。

当地动员社会资本探索“矿山复
绿＋现代苹果示范园”生态修复模
式，在废旧矿山上建设现代农业种植
示范园，同时打造馨果书屋、咖啡餐
吧等文旅项目，并开展星空露营、山
地户外休闲拓展等活动，培育壮大

“旅游＋”新业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把绿色

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
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
色。

神州大地上，“风”“光”无限好。

一块块光伏板随山地走势连绵起
伏，光伏板下青草日渐茂盛，羊群悠
闲漫步其间……板上发电、板下牧
羊，是光伏基地也是牧场。这个位于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中国绿发尼
勒克县 400 万千瓦风电光伏一体化项
目，以“牧光互补”模式助力绿色低
碳发展。

“项目实现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同
时，光伏板的铺设减少了风对植被的
影响，减少水分蒸发，遏制草场退化
和荒漠化趋势。”新疆中绿电技术有
限公司伊犁运检中心经理刘永说。

依托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
近年来新疆的新能源发展实现“加速
跑”。今年上半年，新疆新增新能源
并网装机规模达到 1408万千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
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

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瞄准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推动绿

色低碳转型发展——
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
转型的意见》，部署加快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
体系工作方案》，树立鼓励可再生能
源发展、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的鲜
明导向。

行业领域，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
发力：《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
动计划》 部署大力推进节能降碳改
造、实施非化石能源替代、推动产业
链协同绿色发展等重点任务；《数据
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聚
焦加快数据中心节能降碳改造和用能
设备更新等。

全国各地，美丽中国建设的脚步

正在加快：在青海，以“生态为纲”
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青海省国家生态
文明高地建设条例》 8 月 1 日起施行；
在浙江，7 月 24 日施行的 《杭州市再
生资源回收行业污染整治提升实施方
案》 提出，到 2024年底生活垃圾分类
实现市区全覆盖；北京在成为名副其
实的“千园之城”之后，今年还将再
添 15处休闲公园和城市森林，50处口
袋公园及小微绿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全力以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
力以赴加强污染防治，全力以赴改善
人民生产生活环境。

面向未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科学指引下，美丽中国建设将不断
迈出新的步伐，不断书写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对

“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作出部
署，其中专门提到“加强技术经理人队
伍建设”。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中间往往要经历漫长且复杂的对接、
试错和迭代过程。为让更多成果加快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技术经理人这一
职业群体应运而生。

技术经理人是指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从事成果
挖掘、培育、孵化、熟化、评价、推
广、交易并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
权等相关服务的专业人员，因此被形
象地称为科技与产业之间的“红娘”。

“技术经理人作为连接创新链与
产业链的关键纽带，在高质量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 科 技 部 科 技 评 估 中 心 专 家 表
示，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对于
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提升国
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实现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
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和技术经理人队
伍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2022 年，

“技术经理人”这一新职业正式纳入
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目前，超过 10个省份将技术经理
人纳入职称序列，许多省市将技术经
理人才列入“十四五”紧缺人才开发
目录，北京、陕西、成都等省市出台
了推动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行动计
划、认定工作指引等专项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科协联合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推进“科创中
国”技术经理人培养体系建设，组织
全国学会开展技术转移转化人才高级

研修、技术经理人能力评价标准体系
构建和试点评价、技术经理人初中高
级教材编写等工作。多所高校设立了
技术转移硕士学位点或开设技术转移
相关硕士培养项目，相关单位开展了
不同等级的技术转移人才专业化培
训，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

业内人士指出，尽管取得了一定
成绩，当前我国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
仍处于发展初期，其规模、质量尚难
满足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需要。科技
部印发的 《“十四五”技术要素市场
专项规划》 提出，到 2025年“技术经
理人数量突破 3万名”。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相关主
管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技术经理人队伍
建设顶层指导性文件，加强宏观指导
和统筹协调。

