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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撑起大市场， 小企业
成就大事业。 深耕专业领域、 聚
焦关键技术的 “专精特新” 中小
企业， 是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支
撑， 是激发创新、 稳定产业链供
应链的重要力量。

过去一年， 面对来自多方的
挑战， 大量 “专精特新” 中小企
业承压而上。 关键材料、 电子元
器件、 动力电池……深耕产业链
关键环节， 一些企业崭露头角。
这些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现状
怎样？ 竞争力如何？ 记者进行了
调研。

对北京中科金马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方兴而言， 过去一
年， 几乎是 “冲” 过去的。 在疫
情下， 这家深耕酒店智能操控系
统20多年的企业， 既面临着酒店
升级换代的机遇， 也受到了酒店
旅游行业低迷的冲击。

“只有冲过压力挑战， 才能
等到并且抓住后面的机遇。” 方
兴说， 过去一年， 企业做精做强
了软硬件系统的供应链， 通过精

细化管理降低了近一成的运营成
本， 保持住国内中高端酒店市场
约10%的占有率 。 “新的一年 ，
最重要的就是扎扎实实把品质提
升， 稳步做强供应链和产品升级
迭代 ， 为后面实现增长奠定基
础。”

受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影
响， 过去一年， 不少中小企业面
临生产经营成本上升 、 订单不
足 、 回款难等挑战 。 压力是常
态 ， 承压而上 ， 办法总比困难
多。

做动力电池系统的， 花更多
功夫在筑牢芯片供应链上； 做新
型材料的， 更加聚精会神抓好产
品验证； 深耕基础元器件的， 一
步一个脚印开拓市场……记者走
访多家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发
现， 保持定力、 稳健前行是普遍
的选择。

正是凭借稳扎稳打， 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形势下， 与规模以上
工业中小企业相比 ， “专精特
新” 中小企业表现出的抗击风险

能力更强、 发展韧性更足。
工信部对 1000余家 “小巨

人” 企业跟踪结果显示， 2021年
1至9月， “小巨人”企业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31.6% 、
67.9%， 比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中 小
企业分 别 高 8.8个 、 35.4个百分
点。

“专精特新 ” 的灵魂是创
新。 在 “新” 字上下功夫， 不少
企业努力练就 “独门绝技”， 加
速迈开 “云” 步伐。

“干企业要有定力，要做就做
最好的。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正华说， 通过
研发驱动， 公司生产的重型模切
工具占据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
在行业内拥有定价权。 2021年上
半年实现营收同比增长37%。

工信部统计显示 ， “小巨
人 ” 企 业 的 研 发 人 员 占 比 约
25%， 平均研发强度超7%。

“上云潮” 中， 中小企业正
加速驶入赛道。 快手对部分地区
受疫情、 灾情影响的企业减免技

术服务费， 在浙江诸暨、 广东揭
阳等地针对产业集群特色提高直
播流量； 海尔 “三翼鸟” 平台汇
集了2万余款生态组件， 连接了
1000多个家装公司……平台企
业、 链主企业降低数字门槛， 带
动中小企业上 “云” 的实践在很
多行业展开。

“越是面临压力， 越要依靠
智能化、 数字化， 提升效能、 降
低成本、 拓展市场。” 山东一家
从事动力电池系统解决方案的企
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数字化对企
业不再是选择题， 而是必答题。

过去一年， “专精特新” 中
小企业大批培育， 研发活动更加
频繁， 两化融合发展迅速。 在中
国人民大学国家中小企业研究院
副院长孙文凯看来， 这既有加大
纾困资金支持力度、 再贷款再贴
现等政策支持， 也得益于当前技
术进步特点赋予了中小企业成为
创新主力更大可能性。 “去规模
化是数字经济带来的显著改变。
挖掘个性化需求针对性供给， 通

过平台更低成本获取资源， 都将
使企业外延边际更广。”

