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服务中心：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2023年2月

27
星期一

癸卯年二月初八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陕西工人报社出版

1950年2月7日创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61-0015

邮发代号51－7

复字第8288期

今日4版

陕工网网址：http：// www . sxworker . com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近日，国家创新调查制度实施10周年工作
座谈会召开。会上透露的一个信息引发关
注：我国的企业创新调查基本实现对创新活
跃行业领域的全覆盖，年度调查对象总量已
逾100万家，远远超过世界其他经济体。

国家创新调查为何纳入逾百万家企业？
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

量，做好企业创新调查，既是算科技账，也是
算经济账。

从科技创新统计体系看，我国目前已形
成企业创新调查与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统
计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科技创新
统计体系，调查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00万家企
业、2400多所高校、6800多家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非企业单位，成为世界体量最大的创
新统计调查体系。

从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看，我国已于 2016
年对研发支出核算方法进行了改革，将能够
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R&D经费投入，不
再作为中间投入而是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
GDP，进一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与国际
标准的接轨。而企业正是我国 R&D 经费的
主要提供者。2021年，企业R&D经费占全社
会 R&D 经费比重达到 76.9%，创新主体地位
进一步巩固。

调查不全面，就没有发言权。当前，我国经济繁荣曲
线与企业创新曲线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创新
创富大潮。202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技术创新企
业数达到 20.9 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比重为 47.4%，比
2016年提高15.7个百分点，整体创新活跃度已接近欧盟
平均水平。高新技术企业数从2012年的4.9万家增加至
2021年的33万家。

随着企业的创新活动日趋活跃、创新主体地位更加
强化，纳入国家创新调查体系的企业数量增加、调查范围
扩大，是题中应有之义。下一步，我们如果想更准确反映
科技创新活动的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率，还需要探索将
更为多元的创新活动主体和新兴业态纳入统计监测范
围。届时，纳入国家创新调查的企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调查不准确，同样没有发言权。统计数据质量是调
查统计工作的生命线。百万家企业纳入国家创新调查，
有利于我们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卡脖子”核心
技术突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重点难点问题加强数据
统计和分析研判，为风险预警和前瞻布局提供决策支
撑。但随着科技创新统计指标越来越多地与相关政绩考
核、政策落实挂钩，个别地方违法干预统计数据的苗头开
始显现，科技创新统计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隐患。

从管理层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据质量管控机
制，为纳入创新调查的企业提供便捷安全的纠错反馈机
制，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从
数据层面，我们可以强化部门间统计数据共建共享，消除
信息孤岛与数据壁垒，实现数据标准与格式的统一。

2022 年底，我国企业数量已经历史性地跃上 5000
万户的大台阶，而纳入国家创新调查的逾100万家企业
其实只占企业总数的约 2%。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需要更多企业投入创新，用创新引擎照亮新时代前进的
脚步。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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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鲜康）2月 23日，由航天科技集
团六院自主研制的 80吨级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发
动机，进行了首次额定工况200秒长程试车，取得圆
满成功。

该型发动机由六院 11所（京）研究设计，在 101
所三号台进行试车。本次长程试车验证了发动机
额定工况下系统及组件的工作可靠性及变推能力，
获取了发动机性能参数，优化了发动机关机时序，
确定了发动机技术状态，标志着该发动机向交付飞
行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80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是一台以重复使用、低
成本、高性能为研制目标设计的发动机。其性能和
功能在现有发动机的基础上均有明显突破，具有大
范围变推力、多次起动、重复使用、故障诊断及快速
测发能力，发动机整体性能、可重复使用性和可靠
性大幅提高，是一款跨时代的产品。

试车期间，试车台推进剂供应系统、测控系统、
导流槽冷却降噪系统工作稳定，试后检查各系统状
态良好。本次试车成功，同时验证了 101所三号台
试车系统稳定性和可靠性，为完成 2023年 80吨级
液氧甲烷发动机高密度研制试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80吨级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
发 动 机 200 秒 试 车 成 功

