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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三届浙江技能大赛在
绍兴落幕，来自全省各地2200余名
选手参加76个赛项的“角逐”。获奖
选手按规定最高可晋升为高级技
师，最多可获得8万元一次性奖励，
并享受各地相应人才待遇。

随着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持续推
进，全社会对技能的价值认识逐步加
深，技能人才成“香饽饽”已是大势
所趋。河南17岁中专生郑红旭最近
被7家企业疯抢上了热搜，被企业争
抢是因为他在全国第三届关键技术新
能源比赛中获得第三的好成绩。

举办技能大赛，让各行各业的
技能高手同台竞技、各亮绝活，有
利于推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再上新
台阶。然而，举办职业技能大赛，
不能止步于搭建一个展示交流的平
台，更要让技能人才享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给技能人才相应的待
遇，才能吸引更多劳动者靠技能就
业、凭技能成才。

让技术“吃香”，必须实现技能
的价值与价位相匹配，价位与地位相
匹配，以实实在在的收入提升、职业
发展激励职工不断进步。除了坚持

“技高者多得”的薪酬激励导向，也
要不断提升技术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幸
福指数。为技能人才提供全方位服
务，既要着眼于解决事关创业创新的

“头等大事”，更要关注技能人才安居
乐业的“关键小事”，积极做好人才
入户、配偶就业、子女教育、住房保
障等“后半篇”文章，让技能人才获
得更多成就感和归属感。

利用职业技能竞赛平台，为优
胜者核发中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既
是对参赛选手能力的认可，更是对
技术“吃香”的倡导。但一直沿袭
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存在“先天”
不足，间接造成人才在技术方面进
步的怠情。开展高级技师以上的特
级技师和首席技师评聘，打破了职
业晋升的“天花板”，让技能人才更
有奔头。但“新八级工”制度落地

“最后一公里”亟待打通，唯有最大
限度地下放企业自主评价权，才能
让更多技能人才“更上一层楼”。

实施首席技师、特级技师培养
计划，应充分考虑技术技能型、知
识技能型、复合技能型等高技能人
才特点和行业分布，重点从经济发
展支柱产业、优势产业以及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技能工人中，公平公
开、竞争择优评选产生。在评聘过
程中，要做到不问出处，不唯学
历、资历，建立以职业能力为导
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注重工匠
精神和职业道德养成的技能人才评
价体系。

让技术“吃香”，除了提高经济
待遇、社会地位，还要增强技能人
才的成就感、获得感、动力感和荣
誉感。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技
师工作站”，开展“名师带高徒”活
动，让技能人才在传授技艺绝活中
切实感受到事业有成。要用足、用
活、用好“劳模工匠贷”政策，为
技能人才提供额度更高、成本更
低、用途更广、期限更长和服务更
优的信贷支持，推动技能项目孵化
和创新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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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浙大教科附属启文中学首届学术节迎来浙江科技小记者站入驻

为学校科学教育加“一把火”
本报讯 12月 12日，浙大教科附属启文中学

首届“启·问”学术节圆满落幕，同时迎来了浙
江科技小记者站的正式入驻，为学校的科学教育
加“一把火”。

启文中学校长唐建强表示，能够成为全国科
技小记者联盟的一员，是学校的荣幸与骄傲。他
寄语全校师生，要继续秉承“启发、擅问、融
合、创新”的学术精神，携手共进，推动学校的
学术研究与教育教学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科技金融时
报总编辑吴伯正为启文中学颁发了“浙江科技小
记者站”牌匾和证书。他期待与启文中学携手共
同推进校园科学教育建设，也期望未来有更多的
学生加入浙江科技小记者队伍，参与更多的科学

“聚会”。
“浙江科技小记者”项目，由中国科技新闻学

会指导，全国科技小记者联盟与科技金融时报联
合发起，集科普资源、媒体资源、教育资源于一
体，旨在为学生们提供更多参与科普讲座、新闻
知识培训和社会实践的机会，以不断提升自身综
合能力。

今年8月，一批浙江科技小记者代表参加了全
国科技小记者首届科普创作大赛北京总决赛，取
得了优异成绩。12月，科技金融时报被中国科技
新闻学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普报纸”称号。

