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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激发和保护
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
业。您对此有何理解？红山区在推动创业、创
新方面有哪些优势和做法？

刘万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有关创新创业
的内容，为红山区进一步推动创业、创新向纵深
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创业、创新与产业升级

融合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正成为激发实体
经济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红山区作为赤峰市中心城区，工贸企业
较多、产业基础扎实、人力资源丰富、区位优
势明显，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比较集中，云计
算、大数据、保税物流等创新创业元素齐备，
各项工作开展扎实。概括来讲就是“六个到
位”：

一是组织领导到位。成立了推进创新创
业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各单位集中力量推进创
业、创新工作。二是政策落实到位。认真落实
简政放权有关政策，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累计优化审批流程952个，压缩审批时限5147
个工作日，精简固化优化审批要件 688个，整
合157项依申请行政权力，确认权力清单3852
项；全面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降低了创业
创新门槛。三是资金支持到位。设立创业发
展资金，财政每年预算安排不少于500万元，
用于支持创新创业，累计为符合条件的创业者
发放创业贴息贷款5570万元。全力破解融资
难题，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中小企业金
融服务十条措施》《红山区助保贷融资平台实
施方案》，提供“税信贷”、社会组织融资服务、
国家专项建设基金申请、助保金贷款、融资担
保 5种服务。四是指导服务到位。设立大学
生创业服务窗口，专门为大学生创业就业提供
咨询、服务。邀请8位专家组成创业专家指导

团，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计划分析和创业政策等
服务，帮助创业者提高创业成功率。五是平台
建设到位。搭建科技平台，建设红山科技服务
平台，提供知识产权托管、科技人才培训、技术
创新支持等8类服务。搭建研发平台，突出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出台《红山区创业孵化基地
认定和奖励办法》，打造政府示范、企业自办、
组织联建和大众筹资4种运营模式，服务项目
达 14大类 80项。六是人才引进到位。制定
《红山区鼓励企业人才引进实施办法》，对柔性
引进的院士每年给予 10万元补贴，对刚性引
进的博士及以上高层次人才一次性给予 5万
元补贴，并解决其住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设
置了高新人才贡献奖，对贡献较大的高新人
才，给予 50万元至 500万元的资金奖励。目
前，建设的泰领海创科技园，已经引进食品安
全检测试剂、肿瘤基因检测试剂研发等方面博
士7名，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

徐永升：通过这些举措，红山区目前取得了
哪些成效？

刘万虎：概括来讲，就是“三个明显增强”：
一是创新创业氛围明显增强。通过对“双创”
政策、创业先进个人、创新典型企业、创新成
果、创新品牌的宣传，有效激发了公众和企业
对创业、创新的热情。创新平台和载体达到
28个，其中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24个，成功
孵化企业和项目 450个、累计带动就业 8700

余人，云计算众创空间和众人合创孵化空间成
为国家级众创空间。二是创新创业的水平明
显增强。组织实施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7项，
年产生直接、间接经济效益1.5亿多元。组建
了科技项目库，入库项目 76项。荣获自治区
科技进步三等奖4项，赤峰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6项。鉴定各类科技
成果36项，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90%，其中转
化应用关键技术28项。三是企业的科技创新
意识明显增强。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60
余家科技中小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产品22个、
重点新产品41个，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到工业
总产值20.16%。

徐永升：红山区在推动创业、创新工作上今
后还有哪些打算和安排？

刘万虎：红山区将进一步增强工作紧迫感
和责任感，认真落实好十九大精神，突出优化
环境、创业孵化、融资担保创新等重点，持续
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优化创业创新环境，
认真落实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有
关要求。强化科技创新，推动红山农业科技
园区晋升为自治区级科技园区。继续完善现
有政府示范、企业自办、组织联建和大众筹资

“四种孵化模式”，探索“平台+市场”“孵化+
投融资”等创新创业企业孵化新经验。研究
设立天使投资引导资金，为创业者提供资金
支持。

强化科技引领 激发创新活力

□文/图 本报记者 韩继旺

清扫牛槽、喂草饮水、整理圈舍……披着暮色，李锦又在自
家牛棚前忙碌了起来。再过几个月，棚里有7头牛就要出栏销
售了，他每天傍晚都要额外给它们加一顿“营养夜餐”。

53 岁的李锦是乌拉特前旗先锋镇永福村的产业扶贫
户。如今，他依靠精准帮扶政策，稳健地走上了养牛脱贫致
富之路。

“要不是这一身的病，咱肯定不能当个贫困户。”说起过往，
李锦透着些许无奈。

上世纪90年代初，李锦从山东引进了100多只寒羊，在村
里率先搞起了养殖，成为当时村里屈指可数的养羊带头人。可
天有不测风云，2000年李锦患上了糖尿病，又接连出现了好几
种并发症。农活干不成不说，看病又将所有积蓄花了个精光。

