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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旧瓶装新酒”
■ 金之平

■ 闫丽

沉住气 铆足劲
科技创新有突破，产业发展有

推手。做好今年经济工作，一个重
要着力点是统筹抓好科技创新和产
业焕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打造
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科技创新对
产业焕新的充分赋能，将为经济发
展注入更强动力。

烧旺社区服务这把“火”

对话人：

刘 刚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张 玥 本报评论员

■ 王化娜

让“智慧之花”开遍田野

从“读者说了算”说起
■ 孙一琳

周信静是谁？

这个名字近日忽然在网

络上走红。他用了11年时

间，从一名职业技术学校的

学生，一路考入麻省理工学

院读博士。这一番“狂飙突

进”，引起网友惊呼。

近年来类似例子屡见不

鲜，山东的田素坤用15年时

间，从职业学院的学生变成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博士

生导师；没有考上高中的湖

南女孩王芳，从职专读起，多

年后考取中国科学院大学的

博士生……

面对这些励志青年，有

人提出了一个颇有些黑色幽

默的问题：如果他们去应聘，

能摆脱“第一学历歧视”吗？

所谓“第一学历歧视”，

是一些企业在招聘时，不招

录本科非名校毕业的学生，

哪怕拥有硕士、博士学位，也

有可能被拒之门外。以致有

人感叹：“第一学历”似乎成

了我的履历“污点”……

过去有种说法，叫“一考

定终身”，形容高考之关键。

如今随着人生选择越来越多

元，这样的观念显然该被时

代淘汰。但“第一学历歧

视”，仍旧把本科学历设定为

职场“敲门砖”，不啻“一考定

终身”观念的变种。这种思

维方式，用一个节点定义整

个人生的发展，绝对化、片面

化，是在用停滞的眼光看问

题，否定人的变化与成长。

教育部曾公开答复过，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

及文件中都没有使用过“第

一学历”这个概念。那么，为

什么一些企业在招聘时仍采

用“卡学历”的方式呢？常见

说法是要在众多求职者中快

速筛选，降低选人用人的成

本，毕竟在他们的逻辑里，

“本科学历出众等于学习成

绩好，等于人才优秀”。但

“优秀”是这样定义的吗？几

年前，华为高薪招聘的“天才

少年”张霁，本科读的并非名

校，如今他已成为华为苏黎

世研究所数据存储首席科学

家。可以说，如果囿于“第一

学历”，就不会有双方的相互

成就。

在选人这件事上，企业

应该算大账。拿那些“逆袭”的人来说，他们身上

所具备的坚持与拼搏，是不是比“第一学历”更能

证明他们的优秀呢？有这些可贵精神的加持，难

道他们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促进企业和社会

的发展吗？

近日，在天津图书馆，读者变身“图书采购员”，从出版社

带来的上万册新书中挑选出心仪的图书，然后由图书馆买

单，当场就可以借阅。读者收获与新书“一见钟情”的喜悦；

出版社销售了图书，也通过与读者的“零距离”接触，更好地

了解读者的需求；图书馆既丰富了馆藏，也满足了更多读者

个性化、多元化的阅读需求，一举多得。

图书馆不仅是保存图书文献、借还书的物理空间，更是承

担着营造读书氛围、传播优秀文化使命的文化空间。“把选书

权交给读者”的形式背后是图书馆建设思路的转变。书籍浩

如烟海，没有一家图书馆能够囊括世界上所有图书。所以一

个公共阅读空间，不必贪大、求多，在读者需求日益呈现个性

化、多样化的背景下，立足本地特点，贴近群众需求，进而更好

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期待，才能让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人。

在推进全民阅读的路上，公共阅读空间还有更多价值

亟待释放。一些地区通过加强全域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将

社区图书馆、文化驿站、迷你书亭等小而微的文化空间嵌入

街头巷尾，化身大型图书馆的“分馆”，群众从家门口就能借

还图书。主动提高服务的可及性，读者在哪里，图书馆的服

务就延伸到哪里，让阅读深度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全民阅

读的氛围才能更加浓厚。

奶牛全智能挤奶，推料机器人精准投喂，牛舍温度、湿度、光照自动

调控……在宝坻区的天食智慧牧场，科技的力量随处可见，牧场生产的

各个环节都实现了智慧化管理和实时控制可追溯。如今，在越来越多

的农业场景中，科技正成为农业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

科技强则农业强，科技兴则农业兴。推进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

中之重，而产业振兴如何寻求突破？科技是一个发力点。

赋能农业，科技必须要“下田”。一方面要积极对接大专院校、科研

院所，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广和农业科技需求搭建平台，使更

多的农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使更多的农业产业得到科技的

加持，实现提质升级。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用，

让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切实深入田间地头，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开展技术