启文中学首届“启·问”学术节，以“启
发、擅问、融合、创新”为主题，从 11月 8日持
续至 12月 6日，其间举办了多项师生比赛，邀请
了知名数学家和科学传播者进校交流，为全校师
生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观摩现场和亲身体验科学活
动的机会。

闭幕式上，学术节活动视频精彩亮相，生动
展现了学术节期间师生们在课程研究、科技创

新、科学普及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本报记者 蔡家豪

科产联动种下一片“绿洲”
本报讯 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一期）项

目开工仪式近日在嘉善举行。智慧绿洲（一期）
位于祥符荡创新中心浙大智慧绿洲组团，项目总
投资约 44.54亿元，占地 486亩，建筑面积 40万平
方米。据悉，智慧绿洲（一期）建成后主要包括科
技研发板块、产业转化板块、高端智库与综合行
政板块三部分，将重点建设未来食品、未来健康、
未来设计等八大未来实验室和数智机械等交叉
实验室、研究生培养基地等载体，预计集聚人才
近万人。

无人化中药组分分析及智能筛选平台、污泥绿
色炭化智能小型装备、“绿洲炭草”多场景水生态修
复草毯、智能控藻机器人……近年来，一项项过硬
的未来科技，正在嘉善的一片“绿洲”中诞生。2022
年2月，浙江大学与嘉兴市、嘉善县政府合作共建了

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成为嘉善最大
的科技创新平台。两年多来，智慧绿洲共汇聚各类
人才 880人，自主培育省级顶尖人才和国家级领军
人才 20余人，形成“食品与健康、城市与环境、设计
与智造、决策与咨询”四大研究板块。

嘉善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绿洲（一期）项目被列入国家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重大
项目库和省重点项目建设清单。“明年10月，力争实
现项目工业地块主体结构结顶。”嘉善县祥符荡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洋表示。当天，智慧绿
洲数慧云巷园区正式开园，园区集科学研究、产业
孵化、教育教学、展示办公于一体，未来城市（智慧
城市）、未来城市（未来水务）、未来城市（智能绿
建）、未来城市（工业智造）、未来环境、未来影像等

未来实验室正式入驻。
当天，智慧绿洲与 8家企业共建的研究生企业

联合培养基地被授牌，不仅有华润三九医药、正大
青春宝药业等全国知名企业，也有浙江福莱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扬立库技术有限公司等嘉善
本土优势企业，校企双方携手培养科技人才。此
外，创业家联盟、绿洲青年骨干讲习所、科技工作者
联谊会揭牌成立。

眼下，智慧绿洲积极开展企业科技服务和联合
攻关，与柳工集团、日善电脑配件（嘉善）有限公司
等企业共建联合研究机构25家，开展横向科研合作
100余项，累计签约经费近 3亿元，在生物医药、智
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布局紧密的科创联合体，打
通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顾雨婷 张文燕 许一楠

信贷资金流向有何变化
——解读11月金融数据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13日
发布了11月金融统计数据。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
款利率保持低位水平、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11
月金融数据有何亮点？信贷资金主要流向了哪些
领域？

当日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11月末，我国人民
币贷款余额 25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7%；广义货
币（M2）余额311.96万亿元，同比增长7.1%；社会融
资规模存量为405.6万亿元，同比增长7.8%。

“金融总量增长平稳，流动性合理充裕，对实体
经济保持了较强的支持力度。”中国民生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温彬认为，11月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
增速较上月回升，M2与M1的“剪刀差”持续收窄，
折射出经济向好态势。

11月人民币贷款规模合理增长，前 11个月各
项贷款增加17.1万亿元。“不过，11月末人民币贷款
余额同比增速较上月略有下降，这主要受当月地方
债务化解、不良资产处置等因素影响。”招联首席研
究员董希淼表示，随着地方化债力度加大，11月地
方债务置换快速推进，影响了当月存量信贷。

近期，已有多地披露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的再融资专项债券发行计划。专家预计，12月地方
债务置换仍将持续进行，贷款的减少转为政府债券
的增加，有助于优化银行资产结构，降低银行信用
风险和资本消耗。