无奈之下，只得将几年辛苦经营的羊群处理掉。2016年6月，
李锦又因病重做了一次大手术，花掉了从亲戚那里筹措的十几
万元和村民的近两万元捐款。

就在李锦因病致贫最灰心丧气的时候，先锋镇将他列为精
准扶贫对象，并送来了1万元的产业发展资金，给了他重新站起
来的信心和希望。

“当时家里穷得连 500元钱都拿不出来了，想到娃娃的
学费，今后的生活就觉得眼前一抹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生性要强的李锦眼里满含泪水，“多亏这精准扶贫好政策，
又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新希望，让我有了好好活下去的勇
气。”

李锦凭借自己丰富的养殖经验，拿着第一笔扶贫款当即买
回来1头成年奶牛。母牛买回来20多天就生了小牛犊，这让他
喜上眉梢。

为了不让牛奶浪费，他又借助后续的1.2万元扶贫资金先

后低价买回12头牛犊开始集中育肥。每天5点多就起床，披星
戴月收拾棚圈、喂草喂料。期间，村民们帮助他翻新了圈舍，旗
里的帮扶责任人为他推荐了相关微信公众号，让他更新知识、
掌握最新的养殖技术。

“牛多了，买饲料的成本太高了。今年村民们要帮我把自
家的50多亩地都种上玉米、甜菜，用作饲料。等今年8月份7
头牛出栏，刨去成本，估计可以净挣5万元左右。最初买的那头
奶牛今年又能产个小牛犊，那利润就更大了。”看着自己的“心
肝宝贝”一天天长得膘肥体壮，李锦扳着指头计算着收益，眉眼
里满满都是幸福。

“这么好的社会，这么好的惠农政策，乡里乡亲都帮我，我
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我现在有偿还能力了，今年再贷点儿
款继续扩大养殖规模，今后我还想成为养牛致富带头人帮助别
人呢！”李锦心情舒畅了，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养牛脱贫奔小康
的劲头更足了。

□本报记者 高敏娜

近日，家住兴安盟突泉县突泉镇双
山村的村民王秀春向记者询问，由于村
里和周边没有养殖合作社，这让他有了
自己成立合作社的想法，但是不知道具
体找哪个部门进行办理？

“这两年养羊的价格效益很好，我也
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附近没有养殖合
作社，导致享受不到一些针对合作社的
补贴政策和防疫服务。”王秀春说，在他
身边还有好几家村民都有加入合作社的
想法，现在家里已有100多只羊，加上其
他有意向农户的，大约达到了 700 多
只。今年6月份，打算再购置一批羊，想
知道如果现在办理合作社要多久可以申
请下来，需要提供哪些资料？

办理农民专业合作社需要很多的资
质，一些有心做合作社的农牧民们不知
道如何进行手续方面的准备。针对这一
问题，记者咨询了突泉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办理
合作社的地址有所变动，现在搬到了春
州广场（综合体大楼）九楼市场监督管理
窗口，导致一些农牧民朋友找不到具体
位置，为此我们在网站上进行了公示，也
留下了办理流程、所需手续和咨询电话，
如果对相关内容有不清楚的地方，随时
可以打电话咨询。同时，为了方便远道
而来的农牧民办理，我们在法定办结时
限的基础上，承诺给予提前办理。”

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人员表示，成立
合作社必须有5名或者是5名以上的成
员，办理合作社需要的表格和文件可以
在他们的窗口领取或者在网上进行下
载，具体所需材料包括：1、《农民专业合
作社登记（备案）申请书》；2、全体设立
人签名、盖章的设立大会纪要；3、全体
设立人签名、盖章的章程；4、法定代表
人、理事的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5、全
体出资成员签名、盖章的出资清单；6、
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成员名册和成员身份
证复印件；7、住所使用证明；8、指定代
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9、名称预先
核准通知书；10、财务负责人身份证复
印件；11、农民专业合作社申请登记的
业务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
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
目，应当提交有关的许可证书或者批准
文件复印件。

申请合作社找不到“门”
详细流程来了！

全国老龄办相关数据表明，截至
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有
2.41 亿人，占总人口 17.3%。当前，我国
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养老服务领域面
临的考验和挑战也越来越大。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通
辽市委、市政府从北京引进了全国综合
性养老服务平台“拐棍网”，在通辽经济
技术开发区建设“网上养老院”，让老人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养老服务。

导入“智慧”元素，让“人在家中坐，
服务上门来”的养老体验正逐渐从梦想
变为现实，也为进一步放开养老服务市
场，推进养老机构转型升级，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养老行业，提供了更多可能。

当然，作为新兴业态，“高大上”的智
慧养老尚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前景远大，
但也前路漫长。