指导，解决生产难题。

科技赋能农业，对农民的培养必不可少。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靠

农业专家，也要靠广大农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掌握了农业新技

术，用上了农业新机具，科技不仅解放了农民的双手，直播、电商等还让

农产品销售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只有用足良种、良技、良法，不断提

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与效

益，才能实现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变。

“不咬人”不是挡箭牌

北京一女子违规遛狗，

老人被吓坏摔伤。近日，法

院判决认为，虽然老人与该

犬未有接触，但惊吓他人等

非接触性伤害构成侵权，饲

养者或管理人也要承担侵权

赔偿责任。

王宇 画

“沉住气”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提醒人们遇事应沉

着冷静、切勿急躁。推动发展也是一样的道理，既要铆足

劲，也要有定力，发扬钉钉子精神，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上持续发力。

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一

首要任务，在盘活存量、培育增量、提升质量上下功夫，

离不开一种“稳”的能力和素养。比如，在数字化浪潮

之下，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提“高度”、增“厚度”、拉“长

度”，需要借助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船”和“桥”。这是一

个融入、整合、赋能的探索过程，如果没有机敏的嗅觉、

深刻的洞察，不沉下心来细细琢磨、狠下一番实功夫，

是不可能实现产业发展现代化的。对于一个地方来

说，从招引项目、培育产业，到形成产业集群、提升发展

能级，离不开一点点积累、一步步强化。把发展的视线

投远，保持定力、增强耐力、提升实力，才能夯实发展的

底盘，蓄积不断向前的底气。

耐心要足，行动力更要强。稳中求进，要把既定思路

坚持下去，更要拿出主动性创造性；要把既定的举措落实

下去，更要精准精细。在我市举办的一场场重点产业供

需对接会上，上下游企业“手拉手”，供给与需求“吻合”，

更多企业找到产业合作的契合点、发力点。“服务企业”几

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有着丰富的诠释。为落户企业配资

源、配项目、配政策、配服务，体现的是一个地方谋发展的

格局与理念，靠的是全方位的要素与保障。小到服务一

个企业，大到培育产业集群，都是一个个瞄准、发力的过

程。铆足力、用足力，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功夫下到精

细处，善于以点带面形成产业生态、产业集群、产业链条，

新的增长点定会加快孕育、“破茧而出”。

万丈高楼平地起，路要一步步走。目标已定就坚决

推进，不被困难所扰，不被显绩所迷，这是定力，也是信

心。恰如愚公移山，我们大家现在都是挖山的人。一铲

接着一铲挖、一棒接着一棒干，下定决心干到底，高质量

发展的绚丽花朵，就在我们的奋斗之中绽放。

张玥：科技创新是产业焕新的重要动力和
支撑，产业焕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和落
点。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焕新，促进创新链产
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激发企业和产业发展内
生动力，是“统筹”的应有之义。

刘刚：是的。统筹可以是从供给侧的角

度，梳理有哪些科技创新成果能为产业发展所

用，也可以是从需求侧出发，对产业如何转型

升级、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科技创新提出要

求。无论从哪个方向开展，都是要把创新资

源、生产要素进行整合、调度，不断优化配置，

把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等链条打通，拧成一股

绳。进一步聚焦重点产业、前沿领域开展科

研，畅通科研与产业的“握手”通道，让技术攻

关更加有的放矢、更紧密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与

市场需求，这样就有利于打造科技创新新高

地，促进产业发展。可以说，统筹抓好科技创

新与产业焕新，能实现“一增一减”，减少的是

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现象，增加的是符合发展

需要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最终指向提升

发展质量，这也正是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焕新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张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呈现明显的数
智化特征。在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加快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赋能新产
业、新业态，对产业焕新有很强的推动作用。而
这也取决于如何用好我们在这方面的资源。

刘刚：现在国际上的科技创新竞争很激

烈。大家拼的是什么？是谁能掌握更多新质生

产力、握住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数字技术就是一种可以催生新生产方

式的通用和基础技术。产业无论是向智能化、绿色化还是融合化方向

发展，都离不开它的支撑。实现数字技术对产业的更充分赋能，需要把

发展数字核心产业作为着力点。比如把天津现有的算力充分利用起

来，并进一步增加算力，依此为支撑，实现新技术转化落地，能推动数字

技术得到更广泛深入的应用。另外，用好我们在信息基础设施、软件产

业等方面的优势，打造更多工业互联网平台，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上云、

用数、赋智”，让智能工厂、绿色工厂成为产业发展的顶梁柱，这些都有

利于加快天津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也能带动数字产业的发展，扩展产

业图谱、增强产业升级新动能。

张玥：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焕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打
造非常关键，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刘刚：没错。这其实是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视角下，盘活存量、培

育增量的过程。像我们在脑机交互等前沿技术领域寻求突破，构建未

来产业，就是在培育增量，而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发展绿色石化等产业，

就属于对存量的盘活。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发展阶

段上相互衔接，技术上也不是割裂的，很多时候前一种产业在发展中所

产生的更超前的技术需求，会推动对后一种产业的探索。所以，以科技

创新赋能产业焕新，是在这三种产业的发展中同步进行的，也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产业结构整体的转型升级。

张玥：统筹抓好科技创新和产业焕新，构建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很
重要。越是有益于创新要素、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生态，越能激发科技
创新潜能和产业发展动能。