于变局中稳健前行， 在补链
强链中锻造实力。 有调查显示，
专精特新 “小巨人 ” 企业中 ，
22%的企业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
有率超过50%。 虽然企业体量不
大， 但小配件蕴含高技术、 小企
业支撑大配套、 小产业也能干成
大事业。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 ， 2022
年， 工信部将新培育3000家左右
“小巨人” 企业， 用好中央财政
资金， 再支持一批重点 “专精特
新” 企业。

“越是面对复杂环境， 中小
企业越要坚持走精细化 、 专业
化、 特色化、 新颖化路线， 努力
在细分市场和产业链关键环节拥
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工信部副
部长徐晓兰说， “专精特新” 中
小企业将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性和竞争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发挥更大作用。

据新华社

承压而上，“专精特新”竞争力几何？

即使在家， 山西省泽州县高
都镇中心学校泊南小学四年级
学生李卓曦也会把饭菜吃得干
干净净，将餐桌收拾利索。她的妈
妈说，这是在学校养成的好习惯。

泊南小学副校长成花荣最爱
收到这样的反馈。2018年以来，经
不断探索， 泊南小学的老师们设
计出了一套 “反餐饮浪费学生督
导员制度”，帮助学生养成节约粮
食的好习惯。因成效显著，食堂干
脆撤掉了潲水桶。

“每学期的头两个月是节粮
教育的关键时期。” 成花荣介绍
说， 新入学的小学生需要从头开
始培养习惯，放假期间，老生的习
惯也有所松动。针对这一情况，学
校食堂吃饭的72名学生中， 三年
级以上的学生都要当一周督导
员， 在食堂制止餐饮浪费。“通过
角色转换， 学生会对节约粮食有
更加深入的认识。”

除此之外， 泊南小学每个在
食堂吃饭的小学生都有自己的固
定座位，谁剩了饭，一目了然。同
桌就餐的4名小学生中，还需选一

名小组长，督促大家节约粮食。记
者在泊南小学食堂看到， 学生们
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洗碗池内
基本没有剩饭， 离开前将餐桌收
拾干净。

泊南小学校长田海兵说，最
关键的， 还是要让孩子们从内心
深处认识到勤俭节约的重要性。
为此，学校着实花了一番功夫。老
师给学生们布置任务， 让他们回
家采访父母，搞清楚“粮食是怎么
来的”等问题。

“粮食是父母用钱买来的，是
伯伯在地里种来的， 扔掉粮食就
等于扔掉父母的钱， 也等于扔掉
了伯伯的劳动。”泊南小学的一位
小学生在作文中写道。

为制止餐饮浪费， 其他学校
也想出了很多办法。 在晋城市第
二中学校的食堂， 记者观察到，
2000余名学生吃完饭后， 剩菜剩
饭装不满一个60升的塑料桶，且
大多数都是菜汤。

“变化从食堂卖小份菜、半份
菜、单根串串开始。”晋城市第二
中学校校长马星胜说， 这些方法

都是学生们自己提出来的。 落实
“光盘行动”多年来，学校每学期
都会组织座谈会， 邀请师生代表
参加，为制止餐饮浪费建言献策。

节假日和周末， 吃饭人数不
确定，令学校食堂很头疼，是餐饮
浪费的“灾区”。“一到节假日和周
末，很多家长有了空闲时间，会给
孩子送饭或接孩子回家吃饭，食
堂总是剩下很多饭”，晋城市凤鸣
中学后勤服务中心主任赵爱民介
绍道。为减少浪费，按需做饭，凤
鸣中学的老师们想出了“报饭”的
办法。

一到周五晚自习，高一142班
生活委员李之涵就到讲台上统计
周末就餐人数， 再将人数报给班
主任， 由班主任统一告知后勤中
心，以便精准掌握就餐人数。赵爱
民介绍说，通过这样的统计，学校
的剩菜剩饭减少了很多。