超17万亿元新增信贷投向了哪里？
数据显示，前11个月我国住户贷款增加2.37万

亿元，11月当月住户贷款增长明显，这主要得益于
住户中长期贷款增长。

其实，10月我国个人住房贷款规模已有所企
稳。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10月个人房贷发放
量超过 4000亿元，提前还款金额减少，提前还款额
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重明显低于一系列房地
产金融政策出台前。

温彬介绍，我国住户中长期贷款以个人住房按
揭贷款为主，随着房地产金融政策落地见效，个人
房贷提前还贷现象明显减少，个人房贷将持续企稳
回升。近期商品房成交数据和金融数据改善相互
印证，房地产市场和居民信心进一步增强。

前 11个月，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3.84万亿
元，企业仍是全部新增贷款中的大头。其中，中长
期贷款增加10.04万亿元，占比超七成。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11月末，制造业中长期
贷款余额 13.87万亿元，同比增长 12.8%；专精特新
企业贷款余额4.25万亿元，同比增长13.2%；普惠小
微贷款余额32.21万亿元，同比增长14.3%。这些贷
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现在，各家银行在想方设法挖掘潜在信贷需
求，瞄准科创、普惠小微等领域发力。”董希淼认为，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释

放积极信号，经济回升向好的有利因素不断累积，
融资需求或将进一步改善。明年货币政策将继续
保持对实体经济较强的支持力度，信贷资源将更多
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今年以来，我国利率水平保持稳中有降态势，
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据中国人民银
行数据，11月新发放企业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
率为 3.45%，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本外币）利率为
3.08%，均较上月下降，并处于历史低位。

据了解，明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用好价格调
节机制，强化利率政策执行，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
本稳中有降，创造有利的利率环境，支持促消费、扩
投资。

2025年我国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
此，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表示，当前，
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
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
向增强了货币政策的应对能力和空间。

邹澜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
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
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
预期目标相匹配。在价格上持续发力，在总量上继
续施力，在结构上聚焦用力，兼顾支持实体经济增
长和银行稳健经营的平衡，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 吴雨 任军

kjjrsbwm@vip.163.com欢迎投稿

乐清乐清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忙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忙

12 月 16 日，在乐清龙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车间，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线上一派忙碌景
象。图为工人在生产储能柜下箱体零部件。

蔡宽元
三门
成立柑橘产业科技特派员工作室

本报讯 大棚里，饱满的硕果繁星般点缀在枝头；共
富工坊外，工作人员正将一箱箱柑橘搬运装车；座谈会
上，科技特派员孙立方向农户们精准“送技”……近
日，三门县柑橘产业科技特派员工作室在花桥镇山湾桔
共富工坊内挂牌成立。

柑橘是三门县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全县有300多家经
营柑橘种植的合作社、家庭农场、企业以及2家柑橘加工
企业。三门的精品柑橘与品牌创建也初有成效，以浦坝
港镇为主的红美人、葡萄柚等杂柑生产区，以健跳镇为
中心的胡柚、脐橙等特色柑橘生产区，以花桥镇、横渡
镇、亭旁镇为主的早熟温州蜜柑生产区等四大特色柑橘
生产区更是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科技特派员们把技术“埋”在泥土里，把论文
“写”在大地上。浦坝港镇在科技特派员张伟清的指导
下，柑橘产业实现从“卖得掉”到“卖好价”的转
变；花桥镇在科技特派员孙立方的指导下，应用反光
膜新技术，让柑橘品质更上一层楼，实现柑橘亩均增
收 1000 元……通过成立柑橘产业科技特派员工作室，
科技特派员团队“一对一”开展驻镇帮镇扶村工作，
提供技术服务，授人以渔，打通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的“最后一公里”。

“正是有了科技特派员的指导，全县 8.2万亩柑橘园
才能结出 6.5万吨的硕果，创造出 2.1亿元的总产值，为
农民增收、产业结构调整、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三门县农业农村局果树特产推广总站站长王静波说。

“我是 2019年来三门，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我将
面向全县柑橘产业，提供全方位生产指导服务。”孙立
方说。

在三门县，还有许多共富工坊深化党建联建作用，
深度挖掘产业链条，依托“合作社+专家+橘农”模式，
培养了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田专家”“土秀才”和

“乡土科技带头人”，进一步提高了柑橘产业优势地位。
朱曙光 泮素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