“必须建设标准化、规范化、专
业化的技术经理人培养体系，并完善

评价、使用、激励机制。”中国科协
科学技术创新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将与相关部门着力优化技术转移人
才供给结构，完善技术经理人培训教
材，研究并建立细分行业技术经理人
能力水平评价标准。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专家认为，
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还需要拓
宽技术经理人职业发展路径，充分发
挥行业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
以保障技术经理人职业发展、职称评
定和薪酬激励等基础条件，增强其职
业认同感。同时，还应从加强师资队
伍培养、强化数智赋能、深化与科技
金融有机结合、提高人才队伍国际化
水平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营
造良好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环境。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让科技与产业“双向奔赴”如何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新华社北京8月 14日电 （记者 罗
沙）“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最高人
民法院 14 日发布 4 件人民法院依法审
理滥伐林木典型案例，表明依法惩处
滥伐林木违法犯罪行为的鲜明态度，
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林木采伐，依
法依规申请采伐许可，科学合理实施
修复措施。

这 4 件案例包括：吴某良等滥伐林
木案，洪某应滥伐林木案，李某贵等滥
伐林木、梁某富等非法运输滥伐的林木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北京市密云
区园林绿化局申请执行行政处罚案。

据介绍，人民法院坚持最严法治
理念，全链条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
行为。在李某贵等滥伐林木、梁某富
等非法运输滥伐的林木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中，李某贵等人滥伐林木
数量巨大，梁某富等人明知是滥伐的
林木而非法运输，情节特别严重，分
别构成滥伐林木罪和非法运输滥伐的
林木罪。人民法院针对非法采伐、运

输等行为构成的非法木材生意利益链
进行全链条打击，强化全面保护。

同时，人民法院在办理破坏森林
资源案件过程中，综合考虑行为人认
罪认罚，积极通过原地补植、异地修
复、认购林业碳汇等方式进行生态修
复情况，贯彻宽严相济政策要求，依
法妥当处理相关案件，引导行为人从

“森林资源破坏者”转变为“森林生态
修复者”，促进森林生态有效修复。在
洪某应滥伐林木案中，洪某应通过环
剥树皮的方式造成林木死亡、破坏森
林资源构成滥伐林木罪，考虑到其具
有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人民法院坚
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理念，依
法适用缓刑，体现了贯彻宽严相济、
恢复性司法要求。

据悉，人民法院坚持公正司法与
以案说法紧密结合，在依法判处刑罚
的同时开展“庭审下乡＋送法入村”
普法宣传，“审理一案教育一片”，让
生态文明理念扎根群众心间。

最高法发布滥伐林木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 13 日
从 科 技 部 获 悉 ， 为 推 动 “ 创 新 积 分
制”提质扩面、规范实施，科技部近日
印发《“创新积分制”工作指引（全国试
行版）》，“创新积分制”从国家高新区进
一步扩展到全国试行，助力更多“硬科
技”“好苗子”企业脱颖而出。

作 为 一 种 新 型 科 技 金 融 政 策 工
具，“创新积分制”依据创新积分对企
业进行创新能力量化评价，打通财税
政策、科技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
源支持企业创新的直接通道，精准引
导技术、资金、人才、数据、土地等
各类生产要素向科技型企业有效集聚。

科技部自 2020 年起在国家高新区
以试点形式探索建立“创新积分制”。
截至 2023 年底，试点高新区已达 133
家，覆盖全国 25 个省份。实践表明，

“创新积分制”在引导金融资源、促进
精准施策等方面起到了显著作用，成
为推动科技金融工作的重要政策工具。

此次发布的工作指引主要包括指
标 权 重 、 数 据 规 范 、 应 用 场 景 等 内

容，为全国范围内的“创新积分制”
实施提供统一指导和规范。

科学、客观的创新积分评价指标
及权重是确保积分制实施成效的关键
与核心内容之一。根据指引，创新积
分核心指标共涵盖技术创新指标、成
长经营指标、辅助指标 3类一级指标及
18 个二级指标。在指标权重设置上，
以突出对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注重对
企业成长经营能力考察为导向，同时
划分了初创期、成长期、稳定期企业
不同阶段，确定了 3 类一级指标及 18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赋值，并将根据实
践情况持续优化。

