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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技服务业已成为现代服务

业的生力军，使得经济高质量发展成色

更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地

区实现服务业增加值 1.8 万亿元，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超七成。其中，科技服

务业表现抢眼：一季度，北京市认定登记

技术合同成交额达 2090.9 亿元，同比增

长 10.3%；“三城”落地“一区”技术合同成

交额 9.7 亿元，同比增长 93.8%；流向津冀

技术合同成交额 190.7 亿元，同比增长

106.5%，表现出强劲动能。

科技服务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科技

服务业最为集聚的地区均是经济发展环

境优良和高新技术创新创业活动十分活

跃的区域。近年来，我国科技服务业发

展势头良好，研发设计等核心领域增速

不断加快。“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化发展，以服务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推动生产性

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技服务业具有人才智力密集、科技含

量高、产业附加值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等

特点。为实现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2014 年 10 月份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培育一批拥有知

名品牌的科技服务机构和龙头企业”，国

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等 13

个部门于 2021 年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

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

出，“形成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制

造服务业集聚区和示范企业”等发展目

标。以北京为例，科技服务业已成为全

市 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之一，涌现出多家

服务于生物医药和智能制造新赛道的高

速增长企业以及一部分“独角兽”企业，

2023 年增速超过 20%的企业达 800 多家，

成为科技服务业的“亮眼名片”。

也要看到，我国科技服务业起步较

晚，总体上仍处于发展初期，还存在着

经营主体发育不健全、服务机构专业化

程度不高、高端服务业态较少、缺乏知

名品牌、发展环境不完善、复合型人才

缺 乏 等 诸 多 问 题 。 基 于 此 ，应 多 措 并

举，精心培育新增长点以及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发展科技服务

业，使其成为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

重 要 引 擎 ，以 科 技“ 软 服 务 ”锻 造 增 长

“硬实力”。

一方面，支持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

剥离研究开发、工业设计、检验检测、计

量认证、创业孵化等专业化服务，形成围

绕大健康、大信息、智能制造等主导产业

的新业态新模式。结合制造业“数转智

改”行动，鼓励央企国企紧抓新能源、商

业航天等未来产业布局的关键期，稳中

求进、先立后破，积极培育新业务新赛

道，加速完成转型升级，促进产业向价值

高端化和高质量发展迈进。

另一方面，在培育壮大创新主体、扎

实推进服务业集聚区建设、提升载体服

务能力、强化科技金融活力等方面下功

夫、见成效。重点服务龙头企业“换挡

期”，建好创新平台“枢纽点”，织好成果

转化“服务网”，用好科技金融“活水源”，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据《经济日报》

科技“软服务”锻造增长“硬实力”

资讯经济

□ 任小琴

随着近几年山西省考古工作的推进，兴

县高家村镇碧村遗址作为 2022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开始引起世人的广泛关

注。据悉，先民们在碧村生活的痕迹，最早可

以追溯到距今 5000多年前的仰韶中期，他们

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岸边的河前坡地

上。岁月流转，沧海桑田，依山傍水始终是人

类定居的优选之地。时至今日，碧村村民依

然聚居在黄河与蔚汾河交汇处，在这片承载

着千年文明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创造新的文

明，追求新的梦想。

从 2021年到 2023年，碧村先后被确定为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和乡

村旅游示范村，这些荣誉为碧村的振兴崛起

注入了强劲动力。

改善人居环境
美丽乡村同步乡风文明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碧村以强化基础设

施建设为切入点，致力于改善人居环境，提升

居民的幸福感。从规划之初，村支两委便积

极配合有关单位，本着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的

原则，进行合理规划。在施工过程中，主动配

合施工方与村民进行沟通协调，确保项目如

期完工。目前，美丽乡村示范点项目已全面

竣工，总投资达 850 万元。其中包括两个总

面积为 1019平方米的村民活动小公园，以及

120户村民的大门、围墙的改造。此外，村内

外道路均已实现硬化、绿化和亮化，绿地总面

积达 15720 平方米，硬化面积达 527 平方米，

新建路灯 130 盏，铺设污水管道 6 公里，将两

座旱厕改造为水厕，并完善了下水排污、化粪

池等基础设施。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碧村还大

力推行移风易俗，积极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他们将村委会闲置的砖窑改造为碧村红白理

