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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假期，天津市滨海新区不少民营企业仍在
加班加点生产作业。新年伊始，记者探访这一国家
级新区发现，民营企业展现不俗韧性，企业数量稳
中有升，民间创新活力不断涌现，成为区域经济蓬
勃发展的生力军。

集聚：平均每平方公里落户近80家民企

　　跨年夜，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上空，数百架无
人机排成“飞龙”“金凤”，舞动夜空。
　　作为国内无人机编队表演领军企业，元旦期
间，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近万架无人机在
海内外30多个城市飞行。公司总经理张云说，表演
带动了销售，“无人机订单排到一季度末”。
　　近年来，像一飞智控这样的科技民企在滨海新
区异军突起，带动了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
药等新兴行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一组数据展示了民企活力：民企限上商品销
售额占全区五成以上，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六
成以上，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七成以上。目
前民企数量达到17.9万户，平均每平方公里有近
80家。
　　在这里，民企融入京津“双城记”。两个月前，
联想（天津）智慧创新服务产业园投产。“黑灯工厂”
里，无人智能生产线每9秒下线一台电脑，年产达到
300万台。“利用物联网等智能技术，工厂达到业内
零碳制造最高水平。”联想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
谢小可说。
　　2023年，天津博迈科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制造出
重量级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船，仅出口巴西一艘便
创汇近10亿美元。“2024年还将有多个‘大块头’交
付海外。”博迈科项目运营中心经理徐立品说。

创新：平均每两家民企拥有1项专利

　　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里，一面高大专
利墙格外醒目。展厅里陈列的每一款水下机器人，
都是对专利的最好诠释。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线。”公司董事长魏建仓
说，近400项专利支撑企业打造出多款闯进欧美市
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专利是创新的标志。最
新数据显示，滨海新区民企有效专利总量达到
85445件。“民企对创新的贡献越来越突出。”滨海
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发展促进室主任
李加军说，平均每两家企业便拥有1项专利。
　　“第一”不断萌生于民企的厂房。康希诺生物
自主研发首款吸入型新冠疫苗，合源生物上市我国
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CD19 CAR-T细胞治疗新药，
天津市特变电工变压器有限公司研制出国内首台
集成智能配电站……
　　创新沃土孕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截至
2023年9月，滨海新区有创新型中小企业1576家，入
库国科小企业4457家。
　　民企推动了当地高质量发展。滨海新区推
出以创新为导向的40多家新型主题园区，以亩产
论效益。其中一家数字货运主题园区每平方米
产出从2022 年的405 万元，增长到2023 年的776
万元。
　　2023年滨海新区入选第一批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示范区建设城市（地区）。“新的一年，滨海新
区将不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优化中小
企业成长环境。”滨海新区科学技术局局长刘朱
岩说。

效率：4小时就能开办一家企业

　　薛佳璐不久前在滨海新区办理企业开办和银
行开户手续，全程只用了4小时。“一次办结，少跑
腿，在滨海新区投资兴业可不是一般方便。”
　　最简告知承诺制审批、京津自贸通办、拿地即
开工……滨海新区便企措施不断落地。
　　前不久，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再上新，与
北京朝阳区共推82项通办事项清单，涵盖商事登记、
人社、司法等高频事项，实现全程网办或就近办理。
　　融资难一直是民企的“心病”。对此，一项“企
业创新积分制”横空出世。企业以创新能力测算积
分，凭“分”融资。天津众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因此
获得850万元的支持。同样受益的还有100多家中
小企业。
　　辖区内金城银行打造数字银行，以数字手段评
估，网上便捷放款。截至去年12月初，累计向包括
滨海新区民企在内的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超过
2000亿元。
　　生产要素创新突破，更让企业享受到政策红
利。受限于土地性质，无人机企业致导创新（天津）
科技有限公司无法进行规模化生产。正犯愁的时
候，滨海新区推出天津首个成规模M0新型产业用
地，满足企业研发、小试、中试全链条的孵化转化需
求。“地方大了，成本降了，解决了科技型企业成长
的烦恼。”公司副总经理李治国说。
　　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说，不为不办找理
由，只为办好想办法，今天再晚也是早，明天再早也
是晚。滨海新区全力以赴帮助民营企业排忧解难，
让民营企业在新的一年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
创业。       （新华社天津1月2日电）

