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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土”文章
——推动农业“接二连三”④

■ 金之平

循环经济不只是一个“环”

■ 孙一琳

■ 闫丽

■ 毛建芳

■ 闫丽

“链”出好环境“链”就新优势

科技小院带来了啥

施然 画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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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了

■ 杨建楠

有人说，一个人的朋友圈，经营的是形象。企业也有

“朋友圈”，展示的不仅是企业的形象、人脉，也是所在地

区的发展氛围。

最近，位于静海区蔡公庄镇工业园的天津君诚管道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即将迎来新“邻居”：广东联塑班皓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在该工业园设立全资子公司。空间

上的近邻，也是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这样的

巧合不是偶然的，而是得益于“招商红娘”的精准“牵

线”。“红娘”不是别人，正是链上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一

个个企业、项目纷至沓来，是静海区产业链招商、以商招

商结出的成果，落户企业成了“红娘”，借力发力，企业“朋

友圈”越扩越大，产业链也越来越强健。

招一个、引一串、带一片，立足产业链进行精准招

商，这背后是一种新的招商模式和发展理念。产业链，

关乎区域发展的吸引力、竞争力。完整的产业链往往

代表着便捷的产品配套、高效的要素保障、良好的创新

环境，这些优势能吸引相关企业投资产业链空白地带，

并促使“链”上企业进行深度分工，从而带动整个产业

发展跃升。换句话说，一条完整、高效的产业链，是一

个企业竞争力的“放大器”，也是一个地区发展环境的

“金字招牌”，产业配套水平越高、协同能力越强，企业

竞争力就越强，营商环境就越好。从这个角度看，增强

“点、线、面”意识，以点带面、以线带片，拉长、做强原有

产业链，依靠“链”上优势做足配套、吸引企业，“链”出

好环境，“链”就新优势，企业如虎添翼，发展也能更上

一层楼。

产业“串珠成链”，无论政策还是服务，都需要有“准

头”，带动企业、项目、资源与“链”共舞。最近，天津凌云

高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有了新变化：通过标准化改造，实

现了工装的自动切换，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订单需求，为

产业链下游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上下游企业关系更为

紧密，得益于津南区对汽车产业链的系统梳理、结构优

化。津南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走访、精准撮合，

促进产业链上企业紧密“牵手”，让需求端与供给端更加

有效衔接，锻造产业发展的实力与韧性。

一条产业链，就是一个活力源。发挥“链”上优势、

激发“链”上潜力，既“招引增量”，依靠链上优势吸引集聚

产业链关联度高的企业进行投资，有的放矢地推动产业

链扩容升级；又“服务存量”，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

好，让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理念，润物无声地沁入城市产业

发展的肌理之中，一条条产业链条，就会成为经济提质向

“新”的阶梯。

李娜：科技创新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走向生
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推动科技与产业深
度融合，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最后一公里”
至关重要。

杜传忠：驱动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

科技创新，动力强劲是创新策源能力、成果转化能力、

科创服务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科研成果转化

不畅，无法对接市场，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也就谈

不上驱动发展、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甚至会影响

源头创新活力和积极性。就像跑接力赛一样，一棒接

着一棒，科技创新策源一端避免“自说自话”，要从现

实生产生活中找方向，科创服务一端强化体系化服务

能力，为成果顺畅转化打通关节，使创新和转化各个

环节紧密衔接起来。这样创新动力会更足，形成一种

科研与经济发展相互赋能的正向循环。

李娜：有这样一个例子，以高性能新能源材料等
为主要研发方向的物创海河实验室，成立后便“接
单”了捷威动力高比能锂离子电池项目，根据企业需
求、聚焦材料创新，仅仅8个月就连续突破高硅负极
设计和应用等技术难题，将改良后的电池正负极、电
解液等一系列新材料交到了企业手上。

杜传忠：从你说的这则事例可以看出，加强以

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以企业为主导，

强调的是聚焦企业创新需求，提升创新效能，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也正因为将科研与产业

有效对接，使科技成果价值在现实中得到体现。

企业有创新意愿，但有时凭自己的力量很难攻克

所有技术难题，需要“借外脑”，通过创新平台的助

力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升级。这也证明，在产学研

深度融合中，科研与经济发展联结越紧密，科技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效率越高。

李娜：是的，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做好相关
服务是关键，比如不断完善全链条全流程的科技服
务体系，打造科创服务生态圈。在您看来，这个科创
服务生态圈应该怎样打造？

杜传忠：有个比喻，叫打造“热带雨林式”创新

生态，与科创服务生态圈一样，都强调科创服务能

力的提升，强调通过健全科技服务体系，为科技成

果有效转化打造良好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

资金、人才等各种因素。做优服务，提升创新效能、转化效率，必然要

求围绕市场需求“拆篱笆”，比如怎样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如何发挥

好知识产权等科技服务机构的作用等。另外，我们也在培养高校技术

经纪人、建立科技成果展示交易运营中心，这些都是助力成果转化、产

业化的有益探索。针对有碍转化的痛点、难点问题拿出好的思路办

法，科技服务体系就会日益完善，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的路也势必

走得更顺畅。

李娜：从提升转化效能的角度分析，科技成果不一定产自当地，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场景也不可能限定在一地。强化区域协同，深化京
津冀协同创新，整合优质创新资源、拓宽成果转化路径，科技创新这个
增长引擎动力会更足。

