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金融活水
“滴灌”科创新苗

孟繁哲

江西南昌高新区，一家自主研发光模块产品
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43项创新数据“加持”下
获得银行2000万元授信；天津滨海高新区，一家经
营医疗器械的小微企业凭借创新积分获贷300万
元……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运用“创新积分制”，
对企业创新能力进行量化评价，让更多科技型企
业获得“真金白银”支持、实现更快成长。

作为一种新型科技金融政策工具，“创新积
分制”对科技型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意义重大。
在成长的早期，科技型企业极其需要风险投资的
介入。构建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帮助金融
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创新能力、成长潜力作出更
准确评估，可以更有效识别“好苗子”，并进行
精准“滴灌”，促进创新链与资金链更好衔接。

从实践看，自2020年试点以来，“创新积分
制”在优化资源配置上发挥了显著作用。一批专
项金融产品，为科技型企业提供无抵押信用贷款，
提升了企业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便利度。据统
计，2022—2023 年银行为积分企业对接授信超
2000亿元。前不久，《“创新积分制”工作指引（全
国试行版）》（以下简称“工作指引”）印发，将企业
创新能力和成长性作为授信评级重要因素，有利
于引导各类生产要素更多向科技型企业集聚。

“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创新积分
制”在全国范围试行，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
有战略价值。要想让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获得更多
优质资源，还要在精准施策上下更大功夫。工作
指引确定了统一评价模型，明确了指导原则、核心
指标、结果应用等关键要素，但各地金融资源配置
能力有强有弱，不同行业、不同阶段科创企业的核
心能力和资金需求存在差异，必须进一步细化评
价标准，完善评价权重。针对各地实际，提高政策
执行的有效性，“创新积分制”提质扩面的过程，才
会成为不断为创新发展注入“源头活水”的过程。

企业创新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支持，既要
提高创新要素的匹配度，也要提高对创新失败的
容忍度。拓宽融资渠道之外，加强政策保障，壮
大耐心资本，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和风险共担机
制，也很重要。比如，不久前，天津推出为高新
技术企业量身定制的“专利实施失败费用损失
险”。在保险期限内，倘若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
过程中失败，可以获得相应赔偿。企业是创新的
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在精准扶持的
基础上，进一步营造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环境，
助企业轻装上阵，才能更好激活这股“最活跃的
创新力量”，让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

秋高气爽的季节，最惬意的莫
过于走出房间，与自然来一场亲密
接触。在顺德，一个个推窗见绿，步
步有花的美丽庭院扮靓了街头巷
尾，点缀了闲适秋日的同时，绽开绿
美“院”景，用高颜值庭院为“百千万
工程”增绿添美。

岭南人向来爱花，不论小院、阳
台，还是房顶、窗边，凡有空间，总是
不吝用花将它们填满，茉莉、山茶、
龙船花、凤仙、绣球、天竺葵……花
色各异，皆是美景。

“一庭一院一世界，一村一落皆
美景。”在顺德，一个个“美丽庭院”，
各具特色，各美其美。在乐从沙边，
假山清池、小桥流水、错落有致的花
草树木搭起一方小天地，让人心旷

神怡；在勒流黄连，走进小院，花的
芳香，草的清新，伴着泥土的自然气
息，沁人心脾；来到伦教荔村，到村
中的美丽庭院阳光花房走走看看，
品一杯花茶，让花的清甜伴着茶香
浸润脾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装点了房前屋后，也扮靓了生
活的间隙，这正是“美丽庭院”的魅
力所在。

美丽庭院之美，不光在外在颜
值，更在于其内涵。“美丽庭院”建设
既是绿美乡村、绿美顺德建设的积
极参与，也是“百千万工程”的有力
实践。如何用一方小小的庭院，链
接激活本土文化、乡村旅游等资源，
从而以点带面，用庭院小美撬动城
乡大美，让庭院从“外在美”向“内涵

美”转变，让环境增绿与居民增收
“共振”，则是“美丽庭院”建设取得
积极成效的当下所应着力“做文章”
的。

首先是文化内涵，许多村居都
结合实际情况，交出了属于自己
的答案：陈村潭洲挖掘《三字经》
文化，打造“庭院+文化”模式；勒
流大晚则以红色、绿色、古色、特
色为亮点，用一条研学路线串联
起社区内绿美景……或是以美丽
庭院建设为契机对现有文化资源做
深挖，或是用美丽庭院建设带动良
好家风营造，都少不了村居上下齐
心的拧绳聚力，进而以点带面，如支
点一般有力撬动“百千万工程”落实
落地，出新出彩。

而在“庭院+经济”模式的构建
上，则可以参考民宿的成功案例。
润岚雅居最初是广东省“最美庭院”
典型户刘信朝的自住房，通过五年
时间精心打造，借着“美丽庭院”建
设的东风，这座乡村民宿凭出众的
景色和古色古香的韵味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来“打卡”。润岚雅居、梁公
馆、青云客栈……这样一批民宿，既
是美丽庭院建设的生动案例，又贴
合了顺德打造岭南水乡文旅高地的
努力方向，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而在今后的美丽庭院建设
评审活动也可以多向这些民宿主理
人”取经”，让庭院“方寸之地”变身

“增收宝地”，用小庭院点“靓”好
“院”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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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阅村水所著的长篇小说
《下广东》时，我仿佛穿越回到那
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0世纪90年
代。这部作品如同一面镜子，不仅
映照出那个时代独有的社会风貌，
更深刻地揭示了诸多至今仍值得我
们深思的社会现象与问题。它以

“下广东”这一社会现象为切入
点，生动地描绘了一群追梦人在改
革开放大潮中的奋斗历程，同时也
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反观现实、启迪
未来的镜子。

书中人物的迁徙，是市场经济
体制下人口流动的一个缩影。在当
今社会，人口流动已成为常态，它
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的交
流融合。然而，流动人口的权益保
障问题依然不容忽视。我们要以更

加包容的心态接纳他们，确保他们
在城市中能够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
务，如教育、医疗、住房等。同
时，也要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
务，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让城市
成为所有居民共同的家园。

市场经济环境导致了价值观的
多元化，面对这一现象，我们不能
简单地批判或接受，而是要引导人
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既要鼓励通
过合法劳动追求财富，又要倡导诚
实守信、勤劳奉献等传统美德；既
要尊重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又
要积极吸收现代观念中的先进部
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快速发
展的社会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
的信念。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和人才流

失问题，是制约社会发展的重要因
素。我们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力度，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素
质，改善农村学校的教学条件。同
时，要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体
系建设，培养更多实用型人才和高
素质劳动者。在人才竞争方面，要
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氛围，鼓励
企业和个人通过正当手段获取人才
资源。政府也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支持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

小说中展现的情感与婚姻的复
杂性以及诚信与利益的抉择，是人
性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真实写照。
在情感和婚姻方面我们要倡导正确
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加强家庭美德
建设，提高人们的家庭责任感。在
诚信建设方面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
度，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个更加和
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下广东》如同一面镜子，不
仅反映出特定时期的社会画卷，更
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和借
鉴。我们应从中学到经验教训，在
城乡发展、人口流动、价值观引
导、教育资源均衡、贫富差距调
整、身份认同以及情感婚姻和诚信
建设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让社会
不断进步。作品提醒我们要积极应
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构建更加和
谐、美好、公平的社会，为实现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朝着更加
美好的未来前进。

小庭院点“靓”好“院”景
徐冠昊

《下广东》：时代的镜像，现实的启示
陈天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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