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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是一个金色的季节，
经过春的孕育、夏的炙烤，
一场丰盈的季节就呈现在
人们的面前。硕果累累，是
秋的诗情画意，是人们茶余
饭后的故事，是庄稼人汗水
的结晶。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日前，笔者走进镇安县
大坪镇三义村，只见道路边、
屋檐下、庭院里，到处可见晒
秋的丰收画卷。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今年以来，商南县构建灵活就
业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社会吸纳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监管
水平，加快实施城乡统一失业保险制度，持续稳定和扩大就业。

商南着力破除影响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促进多元化
就业形态，将灵活就业、共享用工岗位信息纳入公共就业服务
范围，引导企业开展“共享用工”，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实
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信息互联，实现“一点存档、多点服务”；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中介活动许可实行“告知承
诺制”“先照后证”属地办理，对设立劳务市场或零工市场给予
支持、提供便利。建立劳动力市场信用体系并实现跨地区、跨

业务共建共享共用，依托实名制动态就业系统归集整合就业、
社保、人事、劳动关系等信用信息。

县上全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依法依规缓、减、免缴和返
还企业职工相关保险费等，减轻企业负担。加大就业扶贫支
持力度，实施援企稳岗行动，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社保补贴、岗
位补贴、创业补贴等政策，带动并新增一批就业创业岗位。县
上出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相关政策，加快推动本市户籍的各
类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实现农村户籍人员与城镇户
籍人员享受同等失业保险待遇，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
工人统一按照城镇职工的缴费比例缴纳失业保险费。

商南构建灵活就业服务体系

金秋十月，是希望与收获的美好季节。然而，在新冠
肺炎疫情的反复袭扰下，企业目前的生产经营状况如何？
近日，笔者走进洛南县恒丰矿业公司，眼前的景象令人振
奋：生产车间传来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大大小小的运
输车辆满载矿石或矿粉从厂区大门频繁进出，呈现出紧张
有序、产销两旺的喜人局面。据该公司董事长陈飞鹏介
绍，公司今年新上了一条高纯石英砂生产线，自今年2月
初投产以来，除8月下旬因疫情影响有过短暂停业外，该
生产线几乎处于满负荷生产。目前，公司实现总产值超过
1.8亿元，累计缴纳税金在8000万元以上。从公司总产值
和缴纳税金两项指标来看，已提前完成了年度计划任务，
与去年同期相比，工业增加值增长85.6%。这一骄人成绩
的取得，主要得益于科技创新和高精尖项目的引进。

今年以来，洛南县积极实施“三百四千”工程奋力赶
超行动，着力为企业纾难解困，帮扶企业大搞科技研发，
不断拓展延长供应链、创新链、产业链，引领和助推工业
企业实现高效运营、达产达效，农业产业走向规模化、品
牌化发展之路。

加大投入建设科创园区

为有力有效推动科技创新，洛南县在财力困难的情
况下，仍然预算专项资金 3000 万元，已相继拨付到研发
项目或科创企业。县上制定出台《洛南县引导金融机构
扩大信贷投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奖励办法》，鼓励金融机
构加大对科技创新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今年前 8 个
月，全县各金融单位已累计投放科创信贷资金8500多万
元。全县22家科技型企业加强与高校合作，上半年投入
高新技术研发资金3.5亿元，占全县前两个季度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的2.2%。

洛南县持续加强环亚源生态岛科创孵化基地建设，为
入驻企业提供科技支撑，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创新链深
度融合。在平台支撑下，一期环亚源铜业项目建设初期，

环亚源就与西北矿业研究院签订了合作
协议框架，联合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等院校的100多名资深
专家及科研团队，致力于走“产、学、研”资
源技术开发之路，先后引进科创企业 6
家，进一步壮大了科技实力。

位于洛南卫东工业集中区的“秦创
原”项目集群和泰华天然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四皓街道盛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红仁
核桃基地、景村镇御史村乡村振兴科技示
范村等科创园区或科创基地建设，对推动

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突出。“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进入实质性阶段，创新平台已成
为推动产业发展的新引擎。全县相继建成的省级羊肚菌
科技创新试验示范站、农业科技园区、星创天地等农业科
技创新服务平台投入使用，其中“宏泰星创天地”被评估为
省级优秀平台。卫东“秦创原”项目基地与商洛秦创原创
新驱动网络平台联结，实现资源共享。环亚源铜业入驻秦
创原（商洛）创新孵化中心，建成科创孵化基地2.4万平方
米，招引企业15家。

目前，环亚源生态岛环保科技产业园共向国家专利
局申报受理专利 74 项，其中实用型专利 50 项、发明专利
24 项，并全面服务于入园企业的技术升级与发展；先后
引进聘用技术型人才36人，其中正高级工程师6人、高级
工程师 20 人、硕士研究生 4 人、中级职称技工 6 人，为企
业持续高效发展和抵御高风险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和
人才支撑。

校企合作推动科技创新

“今年我们合作社能取得出口创汇的好成绩，一方面
离不开高校的科技支持，另一方面也多亏县政协的‘企业
家早餐会’帮我们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日前，洛南县巧
手草编合作社理事长屈军霞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洛南县巧手草编合作社与西安美术学院等
高校合作，立足当地实际，积极开发生产符合欧美消费者
习惯的欧系手工工艺品，先后经东欧班列两次远销东欧市
场，实现销售收入650万美元。

