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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记者到宁波出差，在余姚的阳
明工业技术研究院，了解到这样一场科技
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在这里，依托半导体溅射靶材的龙头
企业，聚集了超高纯金属材料、核心装备、
关键零部件等一整条创新链。市场提需求，
研发团队“按图索骥”攻克技术难关、推动
产业化生产，研究院则提供从投融资到知
识产权管理、检验检测等服务。

左手接课题，右手拿订单。短短几年，
这里孵化17家规模以上企业，成长为特色
产业集群，从上游材料到下游装备的相继
突破，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半导体材料
产业链的风险。

把创新链实打实做成产业链。在各地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热潮下，这样的探
索并不少见。

有的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共同成立
“前沿技术研究院”，有的依托科研机构、产
业园区组建创新联合体，有的扎进细分领

域进行“链式创新”……虽然叫法不一，聚
焦的行业、运行的方式不同，但目的都指向
一个：让科创与产业更有效地结合。

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科
技创新中蕴含巨大的价值，只有落到产业
上，才能实现创造力的变现，转化为生产力
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发展迫切需要
在“新”字上创造增量、撬动存量，做好科创
与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科创+产业”，意味着创新要“加”上
产业思维、产业导向。往近了说，要瞄准当
前的切实需要进行“靶向”创新，突破“卡脖
子”、提升竞争力；往远了看，也要有发展的
战略眼光，让创新更加契合产业变革的大
方向。

以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为例，正是把
准汽车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的趋势，看准国
内能源结构优化和市场需求变化，作出适
合我国的技术路线选择，并在这一过程中
持续补短板、锻长板，构筑起技术优势，让

创新之花结出产业硕果。
当前，全球产业变革节奏加快，我们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迫切性
越来越高。这要求创新既要“沉下去”，让产
业需求“走进”高校、科研院所，实现一个个
点上的突破；也要“走上来”，让研究的目光
瞄准科技发展趋势，引导产业前瞻布局把
准方向。

“科创+产业”，同时要求产业的触角
向更前沿、更基础领域延伸。

一家半导体零部件企业的负责人曾向
记者感叹，在关键零部件的攻克中，很多问
题表面上看是机械加工精度不够，但最终
都指向材料的纯度和性能。“从底层做起，
才能实现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产品创新
的联动。”

量子通信的发展需要在量子信息、先进
材料等领域的长期积淀，人形机器人的“进
化”离不开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技术的创
新……今天，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加快培育，

从源头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时不我待。
“科创+产业”，关键还要打通产业链

与创新链衔接的堵点、卡点，强化企业科技
创新主体的地位，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及
时将创新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

中国经济正在向“新”而行。从中央到
地方，一系列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举措
相继推出。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自下而上的
探索相结合，不断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的
深度融合。

“科创+产业”，是技术、资金、人才等
创新要素的加法，是产业需求、市场需求与
科技供给的加法，是每个创新主体的加法，
更是创新理念和产业发展趋势的加法。

把握好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让创
新更好赋能产业，让产业更好激发创新，必
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新新”向荣。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张晓洁

“科创+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之义

12 月 1 日，在山东省聊城
市人民公园“世界艾滋病日”主
题宣传活动现场，一名家长带
着孩子选购艾滋病防治知识主
题图案的文创作品。

当日是第 37 个世界艾滋
病日，各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增强人们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
了解。我国今年世界艾滋病日
宣传活动主题为“社会共治，终
结艾滋，共享健康”。

新华社发 张振祥 摄

数电发票，就是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
票。12月1日起，数电发票在全国正式推广
应用。首日各地应用情况怎么样？记者在一
线进行探访。

对企业来说，使用数电发票带来的一
个重要变化，就是可实现“开业即可开票”。

“开业后登录电子税务局，马上就能开
票，进行发票交付、查验等操作，什么都不
耽误，效率显著提高。”重庆家愉粤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牟迪对记者说。

重庆市税务局工作人员介绍，以前纳
税人完成注册登记后，还需申领专用税控
设备才能开具发票。使用数电发票后，企业
登录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就能实现

“开业”和“开票”无缝衔接。
“为方便新办企业全面了解相关业务，

我们前期已通过培训、走访等方式进行政
策讲解，帮助纳税人尽快度过‘新手期’，顺
利开展经营活动。”这名税务工作人员说。

通过全流程数字化流转，数电发票还
实现了让企业“少跑腿”，开票用票更便捷。

1 日恰逢周末，位于安徽合肥市中心
的之心城商场人气火爆，十分热闹。

“我们这商户多、店面更新快，特别是
12月赶上周年庆活动，增票领票要跑好几
趟。”汉博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人员范秀俊告诉记者，用上数电发票后，开
票方便多了，给繁忙的财务工作减轻不少
压力。