事厅，面积共 170 平方米，平日用于宣传、版

面制作和开展移风易俗相关的文化活动。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碧村开展了多项主题

文化活动，如“清明节文化传承教育和传统食

品制作”“移风易俗，文明祭祀”以及“追寻红

色印记，倡导绿色清明”等。

如今的碧村，从内到外焕然一新。古色

古香的村容村貌彰显着其悠久的历史，干净

整洁的道路让村民告别了尘土飞扬的日子。

新建的大戏台在每年的“平安古会”活动中让

村民们尽享晋剧魅力。星星点灯的景象一去

不复返，明亮节能的路灯照亮了山村的夜

晚。村民世代居住的环境日益改善，道路两

侧的树木郁郁葱葱，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花

香，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也让远走他乡的游

子思乡之情愈发浓烈。

特色文旅引领
古老文明交融红色文化

碧村是一片充满传奇的土地，其历史可

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是目前在黄河入口处发

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史前石城。城

内遗址丰富，包括祭祀区、居住区和工作区

等，总面积约 75万平方米，出土了众多陶器、

石器、骨器和玉器等文物，生动反映了当时人

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考古分析显示，碧村先民在 4000多年前

就形成了粟为主、黍为辅，同时大量养殖猪羊

牛的农业经济，为其扩土建城打下了良好基

础，也为研究黄河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质载体。

遗址的发掘为碧村的旅游事业增添了新

动力，成为了一张靓丽的名片。近年来，围绕

遗址的发掘、保护、开发、利用，县、乡党委政

府和支村两委借助各类媒体积极宣传，营造

浓厚的旅游氛围。如今，碧村遗址声名鹊起，

慕名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此 外 ，碧 村 还 拥 有 丰 富 的 红 色 文 化 资

源。1940年 5月，中共晋西区委员会（简称晋

西区党委）迁至此地，领导晋西北、晋西南、大

青山地区的工作。1944 年，占地面积 750 平

方米的白求恩第六国际和平医院落户碧村，

成为现今兴县人民医院的前身，晋绥军区的

伤员曾在此治疗，其子女在此出生。为传承

红色基因，近年来政府对该红色遗址进行修

缮，两处红色文化旧址为碧村发展红色旅游

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产业致富兴村
智慧党建巧搭发展平台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的兴旺。在发

展产业的过程中，碧村坚持因地制宜、注重特

色的原则，积极发展红枣产业和养殖业。作

为传统优势产业，碧村红枣品种老化，市场竞

争力日益衰退。为了扭转这一局势，碧村积

极寻求上级有关部门的支持，对原有枣树进

行品种改良。2022 年，投资 150 万元通过高

接换优进行提质增效，引进圆枣、冬枣等受市

场 青 睐 的 优 良 品 种 ，共 计 改 良 了 800 亩 枣

林。为确保改良效果，该村采取个户负责种

植、管护，村集体聘请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的方式，推动这一工作顺利实施。如今，嫁接

