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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市两会

市政协委员、市科技局副局长吕璞琪：

提升研发投入
创新引领高质量绿色发展

� � �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核心关
键。 ”市政协委员、市科技局副局长
吕璞琪说， 全社会研发投入（R&D）
是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科技活
动规模、科技投入强度和科技创新能
力高低的国际通用指标，反映一个国
家（地区）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因此，提升全社会研发投入，是提高
科技创新水平、 能力的关键指标，意
义重大。

“有些企业只满足于代加工、贴
牌生产， 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吕
璞琪分析认为，目前，我市在全社会
研发投入领域的政策引导力度还不
够。 如财政科技投入与其他地市相

比，还是较少。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我市企业的创新意识不强， 研发
能力弱， 建立研发机构不多。 全市
900 多家规上企业仅 140 家设立研
发机构。 此外， 我市高等院校数量
少、科研能力也不强，公益性研发机
构同样也较少。

“增加全社会研发投入非常有
必要！”吕璞琪建议，加大政策引导
力度，如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优化
科技投入结构，把科技投入列为公
共财政的支出重点；将全社会研发
投入作为财政奖补的刚性约束，
形成政策合力； 落实税收优惠政
策，做好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高
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
惠政策的宣传和落实， 切实减轻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压力， 提升企
业创新获得感； 通过支持企业建
立研发机构， 加大公共科研机构
的建设，加大科研事业单位的经费
投入的举措， 培育更多的创新主
体。

此外，吕璞琪还建议，要做好大
院名校及外地科研机构的引进工
作， 着力引进一批国内外一流大
学、科研机构及中央企业、跨国公
司的研发机构在丽水落地建设，把
他们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于丽水
企业，提升我市企业的科技创新水
平。

记者 陈春

市人大代表、浙江天和农业集团董事长吴子敬：

振兴食用菌特色产业
促进农民增收

� � � �食用菌产业是我市最具历史文化
底蕴、最具地方特色的产业之一，长期
以来， 为促进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发
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我市召开“两山”
发展大会， 吹响了高质量绿色发展的
号角， 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
间，这让市人大代表、浙江天和农业集
团董事长吴子敬感到十分振奋。 这次
市两会， 他提出了通过振兴食用菌特
色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的建议。

今年 61 岁的吴子敬已深耕食用菌
行业近 40 年，在他看来，食用菌产业是
我市的传统产业， 一直以来在市场上占

有较大优势。不过，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
西部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出现了“南菇
北移”的现象，我市食用菌产业面临着新
的挑战，也存在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那么， 怎样才能切实提高我市食用
菌产业的竞争力呢？吴子敬建议，市委市
政府要加大对这一产业的扶持力度，研
究出台产业振兴战略规划， 各部门协同
推进，实现产业振兴。

“当前，食用菌产业也急需转型升级，来
应对市场变化。”吴子敬提出了转型升级的路
子，他认为，要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和专业
合作社作用，提升精深加工能力，不断创新推
动食用菌产品向高附加值转化， 延伸全产业
链，将一二三产有机融合发展。为应对食用菌
产业科技人才匮乏的问题， 有关部门还应及
时出台科研院校与产区对接扶助政策。

吴子敬还建议， 要充分发挥庆元香
菇市场和龙泉黑木耳中国南方市场在中
国食用菌市场中的核心作用， 将丽水建
设成为全国食用菌交易中心， 从而进一
步掌握全国乃至全球的香菇、黑木耳、灵
芝等大宗食用菌商品的交易定价权和话
语权，创造经济价值。

“在紧紧依靠各级政府和部门支持
的同时， 食用菌企业也应努力加强自身
建设，不断做大做强，促进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吴子敬说道。

记者 吴启珍

市人大代表、丽水中学校长范寿仁：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为教育提质提供坚实基础

� � � �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教育工作
给予了高度重视，明确提出“以教育提
质年为载体，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报告
中提到，要致力教有所优，支持丽水中
学等学校实施创新人才培养，这让市人
大代表、丽水中学校长范寿仁备受鼓舞
的同时，也深感使命光荣。

范寿仁有着多年的教育工作经历，
他认为， 教育提质是一项系统工程，切
实有效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就是其中
非常重要的部分。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
视教师队伍建设，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必须看

到，跟杭州、宁波等省内发达地区相比，
丽水还存在不少短板。 ”范寿仁表示，这
些短板突出表现在优秀教师招聘困难、
名优教师比例低、教师编制偏紧、结构
不够合理、教师适应教育改革能力不强
等问题上。

对此，范寿仁建议，系统问题需要一
揽子考虑，统筹解决。 首先，党委政府要
更加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从政策、编制、
人事（岗位、职称）、待遇等方面给予保
障。 同时，要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氛
围，让教师成为更有吸引力的职业，实现
优秀教师招得来，还能留得住。

其次，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更加
关心教师的专业成长， 通过搭建平台、
加强培训、交流轮岗、评优评先等多种
途径，使教师把职业当作事业做，在专
业成长中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

对于教师自身而言，范寿仁说，教育
从业者要坚持立德树人，坚守育人初心，
用自身的良好品德、丰富学识，以及现代
信息技术条件下的教书育人能力， 赢得
学生、家长、社会的认可，以此带动全社
会尊师重教、 教师在良好的氛围里敬业
爱岗、立德树人，形成良性循环。

“多管齐下，多方努力，把教师队伍
建设好了，教育质量就有了保障，教育提
质也就落到了实处。 ”范寿仁说道。

记者 吴启珍

市政协委员、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谭啸：

编织阅读“书网”
共建书香丽水

� � � �“文化是一个城市现代化和综
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书籍和阅读
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开展
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丽水，是丰富人
们精神世界、提升市民素质、增强社
会道德力量、 推进丽水大花园建设
的一项具体内容。 ”市政协委员、丽
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谭啸带来了

“实行借书‘一卡通’ 共建书香丽
水”的建议。

“我们市区有丽水市图书馆、莲
都区图书馆，还有两所高校图书馆，
可是，市民在借阅图书的过程中，仍
旧存在着诸多不便。 ”在调研中，谭
啸发现， 我市各个图书馆有着不同
的管理系统， 市民借阅需办理多张
证件。 此外，谭啸还发现，高校图书
馆中部分史料和专业书籍没有开放
供社会人士借阅。

“丽水两所高校的图书馆藏书
丰富，里面有着非常珍贵的丽水本
地史料。 特别是丽水学院图书馆，
专业性书籍种类和数量在省内都
小有名气。 ”谭啸说，高校图书馆中
的优质资源无法共享，非常可惜。

“可以将借书的功能纳入到市
民卡的体系当中，让市民阅读更方
便。 ”谭啸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实
行“一卡通”借阅，有效盘活现有图
书资源。

“政府还可以通过打造阅读品
牌、智慧图书馆等，以多渠道、多层
次、够时尚的阅读模式，让全民阅
读在丽水大地蔚然成风。 ”谭啸说
道。

记者 刘烨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