多位老师谈到， 结合各种各
样的“小办法”，做好引导教育，学
校可以将节约粮食的“种子”牢牢
种在孩子们的心中。

据新华社

山西学校食堂反餐饮浪费有新招儿

轮流督导、周末“报饭”、师生定期开会

1月11日， 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 “虹心” 党建联盟的党员志愿者 （右一） 在党群服务中心与准备留下
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一起包饺子。 春节临近，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开展 “高虹过大年， 礼包暖心
间” 系列活动， 为留在本地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送上节日礼包和 “福” 字， 同时还安排看电影、 包饺子、
线上文艺演出、 优惠游景区等， 让留在本地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感受到浓浓暖意。 新华社发

杭杭州州临临安安：： 情情暖暖外外来来务务工工人人员员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记者1
月11日从教育部获悉， 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向各省
（市、 区） 发出提醒函， 要求各
地切实抓好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
均工资收入水平落实工作， 在发
放2021年年终奖励性补贴及安排
2022年度财政预算时， 确保 “不
低于” 持续落实落地。

提醒函提出三条明确要求：
将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列为政府必
保支出，各地要强化省级统筹，确
保义务教育教师待遇保障长效机
制和工资收入随当地公务员待遇
调整的联动机制落到实处， 持续
兑现 “不低于”。 畅通民意渠道，

省、市、县三级政府都要建立和畅
通教师投诉、举报渠道，让教师有
渠道了解政策、有平台合理投诉、
有机会消除误解， 特别是在发放
2021年年终公务员和教师奖励性
补贴时要加强政策沟通， 把解释
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 强化督导
检查，各省要加强监测和核查，对
个别未实现“不低于”或者新欠义
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的县 （市、
区） 严格执行 《教育督导问责办
法》，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问责。

据悉，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
会办公室2022年将继续密切关注
各地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 “不
低于” 落实情况， 对落实不到位
的地方将实行挂牌督导。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出提醒函

各地要持续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政策

2022届部属公费师范毕业生全部到中小学任教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办公厅1月11日发出通知， 要
求各地保证2022届教育部直属
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全部
安排到中小学校任教， 公费师范
生离校前须全部落实任教学校。
对于公费师范生就业工作落实
不力的地方， 教育部将视情形缩
减部属师范大学在当地的招生计
划。

根据要求， 各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要会同机构编制部门在核定
的中小学教师编制总额内提前安
排， 准确核查接收公费师范生编
制计划， 统筹本地区中小学教师
岗位需求 ， 于1月7日前将本省
（区、 市） 公费师范生就业岗位
需求信息通报给部属师范大学，
同时在相关网站或平台公开发
布。 做好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
小学教师资格改革有关工作， 保
障符合条件的公费师范生按时获
得相关教师资格证书， 促进公费
师范生就业。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持续
组织公费师范生专场招聘活动，
通过优先利用空编接收等办法，
保障符合就业条件的公费师范生
有编有岗 ， 严禁 “有编不补 ”，

全部落实任教学校。 2022年5月
底前， 确保90%的公费师范生通
过双向选择落实任教学校。 2022
年6月底仍未签约的公费师范生，
其档案、 户口等迁转至生源所在
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由各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筹
安排到师资紧缺地区的中小学校
任教， 公费师范生离校前须全部
落实任教学校。

教育部要求， 各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加强公费师范生的履约
管理， 除因重大疾病无法完成学
业， 或不适合从教并经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指定的三级甲等医院体
检确认后终止协议外， 应届公费
师范生毕业前一律不得解约。 公
费师范生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协
议的， 须经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
行政部门批准， 并按规定退还已
享受的公费教育费用、 缴纳违约
金， 解除师范生公费教育协议，
重新改派就业。

各地要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
助、 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优惠政
策， 为公费师范生到农村任教提
供办公场所、 周转宿舍等必要的
工作生活条件， 吸引公费师范生
毕业后到农村中小学任教。

教育部办公厅发出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