同样感受到便利的还有中粮面业（庐
江）有限公司。“数电发票解决了我们用票
量大、领票次数多的难题，现在不出门就可
以随时随地向客户提供发票，太方便了。”
公司财务负责人孙海峰高兴地说。

安徽省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为
了保障数电发票在全国推广应用平稳、
顺利，税务部门在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
推广、试用工作。自去年 11 月全省首批
数电发票上线运行以来，安徽税务部门
稳步加快数电发票推广，截至今年 11 月
底，全省推广数电发票纳税人覆盖面已
达98.8%。

“数电发票具有领票流程简化、开票用
票便捷、入账归档一体化等优点，基本实现
全环节、全要素电子化，全面推广有利于进
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北京国家
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说。

数电发票的推广应用，不仅大大减轻
了企业办税负担，也让人们日常出行和报
销更加便利。

12月1日，在广西南宁市南宁东站，记
者看到车站大屏幕上，铁路电子客票服务
宣传片正在滚动播放。

“我平时经常出差，每次都要在机器前
排队打印纸质报销凭证，有时忘记打印还
要专门再跑一趟，以后就不用担心这种情
况了，真方便！”旅客陈女士说。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随着铁
路、民航领域全面推广应用数电发票，旅客
今后无需再打印纸质报销凭证和纸质行程
单，单位可基于数电发票开展无纸化报销、
入账、归档、存储等业务。

“为方便旅客和单位，我们设置了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的过渡期。过渡期内‘纸
电并行’，旅客仍可使用纸质报销凭证和纸
质行程单报销。”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
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说。

很多人关心，如何查询、下载、导出已
开具或接受的数电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以登录
自有的税务数字账户，查询、下载、打印、导
出发票相关信息。自然人可以登录个人所
得税App个人票夹查看、下载、导出、拒收
从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取得和申请代开的数
电发票，并可使用扫码开票、发票抬头信息
维护等功能。

“税务部门将通过上门走访、12366服
务热线等途径持续做好政策宣讲工作，第
一时间响应纳税人领票用票过程中的疑问
和诉求，引导广大企业和旅客更好享受数
电发票带来的便利。”该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吴慧珺 李欢

企业办税减负担 出行报销添便利
——数电发票全国推广首日观察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日
电（记者徐鹏航）记者从国家
医保局了解到，12月1日，全
国医保正式上线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冠心
病、病毒性肝炎、强直性脊柱
炎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
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这是继高血压、糖尿病、
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
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
异治疗5种门诊慢特病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县域可及之后
的又一医保福利。截至目前，
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作为
就医地均能提供 10 种门诊
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医
保直接结算服务。

今年 9 月，国家医保局
会同财政部发布《关于稳妥
有序扩大跨省直接结算门诊
慢特病病种范围的通知》，明
确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
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
用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并于2024年12月底前，
由国家组织所有统筹地区统一上线门诊慢特病扩围
病种的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据介绍，参保人按照参保地规定完成医保门诊
慢特病待遇认定后，可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在“异地备案”服务专区，点击“查询服务”下的“异地
就医更多查询”－“门慢特告知书”，了解参保地门诊
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结算流程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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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防艾”
共享健康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记者1日从国家公务
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
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1日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248个城市、101345个考场同时举行，共
298.2万考生考前进行了报名确认、258.6万人实际
参加考试，参考率约为86.7%，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
计划数之比约为65:1，有26.3万名监考、巡考和考务
工作人员提供服务保障。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统一部署，加强领导、精
心组织、密切配合，优化考试服务、防范考试作弊，营
造了公平、公正、安全的考试环境。广大考生认真遵
守考试纪律，诚实参考、文明参考，总体考试秩序井
然、考风考纪良好。

2025年度“国考”举行
258.6万人实际参加考试

12月1日，在南县三仙湖镇三仙湖村一块稻虾田，
村民翻动秸秆促进秸秆饵料化利用（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坚持绿色环保发展
理念，结合自身产业结构特点，积极探索多种秸秆利
用方式，促进秸秆饲料化、饵料化、肥料化利用。目
前，该县秸秆综合利用率已达90%以上，实现变废为
宝、化废为利。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秸秆利用 变废为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