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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小家电暖菜板走进人们

的日常生活。暖菜板，顾名思义是给

放在上面的饭菜、茶水等进行保温。

亲朋团聚时，吃饭时间长，这能解决热

菜变凉的问题。家电“神器”，何以炼

成？产品应用石墨烯电热元件，充分

发挥石墨烯超强导热性，大幅提高热

能输出效率，从而为品质生活添彩。

消费品提质，源于产业之间的创

新融通。这种关键材料，还渗透到不

同产业领域。研发石墨烯热管理增强

制冷装备，解决冷链运输难题；开发石

墨烯改性面料，让衣物拥有抑菌、抗静

电、速干等多重功能；聚焦“暖”经济，

实现家居地暖、育苗床电暖等石墨烯

产品的“七十二变”……运用石墨烯新

材料，企业各展所长、跨界融合，实现

了自身发展与产业协作的双赢。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抓产

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

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

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

在这个过程中，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

缝对接，需要各种要素资源跨界融合，

形成“1+1>2”的整体效应。

应该看到，不同产业构成产业体

系，犹如生态系统，彼此之间不是孤立

存在，而是同气连枝、共生共荣。当

前，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新赛道布局建

设，无不呈现出新品迭出、活力奔涌之

势。当创新链携手产业链，“汝之成

果”是“彼之资源”，优势叠加催生化学

反应，推动科技与产业彼此赋能、互促

共进。

创新链赋能产业链，不是简单相

加，而是深度融合、彼此嵌套，激发新

的创新创造。这其中蕴藏着更大的发

展潜力和机遇。

渔业和光伏发电“组合”，水上发

电、水下养鱼的渔光互补，实现生态美

景与节能减排的“双丰收”；汽车智能

制造车间，机器人“默契”配合，人工智

能改变了传统制造的运作方式；《哪吒

之魔童闹海》创造多项纪录，传统文化

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叙事载体，而科技

则为传统文化带来了现代表达……纵

观各领域产业创新，都可以发现一个

共同点，产业创新不再是单兵作战，而

是充分运用其他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的成果，形成了相互借力的整体

势能。

当传统农业插上数字翅膀，当工

业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相互促进，人

们传统印象中的一产、二产、三产之间

的界限正在模糊，融合态势正在加

速。发展的场景之新、业态之丰，源自

产业间打破固有边界的“深度握手”，

激发十足活力，开拓广阔空间。

产业相连，靠的是相“链”。科技

创新一日千里，产业数智化加速，产业

分工趋向纵深。做强产业、做大行业，

必须着重在点上突破、链上开花，实现

一个点辐射一条链。

有个钓鱼竿的故事，启人思考。山

东的威海光威曾生产钓鱼竿，在碳纤维

进口上却遇到“通知性涨价，赏赐性供

给”的尴尬。企业决心自主研发，最终

打破了垄断。不仅如此，这一碳纤维国

产化成果，还装备到了航空航天领域。

如今在威海，一根碳纤维“拉起”一个产

业集群，数十家上下游企业在这里“卡

位入链”。擅长技术攻关、产业突围，就

不会再有“天花板”和“卡脖子”。

不光是碳纤维，这样的故事每天

都在上演。人工智能的重要突破，正

在赋能各行各业，在各个具体应用场

景下赋能的过程，又能形成新的产业

链条。在产业融通的视野下，一个领

域的科技创新或产业创新成果，可以

对各个领域产生涟漪效应，从而催生

复杂的产业链生态体系。这种科技创

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生态将为中

国经济积蓄更澎湃的动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促进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动能焕

新升级”。做到产学研协同联动、上

下游循环畅通，让产业要素流动起

来、让产业融通更加深入，就能创造

更多可能性、打开更大发展空间，促

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抢占未

来产业高地。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3月19日

第05版）

无缝对接，深度融合前景广

减负出实招 基层增效能

——市场新趋势 经济大机遇②
李洪兴

当创新链携手产业链，“汝

之成果”是“彼之资源”，优势叠

加催生化学反应，推动科技与产

业彼此赋能、互促共进

发展的场景之新、业态之

丰，源自产业间打破固有边界的

“深度握手”，激发十足活力，开

拓广阔空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把面向基层的多头重复、指标

细碎、方式繁琐的督查检查考核减下来，让广大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

用到干实事上。”本报转载《人民日报》评论文章，与大家共同探讨如何

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编 者

简会减表提干劲

鞠华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的政

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

减负工作到不到位，也要看基层干部

的真实感受。

拿我们村来说，首先看开会，原来

一个月至少5次，现在降到2次。再来

看填表，过去，遇到迎检或者各个部门

要数据，村里就得填表，纸质的、电子

的都有，老百姓调侃我们是“表哥表

姐”。如今，认认真真填一次，一张表

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会少了、表少了，

去乡亲们家里的时间多了。大家心中

更有干劲，只盼着别反弹。

村干部是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

的，就该围着地头转、围着老百姓转。

百姓评价咱，不看会开了多少、表填了

多少，最终要看粮食打了多少、果子结

了多少、获得感提升了多少。为基层

减负，方向对了，干事的积极性就能被

调动起来，工作的实效也能不断提高。

（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石

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

考核转变卸包袱

阎晓阳

去年10月，最高检部署“取消一切

对各级检察机关特别是基层检察机关

的不必要、不恰当、不合理考核”。身

在基层，深切感受到了这项改革对于

减轻基层负担、释放检察活力的意义。

过去，一些地方过度关注考核数

据，每月一通报、全市大排名，大家也难

免比一比、看一看，时间一长就会产生

不必要的“数据焦虑”。这在一定程度

上与不恰当的考核体系有关。有的地

区人口众多、案件量大，有的地区社情

特殊、矛盾复杂，各地检察机关履职办

案情况各不相同，如果用同一把尺子量

过去，难免不合理。一些地方为了完成

考核、追求排名，还出现了数据造假等

情形，违背了考核初衷。不再对业务数

据进行通报排名，让大家能够集中精力

抓业务、办案子、提质量，向着高质效办

好每一个案件持续发力。

唯指标论、唯考核论行不通，但没

有数据、没有管理也不行。抓住检察

办案这个主责主业，建立遵循司法办

案规律的衡量标尺，把宏观数据、中观

分析与微观案件相结合，以科学管理

推动基层减负，有助于让检察人员“增

效”不“增负”。

（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干部）

明晰权责是关键

邓亚兰

乡镇（街道）是各项方针政策落实

落地的基层抓手，处在联系和服务广

大人民群众的前沿。不久前召开的中

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

工作机制会议，明确提出全面建立乡

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

减轻基层负担，明晰权责是关键。

基层报表台账多、乡镇（街道）和村（社

区）挂牌多、考核检查措施层层加码等

现象，背后都有权责不清、把过多责任

转移到基层的问题。全面建立乡镇（街

道）履职事项清单，旨在理顺权责关系

和边界，让乡镇（街道）做“应做之事、能

做之事”，避免为“不该干、干不了”的事

负责。这一部署，可以说是破解基层治

理“小马拉大车”问题的重要举措。

从实践看，履行职责事项清单不妨

围绕基本履职、配合履职、上级部门收

回事项来展开。编制清单过程中，也应

防止出现“履职清单须不少于×项”的

形式主义隐形变种。是哪一级的事项，

就由哪一级来履行，必能切切实实为基

层减负赋能，有效避免责任多头、责任

真空、责任模糊等现象的出现。

（作者为2024年湖南省选调生）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3月19日

第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