杜传忠：区域协同是协同创新的重要内容。创新天然有开放的特

性，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为我们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通

过进一步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健全承接成果转

化的软硬件平台等，把北京科技创新优势和天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结

合起来，将为产业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对于“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来说，“制造”和“研发”都是关键词。研发方面，天津有富集的科教

资源、密集的科技人才，这些都是核心优势和竞争力。充分发挥天开

园等创新平台作用，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高水平打造科技创新

策源地、科研成果孵化器、科创服务生态圈，进一步推进创新资源和

产业资源有效对接，科技创新“顶天立地”站得更稳，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也将更强劲。

武清区曹子里镇被称为“绢花之乡”，制作绢花已

有300多年历史。过去制作一枝绢花，需要用刀、剪等

工具做上好一段时间，如今，上浆机、染料机、切丝机等

设备组成了生产线，3D打印技术也被引入，不仅产量

大幅提高，品质也上去了，产品出口欧美多个国家。

有自然、古朴的气息，但不够“高大上”，这可能是

不少人对乡村产品的固有印象。绢花制作的实践证

明，乡土味也可以走高端路线，使产品拥有高附加值。

乡土之“土”，不是土气之“土”，而是蕴含独特水土

气息。把智能化、绿色化融入乡村产业，以工业化、产

业化思维提升价值链，让“土特产”增值，是乡村产业振

兴的必然路径。就拿天津的水稻种植来说，应用物联

网、大数据、通信网络、智慧气象等，让一粒看起来平淡

无奇的大米拥有了与众不同的品质，带动了整条产业

链的发展。

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需要有创新性的思路。将目

光从乡村延伸到城市，从国内延伸到国际，在更多市场

需求与自身产品特色之间“连连看”，往往能有新的发

现。这可以是一个技术赋能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跨

界探索的过程。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要向开发

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

融合要效益。譬如在农文旅的融合中书写“诗与远方”

的故事，就是打动现代人的有效方式。其实，附加值并

不一定是后天“附加”的，而是先天就潜藏于“土特产”

之中的，关键要看我们有没有“发现”的能力，将其挖掘

出来。

打出“组合拳”，“土特产”的附加值会更高。曹子

里镇的绢花过去一枝卖十几元，如今翻了三倍，研发设

计自然是关键，但利用直播销售、非遗体验、搭建国际

化推广和物流平台等方式打造品牌，也起到了助推作

用。互联网时代，乡村产业可以通过一个个手机屏幕

与广阔市场进行联通，把自己在传承、创新中积累的品

质、口碑尽可能地呈现出来，充分激发乡村产业的核心

竞争力。

“乡土味”也可以高“颜值”、高科技、高品质。在增加

附加值上多下功夫，乡村产业的发展会越发红红火火。

对话人：

杜传忠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

李 娜 本报评论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把更多科技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科技成果加快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将为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为充沛的动能。

“一听说村里建了科技小院，我非常高兴，这对我们种植户是个好

消息，我也想在专家们的帮助下，当一回‘土专家’‘田秀才’！”田水铺

村村民顾维俭所说的科技小院，就是不久前在大良镇田水铺村设立的

国家级科技小院——中国农技协天津武清萝卜科技小院。

科技小院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高等学府，将知识课堂搬到

广袤乡野，青年学生、科技人才成了农民身边的技术员，真正把论文写

在大地上。

向下扎根，方能向上生长。农业科技人才在面对面解决农民种

植、养殖问题的同时，将技术成果创造性应用于生产体系，真正服务

农民、服务农业。在乡村振兴一线摸爬滚打中，与农民“同耕一块

地”，科技人才的创新潜能也被激发出来，把更多奇思妙想变成点亮

乡村的科技之火。

科技小院让专家学者成了“农民”，更让农民成了“专家”。专业人

才常驻乡村一线，现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为农民提供零距离、零时差、

零门槛、零费用的科技服务，打通了科技走进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最后

一公里”。技术推广培训、科普服务等一系列服务和活动，不断改变着

农民“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提升了农民的理论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