县上围绕科技创新，着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揭
榜挂帅机制”的实施，先后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理工
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1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与恒
丰矿业、博润实业等数十家厂矿企业开展科技创新项目研
发合作。其中，商洛学院与博润实业合作共建“尾矿综合
利用重点实验室”；西北矿冶研究院与环亚源铜业合作成
立西北有色金属二次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在科技
攻关和科研成果转化上深度合作，新型建材研发已进入批
量生产。目前，全县5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不同程度通
过技术创新或新产品研发，延长了供应链、产业链，提高了
市场竞争力。其中，22家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不
断延长创新链，从事高科技产品生产，从单纯矿业开采的
资源型企业成功转型为科技型企业。目前，已新建高新技
术型企业7家、“专精特”企业2家。

科研项目注入发展活力

日前，在景村镇八一村百亩红仁核桃示范园，洛南县
华阳一升红仁核桃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亚军兴奋地说：

“四年前我流转土地300亩发展红仁核桃产业，今年嫁接
的500株红仁核桃已陆续挂果，收益不错。今年4月份，我
这园子里的核桃树普遍得了一种病，仅仅几天时间，核桃
树枝和叶片就渐渐枯萎了，差点遭遇一场灭顶之灾，我及
时从杨凌农科院请来3名专家会诊，经过三天的观察、分
析、研究，终于找到了病因，经过及时救治，才保住了核桃
园，这都是依靠高科技给我挽回的损失。”

科技创新日益成为推动全县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新
引擎，尤其是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良好、科技成果转化率
不断提高、科技人才引进持续增加、科创项目实施呈现强
劲势头，从而有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截至
8月底，全县申报专项科技项目45项，27项争取到科研经
费，实施科研成果转化项目4个，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000
万元。其中，争取农业科技创新资金346万元。“红仁核桃

引种试验研究”“油用牡丹产品开发”“核桃提质增效关键
技术试验示范”等科研项目分别荣获市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2项。

为了充分发挥人才力量，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科技含
量，有效增加产业产值效益，该县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制定
人才培育计划，依托商洛职业技术学院和洛南县农民科技
教育培训中心，定期举办培育职业农民培训班，先后累计
培育培训新型职业农民2643人，其中省级高级职业农民
26人、市级中级职业农民137人，实现每个村、每个村民小
组都有技术型职业农民。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县上大力实
施乡村人才培育工程，先后聘请知名专家教授，分批对全
县涉农单位农技干部、各镇办指导食用菌产业的技术干部

和产业大户、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以及有发展食用菌
产业意愿的150多名村民进行了专项技术培训。

人才引领提升发展质量

走进洛南县四十里梁塬的四皓街道柳树洼村，一眼望
不到边的太阳能光伏板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醒目。“没想
到这个小小的蓝色晶体板子，晒晒太阳就能发电，不仅无
污染、无排放，还能在光伏板下发展农业产业，继续为群众
增加收入。”提起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柳树洼村党支部书
记王高平喜不自禁。

2020年9月，王高平得知县政府通过招商引入100兆瓦
光伏项目时，便不失时机与县有关部门联系沟通，并及时召
开村组干部会和村民代表会，广泛宣传发展光伏产业的广阔
前景和群众增收的可行性，从而取得了村民的支持，一次性
顺利流转土地1000多亩，满足了项目用地需求。经科技人
才科学设计和精心指导，该项目贯彻绿色循环发展理念，集
农业开发、光伏发电、观光旅游为一体，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集
约高效利用，使村民失地不失业。项目运营后，仅光伏发电

一项年可实现产值7500万元，上
缴税金750万元。

洛南县先后制定出台高层次
人才管理服务实施办法、深入推
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方案、技
术研发中心管理细则等规范性文
件，设立科技创新奖、区域品牌奖
和人才培养奖，为引进高精尖科
技人才提供了政策导向和制度支
撑。按照“产业+项目+人才”的
引育模式，去年以来，刚性招引硕
士研究生26名，争取上级选派科
技特派员44名、“三区”科技人才
15名。柔性引进院士2名、专家
4名，建设专家工作站2个，创新
团队人数达到 24 人。近 3 年全
县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 700 多
人，引进省、市“三区”科技人才
90人，有2人入选省创新创业人
才推进计划，9人被评为省、市优
秀科技特派员，3人被县委、县政

府评为首批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同时，大力推行“两联、
两包、两支持”工作机制，建立农村实用人才和洛南籍在外
创业人员等14个人才库。在全县16个镇办分别建立标准
化创业中心，分类组建人才服务团9支，选优配强235名人
才服务团成员，储备科技人才62名，深入一线开展技术服务
18场次。县上积极为创业人才发放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创
业贷款等，大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团体实施项目。

从相关统计数据分析看，受疫情和外需疲软双重因素
影响，该县一些劳动密集型工商企业、中小服务业的生产
和经营存在一定的困难，但规上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生产运
营依然保持旺盛势头，特别是资本密集型科技企业达产达
效，成为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定盘星”。

发挥人才作用发挥人才作用 推动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本报通讯员 许耀堂 刘军民 张 雁

春华秋实春华秋实 晾晒收获晾晒收获
本报通讯员 杨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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