　　绵绵冬雨中，碧绿的梅江河静静
地环抱着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城区，舒展出一幅山水相依、城水相融
的秀美画卷。然而，就在3年前，这条
河却因当地锰产业发展遭受严重污
染，河中经常流淌黑色的污水。
　　秀山地处渝、湘、黔交界地带，因
锰资源丰富，与湖南花垣、贵州松桃并
称“锰三角”。多年来秀山“一锰独
大”，对锰产业形成财税依赖，而“发锰
财、锰发财”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
破坏，当地日益陷入治污成本高、彻底
治污难的困境。
　　“我们痛定思痛，决心壮士断腕！”
秀山县常务副县长付强介绍，为了走
高质量发展道路，秀山从2021年开始，
按照锰产业退出、治理、转型“三步走”
计划，2021年当年对全县29家锰矿开
采企业、19 家电解锰企业实施淘汰
退出。
　　“最大的难题是遗留电解锰渣场
的整治。”秀山县生态环境局局长钟议
介绍，根据测算，平均每生产1吨金属
锰就要产生8至10吨锰渣，秀山县共
有23个锰渣场，实际堆存锰渣约870万
立方米。一些渣场防渗要求较低，再
加上地质情况复杂，导致综合整治难
度较高。
　　在生态环境部技术帮扶组的支持
下，秀山首创地下水精准阻断、碎屑岩
地下水阻断导排等8项先进治理技
术，结合水文地质勘查、监测分析评估
等，编制完成1个治理总方案、23个渣
场“一场一策”的治理方案。
　　在溶溪镇武陵电解锰渣场综合治
理和生态修复现场，一台台挖掘机正
在加紧作业，将土壤均匀铺设在覆膜
之上。“现在看还是一片土黄色，到了
2024年春天，这里将绿草成茵。”钟议
介绍，随着武陵电解锰渣场的综合治理工程收尾，秀山23个锰渣场将
全面完成治理。
　　昔日“锰发财”，如今“猛发展”。锰产业的退出一度带来阵痛，但
也为秀山的“腾笼换鸟”和绿色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青山绿水招来
了一家又一家优质企业，秀山近3年间平均每年落户30家企业，2023
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6.1%，总量保持渝东南片区第一，增速
在全市排名第三。
　　走进位于秀山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孵化园的重庆常隆纺织有限公
司，工人们正忙着加工用于出口的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李浩杨说，当
年来秀山考察时，他被这里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所吸引，2021
年5月注册公司，8月就开始生产，同年10月发展成为规上企业，如今
每年仅出口额就达1亿元。
　　“目前，全县规上工业企业达81家，绿色制造占工业比重达到
86%。2023年上半年，新增重庆市级‘专精特新’企业18家。”秀山县副
县长陈宏波介绍，秀山正加快打造新材料、生物医药两大主导产业，
积极培育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电子信息、汽车配件、绿色建材等特色
优势产业，实现了绿色工业从无到有和集聚成势。
　　同时，秀山商贸物流、农村电商、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也迅猛
发展，建成武陵山区首个百亿级批发市场、17条快递物流专线，形成
覆盖武陵山区的“五大物流中心”，2023年上半年快递上下行2566万
件，同比增长12.9%。
　　产业全面转型后，秀山凭借绿水青山的优势，积极参与武陵山文
旅景区集群建设，打造“洪安边城”“川河盖”等旅游景区；推进农文旅
融合发展，梅江镇兴隆坳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2023年上半
年秀山共接待游客1523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94亿元。
                 （新华社重庆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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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国家级新区民企新“量”点
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王井怀 梁姊

　　2023年上半年，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为
8988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全
国69.3%的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设有老年医
学科；共有约7000家资质齐备的医养结合机构……
　　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面对超
2.8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社会各方奋力书写民生
答卷。
　　冬季呼吸道疾病流行，如何让老年人看病更方
便？走进上海黄浦区的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夜间门诊覆盖了全科、中医适宜技术、康复理
疗、护理服务。
　　“让更多老年人就近‘看上病’‘看好病’，不断
提升健康获得感。”当地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负
责人表示，近期正开展老年人健康监测、推进老年
人流感疫苗接种、定期巡诊分类管理，持续优化绿
色通道，加强养老机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防控。

　　推动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和老年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建设，加强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和
中医医院老年病科建设，让老年人看病购药更便
捷……聚焦老年人就医的“急难愁盼”，有关部门一
直在行动。
　　脑梗抢救后，70多岁的成都市民谷先生转至

“家门口”的青羊区中医馆住院康复。家人省心，自
己也更安心。安排中医学博士、硕士在养老院开展
中医适宜技术服务，将中医药健康服务送到高龄及
低保失独老人家中……包括4万多家中医馆在内，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创
新服务模式，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医”靠。
　　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接受健康管理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较2022年
同期提高了40%。就医购药“一码通”的医保码，60
岁以上激活用户已超1.3亿人，更多智能化适老服务

正为老年人提供便利。
　　河北燕郊，燕达金色年华养护中心。养护中心
与北京通州仅一河之隔，床头安装着输氧管线等医
疗设备，智能移位系统可助力半失能老人洗浴、如
厕……5000多位老人在此安享晚年。
　　作为首批京津冀养老工作协同发展试点单位
之一，养护中心“落地”了北京市养老机构运营补
贴，毗邻的燕达医院率先实现京冀医保互联互通。

“坚持医养结合，继续探索我国养老服务新模式，让
更多老年人安享晚年。”曾任燕达医院医疗院长的
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卢长林说。
　　2012年至2021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359亿元支
持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国家持续完善养老服务支持
政策，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截至2022年末，全国共
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8.7万个，养老床位合计
829.4万张，床位数比2012年末翻了一番多。
　　发布首个国家标准规范居家养老上门服务，1000
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正在建设……更多温
暖举措相继落地，健康老龄化工作稳步推进。
　　“坚持积极老龄观，促进健康老龄化，努力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国家卫生
健康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说。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基层医卫机构“管”起更多老年人健康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田晓航 李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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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面面推推进进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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