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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萧山

勇立潮头勇立潮头

为打造科技创新创业新平台，萧山全力实施科创
园建设253计划。设立科技型中小微企业专项扶持资
金，提供房租减免、纳税奖励、研发补助、投融资服务
等各项优惠政策。我们热诚欢迎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萧山区科技局 0571-82898519

产业定位：重点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研发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区

域总部、运营总部、研发中心等。

园区规模：宝盛世纪中心总面积12万平方米，科技园总面积

约4万平方米，配套包括多功能厅、会议中心、商务酒店、人才公寓、

商务餐厅、自助餐厅、健身中心、便利店等其他商业生活配套。

园区位置：钱江世纪城核心区块，毗邻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和亚

运会主场馆。驱车15分钟可以抵达萧山国际机场，杭州城站火车

站，东站火车站等重要铁路枢纽。毗邻机场高速、沪杭甬高速和绕

城高速入口。

联系方式：徐立 18868444433

中科宝盛科技中科宝盛科技园园

奔竞不息奔竞不息

本报讯 浙江省政府近日发布《关于深化“亩均
论英雄”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加快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

据悉，早在2006年，绍兴县（现绍兴市柯桥区）就
提出“亩产论英雄”理念，并初步建立以节约集约用
地、节能降耗减排为重点的企业“亩产效益”导向、约
束和评价机制。省内不少地方也积极探索实践。到
2017年，在全国率先完成 11个设区市、89个县（市、
区）、31个制造业行业以及 88661家用地 5亩以上工
业企业“亩产效益”综合评价工作，89个县（市、区）全
部执行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政策，有些地区已经率先
做到工业企业全覆盖，有些地区已经拓展到物流、批
发市场等服务业领域。

数据显示，2017年浙江人均耕地面积0.54亩，仅为

全国平均水平的1/3，全省万元GDP能耗0.44吨标准煤，
“十三五”新增用能空间非常有限。同时，一些体现浙江
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距国内一流还有差距。

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亩均论英雄”改革是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机制、一个有力抓
手。近年来全省亩均产出、单位能耗产出、单位排放
产出等指标持续较快提升。

综合评价覆盖范围更广，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更
科学，企业服务更精准，是此次《意见》的亮点。评价
范围扩围，让浙江有了更多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

“俊鸟”。此次《意见》明确，到2020年，全省所有工业
企业和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不含批零住餐、银证保
和房地产开发）以及产业集聚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济开发区）、高新区、小微园区、特色小镇（不含历史经
典产业特色小镇）全部纳入“亩产效益”综合评价。

同时，加大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和叠加运用，按
照“利用效率高、要素供给多”的原则，构建年度用地、
用能、排放等资源要素分配与市、县（市、区）“亩产效
益”绩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如工业亩均税收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的，适当减少新增工业用地指标；对单
位能耗增加值高的市、县（市、区），在能源消耗总量指
标上给予倾斜；对单位排放增加值高的市、县（市、
区），在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上给予倾斜。

此外，《意见》还首次提出“设立投资强度和产出
效益行业规范”。联动推进“标准地”改革，建立健全

“事前定标准、事后管达标、亩产论英雄”的企业投资
项目“标准地”制度，通过提升拍地标准，将真正优质
的企业留下来、引进来。结合“低产田”改造提升，通
过存量提升和增量优化，切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叶斌杰

培育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俊鸟”方阵

浙江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

1月31日，宁波知识产权法庭上演一场跨越时空
的“移动微法院庭审”，法官及双方当事人身处三个城
市，原、被告出现在法庭审判席的电脑屏幕中。当事
人在手机上点开杭州互联网法院微诉讼平台，人脸识
别核验身份后，填写结构化诉状，上传电子证据点击

“申请立案”。系统自动将案件信息同步到杭州互联
网法院网上诉讼平台，智能立案系统进行审核，完成
立案，微诉讼平台即时显示案件状态、案号等信息。
该平台第一案立案成功，坐等开庭……

2月 2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腾讯公司宣布
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微法院”集群平台上线运行，正
式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全天候、零距离、无障碍的诉讼
服务。当日起，当事人可利用微信小程序，点击“浙江
微法院”，无需下载安装，直接进行浙江全省三级法院
的民事、行政案件立案、开庭、调解和执行立案等，享

受一站式、便捷化、智慧型的移动服务体系，让公平正
义“触手可及”。

据了解，2017 年 10 月 8 日，余姚法院率先试点
“余姚微法院”，实现手机立案、远程调解、在线开庭、
见证执行等功能，是全国法院首批投入实战应用且全
流程覆盖的移动办案诉讼平台。今年1月2日，宁波
两级法院全面上线运行“宁波移动微法院”。1月 11
日，最高法院确定宁波两级法院为“移动电子诉讼试
点”。截至1月26日，宁波两级法院已在该平台立案
或引入案件 11079件，其中送达 1832件，开庭 23次，
调撤1319件，办结执行案件370件。

由于微信用户广泛、小程序无需下载安装，非常
适用于诉讼这种低频行为，浙江高院在试点基础上推
出全省“微法院”集群，当事人与法官无需添加好友，
依托人脸识别和语音识别技术进行身份认证，为群众

提供足不出户打官司的平台，为法官提供高效办案的
辅助工具，并且通过数据全程留痕倒逼司法公正。

“浙江微法院”集群坚持统一标准、开源开放，为
各地法院个性化定制服务提供统一接口，并与浙江智
慧法院App、诉讼服务网、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
台等实现无缝对接，共享统一的用户认证体系，“手指
间”快捷切换。

“‘浙江微法院’集群的推出不仅是一项技术创
新，也是司法治理机制的创新。”浙江高院审判管理处
处长姚海涛说，这不仅进一步拓展丰富了智慧法院的
内涵，还为司法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注入了新经验。

平台上线运行当天，浙江高院与腾讯公司签署进
一步深化智能化建设的战略合作协议。余姚法院、杭
州互联网法院分别介绍“微法院”平台上线以来的应
用成效，演示了系统功能。 本报记者 林洁

浙江运行全国首个“微法院”集群平台

借助微信小程序 足不出户打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