改良后的枣树生机勃勃，已经全部挂果，这一

优势产业再次崛起。

养殖业是碧村的又一支柱产业，目前全

村 共 有 17 户 养 殖 户 ，有 猪 5000 头 、羊 200
只。近年来，养殖市场波动剧烈，村民们深刻

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村“两委”积极响应村

民呼声，结合智慧党建工作，完善碧村大数据

系统，重点打造了线上信息共享平台和多人

VR互动平台，同时建立了居民触摸屏端和手

机微信小程序，以便及时收集、整理群众意

见，精准回应群众需求，依托大数据信息平台

有效地降低了各种风险和损失。此外，针对

现有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该村邀请有关

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专题培训和技术指导，

力求将技术风险降到最低。

走在碧村的道路上，每一个角落都能寻

觅到古村的痕迹，每一刻都能感受到新生的

活力。千年的古树虬曲苍劲，为行人遮蔽绿

荫；岩壁上凹凸不平、造型各异的孔洞与村民

的新居交相辉映，错落有致。古老与新生在

这里和谐共存，构成了碧村最美的画卷。历

经几千年的风雨，碧村村民始终坚守初心，顽

强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新时代下，乡村振

兴的东风已吹遍祖国大地，也吹进了这个位

于黄河岸边的古老村庄！

吕
梁乡村行乡村行··看振兴看振兴

幸福生活入画来
——兴县碧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纪实

近日，吕梁市供销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陆续将智能垃圾分类回收

屋投放到各小区，人们只需要在电子显示屏上轻轻一触，选择刷卡、扫码、

手机、人脸等不同的投递方式，将纸类、塑料、金属、织物等可回收物按不

同的类型进行投递，智能设备便可自动称重、自动计费，所获得的收益会

直接进入投递人个人账户，可以提现或消费，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垃圾资源

有偿回收利用。

图为市民正在使用智能垃圾分类回收屋。

记者 侯利军 摄

国家统计局 12 日发布数

据显示，2024年全国夏粮总产

量 14978 万吨（2996 亿斤），比

上 年 增 加 362.7 万 吨（72.5 亿

斤），增长 2.5%。其中小麦产

量 13822 万吨（2764 亿斤），比

上 年 增 加 365.8 万 吨（73.2 亿

斤），增长 2.7%。全国夏粮获

得丰收。

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

中 21个产量有所增加，特别是

河南上年因灾减产 263.0万吨

（52.6 亿斤），今年恢复性增产

235.6万吨（47.1亿斤），占全国

增量的 65.0%。山东、江苏、安

徽、河北等夏粮主产区分别增

产 42.4万吨（8.5亿斤）、23.3万

吨（4.7亿斤）、18.5万吨（3.7亿

斤）和 14.4万吨（2.9亿斤）。

夏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

2024 年 全 国 夏 粮 播 种 面 积

26613千公顷（39920万亩），比

上 年 增 加 4.5 千 公 顷（6.8 万

亩）；夏粮单产有所增加，2024

年 全 国 夏 粮 单 位 面 积 产 量

5628.0 公斤/公顷（375.2 公斤/
亩），比上年增加 135.4公斤/公
顷（9.0公斤/亩），增长 2.5%。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

王贵荣分析，气象条件总体有

利、生产条件持续改善、单产

提升工程初见成效，是夏粮单

产增加的主要原因。各地深

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积极培

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

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细化

小麦单产提升各项关键要素，

积极推广小麦高产稳产、抗倒

抗病品种，落实深翻整地、适

深精播等措施，多措并举提高

单产水平。

“2024年我国夏粮获得丰

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

了扎实基础，为巩固和增强经

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王贵荣说。 据新华社

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丰收

总产量达2996亿斤

我国沿海地区坚持开发

与保护并重，正走出一条以高

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之

路。11日在国新办《中国的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新闻

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说。

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发

展重镇，产业高度集聚，资源

需求强劲，生态环境保护压力

大。孙书贤说，按《全国国土

空 间 规 划 纲 要（2021—2035
年）》涉海要求，自然资源部已

编制海岸带及近岸海域空间

规 划 ，划 定 海 洋 生 态 保 护 红

线，明确海洋生态空间和海洋

开发利用空间布局，统筹优化

重点用海活动分布安排。

在强化海洋资源要素保障

方面，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

素保障，简化优化落地项目海

域使用论证要求和程序。严格

管控新增围填海和新增用岛。

稳妥有序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

权，促进海域使用从“平面”向

“立体”转变，推动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探索赋予无居民海岛

使用权依法转让、抵押、出租等

权能，逐步扩大用海的市场化

配置比例。推进海洋产业转型

发展，加强海水淡化、海洋能开

发、海洋生物资源利用、海工装

备等技术攻关，鼓励绿色低碳

技术创新。通过为海洋产业发

展注入新动能、塑造新优势，涌

现出一批像“厦门实践”这样的

美丽中国建设、人海和谐典范。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

沿海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良好，

美丽海湾建设进展顺利。生

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说，目前

沿海 11 个省区市都已制定省

级建设方案和 130个具体海湾

实施计划。通过“一湾一策”