2月24日，中铁十八局工人在位于西安市周至县
的陕西引汉济渭工程渭河管桥施工现场工作。引汉
济渭工程建成通水后，可满足包括陕西省内4个城市

在内共21个受水对象的生活及工业用水需求，同时提
高陕西关中地区供水网络水质标准，改善地下水超采
状况，造福超过1400万人。 张博文 摄

“这几年，村里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县
里通了高速公路，西康高铁项目也开工建设
了……这些都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今年 1月份，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康市
石泉县分公司乡邮投递员赵明翠再次当选
全国人大代表。走在乡邮路上，家乡的每一
个发展变化，她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2月 19日，赵明翠带着徒弟忙完当天的
投递，顾不上休息就开始整理群众建议。“服
务群众、走访调研……这段时间，我总感觉
时间不够用。”赵明翠说，全国两会马上要召
开了，她要抓紧整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把
群众的心声带上全国两会。

从1991年开始，赵明翠一直在秦巴山区
从事乡邮投递工作。30多年来，她始终坚持
上门服务，给群众投递各种邮件报刊资料，
从没发生过差错，也从未被用户投诉。当选

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她心中的责任和肩上的
担子更重了。

“这几年疫情防控，乡村医生可以说是
发挥了重要作用。”赵明翠长期奔走在基层
一线，发现乡村医生工资待遇低，于是在全
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提高乡村医生待遇问
题的建议。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使电信诈
骗、虚假广告花样迭出，赵明翠将防范老年
人受电信诈骗的若干建议也带到了全国两
会……过去五年，赵明翠共在全国两会上提
交 30多件民生建议，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来
自人民群众的呼声期盼。

这些建议都得到国家有关部委积极回
应，相继制定出台系列措施，稳定乡村医生
队伍、纵深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提
高贫困县水资源保护资金保障……

赵明翠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国家对安
康等地的生态补偿、环保投入资金连年增
加，她的家乡石泉县也相继成功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基层代表的建议能得到国家有关部委
的高度重视，这充分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基层民意的尊重，彰显了我国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优越性。”赵明翠说。

“今年的全国两会，我将持续关注乡村
振兴和生态环保方面的内容，提出相关建
议。”走在乡邮路
上，赵明翠收集到
很多群众对产业发
展、养老服务、美丽
乡村建设等方面的
呼声。她说，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作为一名基层
全国人大代表，更
要发挥接地气的
作用，把群众的心
声带到北京，把全
国两会精神传达
到家乡。

“人民选我当
代表，我当代表为
人民。”赵明翠说，

人大代表是个光荣的称号，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我要在乡邮这条履职路上，多听取
群众意见建议，为百姓说话、替群众代言。”

本报记者 赵院刚

赵明翠：为百姓说话替群众代言

赵明翠分拣包裹赵明翠分拣包裹。。（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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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就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
机制改革相关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普通门诊报销从无到有
个人账户结余归属不变

近日，一些地方推进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
障机制改革，引发部分群众关注。部分群众对
改革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划入减少有疑问，对
改革后看病就医便利性有顾虑。

针对此次改革中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国
家医疗保障局有关司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待遇置换，资金平移
据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职工

医保制度于 1998年建立，实行社会统筹和个
人账户相结合的保障模式，由单位和职工个人
共同缴费。单位缴费的一部分和职工个人缴

费的全部，划入个人账户，主要用于保障普通
门诊和购药费用。单位缴费的另一部分形成
统筹基金，主要用于保障参保职工住院费用。

该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越来越难以满足
保障群众健康的需要，群众要求报销普通门诊
费用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医保局从 2018年
开始谋划改革工作，2021年4月，《关于建立健
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印发，改革正
式启动。 （下转第二版）

发展，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人民，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
答卷，新时代赶考路上的厚重书写。
我们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两大奇迹。
我们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

攻坚战，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我们取得了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

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
流行的奇迹。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
卷人。”