让农民成为懂技术、“慧”种地的“田秀才”，推动农业农村走向现代化。

科技小院不仅是田间地头的科研“实验室”，更是促进人民群众增

收致富的“加油站”。乘着农业科技的东风，农民的腰包鼓起来、日子富

起来，激发出乡村振兴的新活力。

一块动力电池使用5至8年，电池容量衰减到80%以

下时，就只能遗憾退场了。不过进入回收车间、经过11

道工序后，它可以到基站备电、储能、农机、充换电等诸多

领域中再次“发光发热”。目前，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

收拆解，已经成为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强项产业。

变废为宝，循环经济不单是一个循环，更是一张具

有极高商业价值的版图，一条极具延展性的产业链。

大港油田应用二氧化碳吞吐增产技术，实现二氧化碳

的地质封存，让其“入地为宝”；泰达环保牵手高校和研

究机构展开联合攻关，焚烧垃圾的余热经过烟气处理

可以更好地为园区供气供热……有人把绿色低碳转型

过程中新领域的开拓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比喻为“伤筋

动骨的变革”，其实不然，当技术创新能够在价值链的

全过程充分作用，原有的生产方式在优化，原有的发展

格局也在拓宽，企业能够创造出更多商业价值，实现经

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来源于更高的视野。孤木不

成林，单丝难成线，在整个价值链中与客户、供应商、

社区和合作伙伴互动，是企业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和社

会领域扩大其循环影响力的跳板。日前，一汽-大众

天津分公司入选国家工信部2022年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名单。在其带动下，上下游企业纷纷转型升级、

打造绿色生产体系。当整条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产业能级跃升，企业也能拥有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

最近，各种市集火了。咖啡

市集、娃娃市集、中古市集等，主

题花样百出，商品琳琅满目。但

你听说过“绿色低碳技术产品市

集”吗？与传统市集主打消费不

同，这个市集主打推广——把最

新的绿色低碳技术推荐给有需求

的企业，通过案例介绍、产品路演

等方式让好技术找到好企业、好

企业用上好技术。

绿色低碳成为潮流趋势，一

次创意十足的市集活动，让人们

看到新趋势下该如何顺势而为。

思想活了，方法就多了。

时代需求在变、生产生活

方式在变，推行绿色低碳也要

因时因势主动求变。今年3月，

国内首个市场化小微碳汇交易

平台“CNS碳汇宝”在天津上

线。该平台突破传统碳资产开

发交易思维，对企业和个人均

开放交易入口，为碳汇规模小、

权属清晰的自愿减排项目提供

碳中和项目申报等服务。在碳

汇交易中积极创新，利用市场

化机制激活民间碳交易，新创

意让更多小微农林主体加入

“双碳”赛道，助力他们实现“点

绿成金”。

打开思路，才能找到出

路。而思想的活力，首先来自

主动性。发展绿色低碳不是单

个行业、单个区域的事，它与经

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把多方

力量拧成一股绳，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形成合

力，才能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进程。近期，全国

首个“环保科技产业创新共同体”在天津成立，聚

集成员单位151家，首批启动协同创新中心20个，

通过协力合作、一体推进等方式，集合“政产学研

金服用”各要素，帮助企业解决绿色发展中遇到

的难题。

打开思路也是打开视野，绿色低碳是生产方式

也是生活方式。小到一处口袋公园、大到一座无废

城市，从线下提倡光盘行动、绿色出行，到线上建立

碳普惠平台，只要把思路打开，就会发现绿色低碳在

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点滴中同样大有可为。思路

延伸得越广，出路就会越多。

在日前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

上，300多名乡村能工巧匠激烈角逐，刺绣、编

织、剪纸、泥塑等特色手工艺品让人叹为观止。

更令人欣喜的是，不少手艺人开办企业、领办合

作社，对接大市场，带动乡亲们吃上“技艺饭”。

乡村技艺厚植于一方水土，让它更好赋能乡村

特色产业，能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

发展，能有效拓宽“土特产”发展空间，充分释放

兴业富民的潜力。

喜欢排球的人都知道，排球场上有个位置叫“二传

手”。“二传手”接到来球后，二次传球并组织进攻，是场上

衔接攻防、实施战术的组织者。而在工作中，“二传手”却

是消极工作的一种表现。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通

报的十起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

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吉林省一城市的市政府办公室当“二

传手”，对通知随手转发、高度重复。

赛场上，经验丰富的二传手，必须技术娴熟、头脑

清醒、传球精准、敢于拼搏。而搞形式主义的“二传

手”干部，只知道把任务这个“球”挥手打出去，至于

“球”能否传到位、接“球”者能否打好，则漠不关心。

有的接到上级布置的任务，不经思考、不加研判，直接

全文向下转发；有的部署工作时，或照搬照抄、或照本

宣科，完全没有现实针对性……如此“传球”，与“甩

锅”无异，不仅不能组织实施有效的战术，反而会贻害

工作的部署、落实。

文件转发下去，不等于责任也转了下去。有人说，形

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解决问题，光围着形式打

转转。一转了之的做法，也是如此。干事创业，讲求一个

“实”字。如同赛场上传球是为了得分，干事创业是为了

解决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是为了给群众带来切实利益。

从实处着眼、用实干考量、用实绩说话，才能成为打得赢、

能得分的优秀选手。

干事创业，要“实”也要“活”，既要态度端正，也要技

术全面，不能机械僵硬，也不能虚头巴脑。文件下达了，

政策部署了，该怎样抓落实，哪些是重点、难点，需要思

考、需要研判、需要创新。换句话说，落实的方式方法也

要具有策略性和灵活性。譬如抓项目，既要把握发展大

势、理顺发展思路，也要有专业思维、专业方法；在目标推

进中，既要区分轻重缓急，还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脑筋

开动起来，多一些创造性落实，才能把工作抓到位、抓落

地、抓出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