一方面，智慧养老面临消费观念问
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较为传统，无论是
服务购买还是产品购置，价格始终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因素；另一方面，老年人思想
观念传统，不愿意相信和接受这些新生事
物，生活能自理的老人认为自己无需智能
服务，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却无法使用
智能服务。此外，老年人的信息教育也跟
不上，很多老人根本就不会使用智能化设
备，从而导致平台搭好却无从下手，产品
到位却没法利用……长此以往，“智慧养
老”可能沦为一纸空谈。

如何让智慧化养老模式真正提升老
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参与感？

笔者认为，首先要加大智慧养老的
资金投入，涉及的相关技术问题需加快
攻克，通过技术把养老服务体系搭建和
完善起来；其次是加大宣传力度，让老人
感受到智慧养老带来的实惠和方便，培
养智慧养老的消费观念；最后是相关部
门应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技术设备研发、
智慧养老管理与服务等工作。

所谓敬老孝老养老，绝不仅仅是停
留在物质层面，老人更需更的是精神关
怀。因此，未来的智慧养老服务产品，应
该更趋向于人性化及个性化，唯有给智
慧养老的新技术插上爱的翅膀，养老服
务才会更有分量、质量和容量，也会更贴
心、更有“人情味”，让老年人能够优雅变
老，坦然拥抱“夕阳红”。

智慧化养老模式
还需要不断完善

◎赵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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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郝飚

这几日，家住乌海市乌达区永昌佳苑小区的王金秀每天都
神采奕奕，幸福之情溢于言表，逢人便说着这一年多来他们一
家住上新楼房的幸福生活。

走进王金秀68平方米的新房，两室一厅，布局合理，南北通
透，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射进来，整个家感觉温馨十足。

“等了整整40年，终于告别了矿区，搬进了大楼房，你说能
不高兴吗？记得刚搬进来时，我做梦都能笑醒。”王金秀笑着
说。话语间，她不由地回忆起他们一家过去的“蜗居”生活。

王金秀和丈夫李建廷退休前都曾是乌达区黄白茨煤矿的
煤矿工人，从参加工作开始，他们就一直住在矿区。

“旧房总共48平方米，就是那种一个过道、两个卧室的普
通小平房。从70年代开始，我们在那里生活了40多年，也在那

里养大了一儿两女。”王金秀回忆说，“有了儿子后，因为家里面
积有限，他只能在凉房里支一张床睡。平时做饭，厨房也只能
容下一个人，连身都转不开。”

曾经拥挤狭小的居住条件让王金秀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但
最让他们一家叫苦不迭的是矿区恶劣的生活环境。“外面道路
是黑的，墙面也是黑的，只要一下大雨，门前的那条土路基本走
不了人。而且18户人家共用一个旱厕，一到夏天更是苦不堪
言，一家5口人就这样日复一日的生活着。”李建廷说道。

终于，转机出现了，乌达区开始对王金秀一家所居住的这
片矿区棚户区进行改造。从签订征拆手续到摇号选房，王金秀
都是最先去的。按照棚改政策，乌海市和神华集团给他们家一
共补贴45500元，王金秀只掏了61000元就拿到了新房的钥
匙。

经过一年多的等待，王金秀一家终于告别了矿区那间“蜗
居”了40年的小平房，搬进了位于乌达区中心城区的新房。

“搬进来以前，新房就铺好了地面，刮好了腻子，我们简
单装修一下就住进来了，而且小区里还有活动中心、医疗
室、大超市，生活特别方便。”王金秀感慨道，棚改的好政策
让他们这些棚户区居民真正得到了实惠，走进了幸福的新
生活。

王金秀所在的永昌佳苑小区属于乌海市煤矿棚户区搬迁
改造二期项目工程，共建有85栋住宅楼，可安置棚户区居民
2800多户。据永昌佳苑社区党支部书记古彦波介绍，他们社区
居民大多都是过去矿区居民，尤其是永昌佳苑小区的居民，
80%以上都来自五虎山、黄白茨、苏海图等煤矿棚户区。为让
这些居民住得稳、过得好，小区还建设了社区服务中心、保健中
心、养老中心、幼儿园等公用配套设施。

据了解，在永昌佳苑小区的周围，新达小区、爱民佳苑小
区、金祥小区等一批矿区棚改安置小区也陆续建成，越来越多
的煤矿棚户区居民正在告别“忧居”实现“优居”。

煤矿棚户区居民告别煤矿棚户区居民告别““蜗居蜗居””时代时代

李锦赶着牛群奔小康李锦赶着牛群奔小康

王金秀一家如今的幸福生活溢于言表。 王金秀在侍弄自己的花草。 红砖风格的永昌佳苑小区。

李锦和养牛户通过微李锦和养牛户通过微
信公众号学习养牛知识信公众号学习养牛知识。。

李锦给牛儿“加餐”。 李锦打扫牛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