指引还提出了应用建议，如：地
方政府可以通过“创新积分制”增强
数字化治理能力、精准施策能力和现
代化服务能力；银行类金融机构可以
利用创新积分作为独立的风险研判与
增信授信的依据；创业投资机构和资
本 市 场 可 以 将 企 业 创 新 积 分 作 为 参
考，加大对优秀积分企业股权投资与
上市融资的支持力度等。

助力企业科技创新
“创新积分制”扩展到全国试行

8月14日，河北省昌黎县十里铺乡耿庄村蓝阔葡萄种植合作社的社员在果园管护葡萄。
近日，河北省昌黎县的5万多亩葡萄进入成熟期，果农们开始采摘，供应市场。近年来，素有“葡

萄之乡”美誉的昌黎县积极引导农民更新葡萄种植品种，规模化发展美人指、蓝宝石、玫瑰香等葡萄种
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葡萄成熟果农采摘忙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记者 赵文君） 市
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洋 14 日介
绍，为构建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京
津冀三地加强标准化协同联动，在交通、卫
生、环保、安监、商务、人力资源等重点领域
制定区域协同地方标准 87项。

当日，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京津冀区域标准化工作有关成效。在交通一
体化方面，制定 《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路侧单
元应用技术规范》《京津冀跨省市省级高速公路
命名和编号规则》 等 10 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
推进便捷通畅交通网建设，提升区域一体化运
输服务水平。

作为区域性自驾服务标准，《京津冀自驾驿
站服务规范》 更好满足了自驾游客在京津冀内
的停车、休息、补给、餐饮、住宿等需求，引
导京津冀自驾驿站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促进
京津冀自驾游市场规范、健康、有序发展，优
化京津冀旅游集散功能。

在支撑数据资源统一共享应用方面，通过
深化区域标准化协同，京津冀区域已实现近
1500 万条各类机构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共
享，企业登记服务更便捷。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制定 《液氨贮存使
用单位环境风险防控技术规范》 区域协同地方
标准，引导液氨贮存使用单位加强环境风险管
理、完善环境风险防控设施，从源头预防和减
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

京津冀三地加强
标准化协同联动见成效

第一届玉米种质改良与创新利用
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表
示，种质改良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议
启动全国玉米种质遗传改良计划，开
展全国范围大协作，稳步推进玉米种
质改良与创新利用工作。

此次会议由中国作物学会玉米专
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科学研究所和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
承办。会议旨在促进玉米种质改良与
创新领域交流合作，展示最新科研成
果，推进玉米种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科院作科所所长周文彬表
示，玉米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
重要作用。在当前品种众多、同质化
现象有待解决的形势下，玉米种质改
良与创新利用的意义重大，是确保种
源自主可控的重要途经。建议进一步
创新科研合作模式，系统开展种质改
良与创新利用工作。

中国作物学会玉米专业委员会主
任李建生介绍说，我国玉米面临单产
提升和国际竞争双重挑战，破局的关
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种
质创新，其中种质创新是品种培育的
基础。要聚焦种质创新，共同推动玉
米种质资源的创新利用。

会议期间，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
司副司长杨海生和国家玉米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科学家李新海分别就我国玉
米种业振兴布局与种源创新规划、玉
米种业发展形势与种质创新需求作主
旨发言。近 30 位专家参与学术交流研
讨，来自国内外 10 余所高校和研究机
构的 400 余人参会。与会人员还参观
了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玉米试验和种植
基地，了解种质资源收集与引进、种
质改良技术创新、新种质创制和新品
种培育进展。 （记者 于文静）

专家建议加强玉米种质资源
科研大协作助力种业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