新时代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团结
带领 14亿多中国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
式现代化，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
以载入史册的发展答卷。

这份答卷有分量。
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

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国内生产总
值从 54万亿元增长到 121万亿元，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突破 1.2万美元，进出口规模超过 40万
亿元，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这份答卷有质量。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约

34%，发明专利有效量位居世界第一，与 151个
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余份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取
得新成效。

这份答卷有温度。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建成，十年非凡成就，写在物阜
民丰、万家灯火中。

2012年 11月 15日，面对中外记者，新当选

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以一句真诚、质朴
的话语为新时代答卷起笔：“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0年后，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
外记者见面，习近平总书记的宣示始终如一：

“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

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
‘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2019
年 3月，习近平主席在罗马会见意大利众议长
菲科时的一番肺腑之言，照见至深至厚的人民
情怀。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新时代的发展答
卷，写满赤诚，汇聚力量。

发展初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

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黄土高原上的小村庄，藏着朴素而深刻的
发展道理。

2022 年 6 月 24 日晚，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以视频方式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习
近平主席选择从自己的成长经历讲起——

“上世纪 60年代末，我在中国黄土高原的
一个小村庄当农民，切身体会到了百姓的稼穑
之难和衣食之苦，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深深

印在我的脑海里。”
“半个世纪后，我重访故地，看到乡亲们吃

穿不愁，衣食无忧，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从国际舞台，到“两会时间”，一次次提起

梁家河。“我深深感受到，只有不断发展，才能
实现人民对生活安康、社会安宁的梦想。”

从梁家河走来的人民领袖，深知乡亲们的
苦，读得懂锅里的穷，也更加理解发展对于中
国的意义。

1932年底，上海的《东方杂志》征稿：“梦想
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数百回复，集中于“富
强”“平等”“大同”。惜乎，“覆屋之下、漏舟之
中、薪火之上”的近代中国，梦想只能在梦中。

百年奋斗，百年牺牲，百年创造。
2021年 7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

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为了让人民过
上好日子。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
是老百姓的“幸福梦”。

一路逐梦，“发展”与“人民”紧紧相连。
“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
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
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

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
环节。”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人
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直面中国发展的重大和紧迫问题，回应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以一系列原创性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
民之问、时代之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发展”与“人民”紧紧相连，植根于中国具
体实际的土壤，也承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滋养。

2021年 3月，春风拂面。武夷山九曲溪畔，
总书记拾级而上，走进朱熹园。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园内
墙上，朱熹民本思想的经典论述，引来久久凝
视，深深思索。

陕北打坝种地，吟诵范仲淹的名句“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定走村入户，
感悟郑板桥的心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
叶总关情”；宁德翻山越岭，体味寿宁县令冯梦
龙的为民举措，还有“三言”中的警句箴言……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
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
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民本思想相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厚植人民情怀，浸润煦暖
底色。

这是为人民代言、为人民立言、为人民造
福的执政应答，也是人民利益、人民心声、人民
智慧的集中表达。这是接地气、有温度、得民
心的科学论断，也是书写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
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为什么人的问题，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
权的性质。

1944年，延安，普通战士张思德的牺牲，让
一代伟人毛泽东悲伤、沉思。追悼会上，毛泽
东同志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发表讲话，这 5
个字，被中国共产党人写入党章，奉为宗旨，回
响不绝。

延安插队，青年习近平将《为人民服务》捧
在手中，反复看，反复读。7年甘苦与共，铸就
为民本色。“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
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回延安，习近平总书
记重申：“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
务的党”。

从黄土地到中南海，“为人民服务”一路同
行，揣在心窝。

来看两会即景。
同广西代表团代表算脱贫账，问重庆武隆

交通状况，嘱湖北恩施发展好富硒产业……面
对面，商国是，千家万户的小事，就是共产党执
政的大事。

“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
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2020
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真挚话语，道出“发展为了人民”这个
根本价值取向。 （下转第三版）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不负人民的发展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