综合治理，鼓励基层创新，我

国唯一的内海渤海，正走出近

岸水质恶化、生态退化、资源

衰竭、灾害频发的生态困境，

通过连续两轮重点综合治理

攻坚，2023年渤海近岸海域水

质 优 良 比 例 达 到 83.5% ，比

2018年增长 18.1个百分点，正

成为全球内海生态环境治理

的新方案。 据新华社

我国沿海地区将以高水平

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冯凯治）
环境卫生关系着居民生活的

幸福感和归属感，今年以来，

汾阳市三泉镇西贾壁村聚焦

环境卫生整治难点，坚持问

题导向，持续深入开展环境

卫生大整治工作，着力为村

民创建宜居环境，打造美丽

乡村，点亮乡村之美。

支部推动、党员促动、党

群互动，自开展环境卫生大

整治活动以来，西贾壁村通

过明责任、补短板、谋长远、

建机制，推行了环境卫生包

保责任制度，对全村绿化卫

生、公共场所卫生、村内街巷

道路卫生、河道卫生、垃圾清

运等进行包保划分，明确环

境卫生包保范围，村“两委”

干部群众齐上阵，建立全民

参与、整体联动的工作格局。

“我村‘两委’在 6月中旬

开会研究，推出了组织机构，

制定了规章制度，建立长效机

制，落实了包街包巷的具体人

员和包保范围，然后发出了环

境卫生整治的倡议书，以多种

宣传方式带动群众共同参

与。”西贾璧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主任卫统周介绍说。

除了日常宣传强化村民

的环保意识外，西贾壁村还

在街道配建垃圾箱，门店住

户配备垃圾桶，对环卫硬件

设施进行完善，健全全日制

保洁制度，做到垃圾随产随

清。

此外，村内定期开展农

村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

拆除村内违章搭建，组织专

人对主要公路沿线道路两旁

的杂草、建筑废弃垃圾及河道杂物进行清扫，不留

环境卫生隐患和死角，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支

持、人人共享的人居环境治理氛围。

“作为村民能参与到这样的卫生工作中很是

开心，人们都是包街包户，全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生

活环境。环境好了，村民就是最大的受益人，不仅

如此，大家茶余饭后都愿意在家门口聊天、打牌，

好不快活！”谈及村里的环境变化，村民张毅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西贾壁村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不断推进人居环境

整治常态化和长效化管护机制，促进乡风文明与

人居环境同频共振，进一步提升乡村“新”颜值，提

高群众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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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村民对道路两旁的杂草进行清扫。冯凯治 摄

论坛经济

近日，记者从省保险行业

协会获悉，为进一步提升我省

农业保险服务能力和水平，有

效保障和化解制种产业风险，

该协会日前发布了《山西省政

策补贴性谷子制种保险行业

示范条款》。这是继我省推出

谷子种植保险行业示范条款

后又一个地方政策性农业保

险示范条款。

种业作为农业产业链的

上游，是从源头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产业，

也 是 我 省 的 重 要 核 心 产 业 。

制种保险利用保险机制对种

业产业链条多个环节的风险

进行转移和分散，减少制种企

业或农户的经济损失，稳定其

经济收入。

示范条款的出台丰富了

我省农业保险产品供给，对谷

子制种保险的保险责任、保险

金额、赔偿标准等进行了统一

和规范，提高了保险产品的可

行性和适用性，保障了投保企

业和农户的合法权益，有利于

这一惠及“三农”的保险业务

更快更好地推广和发展。

作为继谷子种植保险示

范 条 款 后 的 又 一 重 要 成 果 ，

此示范条款的出台为我省谷

子制种产业提供强有力的风

险 保 障 ，进 一 步 丰 富 了 地 方

政 策 性 农 业 保 险 的 产 品 体

系。

据《山西日报》

省保险行业协会发布谷子

制种保险示范条款

记者 7 月 12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

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0.96 亿人次，旅客周转量完成

7779.52 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18.4%、14.1%，均创历史同期新

高。目前，我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和周转量等指标稳居世界首

位。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