刘刚：“生态”这个词，让我想起南美洲的亚马逊森林。树木、藤

蔓、动物之间相互滋养，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产业生态

也是如此，它实质上是把基础研究、技术开发、生产制造这些环节串

联起来，使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滋养”，为科技创新赋能产业焕新创

造有利条件。打造这样的生态，需要建设更多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

标志性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让企业“足不出园”就能找到

产业链的上下游。同时，也有赖于继续强化创新平台的集聚、对接与

融合的功能，形成产学研优质资源的高效互动。另外，我们也需要完

善“链长+链主”这样的协同牵引机制，促进不同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

与生产。产业生态是在不断发展的，比如谁是“链主”企业，不是指定

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产业链发展过程中，由技术和市场决定的。我

们需要为创新资源、生产要素的流通和配置搭建畅通渠道，更高效地

统筹科技创新与产业焕新。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文化沉淀。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深化商贸文旅融合发展，盘活的是历史文化资源，

释放的是消费活力，培育的是发展新动能。

最近，去五大道喝咖啡成了很多人青睐的休闲方

式。煎饼馃子配咖啡碰撞出不一样的“天津味道”，“老建

筑+咖啡文化”奉上的除了咖啡还有艺术享受……在这

里，一家家个性咖啡店，吸引着游客慕名前来品尝、拍

照。这就好比“旧瓶装新酒”，历史文化资源被赋予新内

涵、新内容、新功能，展现新的生机与活力。

新与旧的融合，意在做深做足传承弘扬与活化利用

两篇文章。历史文化资源不可复制、不可再生，在保护好

的基础上探索活化利用的有效方法，才能使其更好地活

在当下、服务当代。而促进商贸文旅融合发展，无疑是在

打开这样的空间。五大道里的一杯咖啡串起文化、商业

和旅游多个领域；老旧厂房借助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打造消费新场景引来流量、聚起人气……事实证明，没有

不好用的资源，只有打不开的思路。“旧瓶装新酒”，是一

种理念，也是一种方法论。强化市场导向，注重内容创

新，不断满足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沿着这条“主

线”找到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生活的融合点，不仅能留住

历史记忆，还可以让资源更好地融入城市功能，带动文旅

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出新的增长点。

盘活文化资源，有对个体的关注，更要有串珠成

链、连线成片的全局视角。风貌建筑、历史遗迹等文化

资源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城市及周边相互关联。

譬如文化设施的盘活，与周边的商业配套、生态景观、

历史文化遗产等密切相关。满足多元消费需求，把区

域文化、旅游、商业等资源当作一个整体看待，通过协

调整合、贯通联动，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打造集吃、住、

行、游、购、娱于一体的高品质生活空间，如此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就是在释放资源最大价值，提升区域吸

引力、竞争力。

正午时分，西青区新津国际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共

享休闲区”热闹了起来，下棋的、读书的、唠家常的、看电影

的……为方便辖区内企业员工活动休息，社区专门开辟了共

享休闲区及活动室。“这是我们的共建成果之一。”新津国际社

区党支部书记窦爱军边整理休闲区的图书边感慨，“以前是企

业干企业的、社区干社区的，抱团共建后成了双向奔赴。”

“双向奔赴”，让企业、商户和社区居民都得到了实

惠。新津国际社区有280多家企业、90多家商户，企业多

是一个突出特点。社区党支部将企业、商户纳入服务范

围，对方也随之参与到各类活动和治理工作中，反哺社区。

社区治理工作千头万绪，涉及对象多、需求杂，怎样提

升治理效能，如何满足各方需要？结合辖区特点整合资

源，抱团共建，让大家各展所长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在共

建中，居民享受到更专业、更多样的服务；企业和商户借机

提升知名度、对接合作、增强归属感；社区有了更多共治伙

伴，治理能力有效提升，也凝聚了人心。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社区治理中，“拾柴”

的人越多，服务群众这把“火”就烧得越旺。要想进一

步扩大朋友圈，就要把合作的视野向外延伸，适度拓宽

共建半径，画出更大的共治同心圆。

“窦书记，久等了。”说话间，碧水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张

磊推门而入，也带来了另一个“双向奔赴”的故事。前不

久，两个社区合作举办招聘会，既帮新津国际社区的企业

填补人力缺口，又让碧水家园社区的居民找到工作，一举

两得。“把你的优势、我的优势结合起来，大家的优势就会

更大。”张磊说。更大范围的“抱团”让社区不再自扫门前

雪，而是把各种资源连点成片，社区服务内容变得更丰富。

抱团共建，因地制宜是关键。共建的基本思路虽然

适用于许多地区，但具体该和谁“抱”、怎么“抱”，需要因

社区而异。共建的方式多种多样，策略就藏在每个社区

的具体情况中，有的住户较多、志愿者队伍强大，就建立

“能人库”；有的充分发挥辖区内企业占比大的特点，让企

业成为“共建合伙人”；有的利用地理位置的便利，与周边

距离近的几个社区抱团共治……通过共建，持续扩大各

自优势的辐射范围，把自身短板与另一方的长板相接，抱

团共建，就能“抱”出更强的治理能力。

抱团共建，说白了就是充分整合资源，对接需求，想

方设法为企业和群众解烦心事、办实在事。当心心念念

的事有了着落，群众不仅乐意交心，也会积极成为共建队

伍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