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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监督公告

■ 新华社记者 潘莹 白志强

眼下，在乌鲁木齐石化公司芳烃联合生

产装置现场，机器声隆隆，一派繁忙。这里每

天生产的 2150吨 PX（对二甲苯），被存入成
品罐后，源源不断运往各地市场。

乌石化芳烃部副主任殷宏鹏介绍，该装

置是企业响应自治区提出的“疆油疆炼、减油

增化”，延长石油化工产业链的重大项目，将

为全疆纺织服装产业提供更多优质原料。

坐拥资源、政策、区位等优势，新疆聚焦

“八大产业集群”，向传统产业“挖潜增效”，为

新兴产业“精准布局”，立足“一带一路”核心区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不断为培育新质生

产力释放新潜能、积蓄新动能、打造新优势。

记者近日走访多地产业园区、生产车间、

产业创新研究院，透过一件件产品、一条条生

产线，以及科研人员面前一块块电脑屏幕，走

近不断涌现的高水平创新成果，聆听科研人

员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不懈追求，感受新疆

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劲脉动。

挖掘传统产业“新潜能”
龙年新春，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

漠，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深地塔科 1井，成功
突破地下 1万米，宣告我国首个万米深井诞
生。这一创举是当地以新质生产力有力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摆脱传统生产方式，通过延链补链拓链强

链，提升工业价值链，是新疆以科技创新，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厚实”产业基础的缩影。

“目前已建成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

节点 2个，建成石油、钢铁、装备等领域工业
互联网平台 3个，一批高质量的工业 APP在
煤炭煤化工、石油和化工、能源装备等行业中

充分应用。”自治区工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程多福说，新疆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大数

据、工业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各领域深度融合。

加快向数智化转型是越来越多企业的共

同选择。

“今年以来明显感受到企业在推出新生

产线方面力度很大。”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

河区）科技局党组书记陈鹏最近考察企业发

现，“大家都在追求向智能化、绿色化转换，在

产业分工上更趋向于产业链高端。”

锚定在国家全局中战略定位，立足自身

禀赋和现有条件，去年以来，新疆加快推进油

气生产加工、煤炭煤电煤化工、绿色矿业、粮

油、棉花和纺织服装、绿色有机果蔬、优质畜

产品、新能源新材料等“八大产业集群”建设，

积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加快构建体现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特色优势产业潜力进一步释放，不断增添产

业竞争力。

粮食新增产量居全国第一、油气当量连

续三年稳居全国首位……2024年新疆政府

工作报告写道：2023年是近年来新疆经济社
会发展质效最好的一年。

积蓄新兴产业“新动能”
牢牢守住传统产业“家底”同时，新疆坚

持因地制宜、系统谋划乌克昌、南疆、东疆、北

疆等四个片区高质量发展“赛道”，加快发展

壮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

在南疆片区阿克苏市，国内首条一次成

型超薄柔性电子玻璃生产线投入生产；在东

疆片区哈密市，新疆自主创新研制成功世界

最大单体 20吨海绵钛钛坨；在北疆片区石河
子市，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依

托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生产出厚度仅 120微
米电极箔……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德蓝水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水处理实验室里，为研制新款有

机絮凝剂，科研人员一遍遍调整制剂配方，观

察烧杯里絮状沉降效果；另一处纺丝车间里，

一束束由生物高分子材料制成的超滤膜，刚下

线不久，仿佛细长的挂面，悬挂在屋顶下。

“不要小看这个‘挂面’，每平方毫米上有

几亿个孔。”公司负责人曾凡付表示，明显感

受到新质生产力推动企业不断进步的强大动

力。“公司邀请 3位院士加盟，研发费用占总
收入 15%，催生了一系列创新技术，加快产品
实现国产化，目前企业自主研发的超滤膜已

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在多家煤化工及石

油化工企业应用。”

如今的天山南北，因地制宜培育了碳基

新材料、锂电材料等新的经济增长点，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效应加速显现。

同时，新疆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要

素聚集，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四链”深度融合，在全社会营造重视科研投

入氛围。 咱下转 P2暂

■ 新华社记者 齐琪

合同、赠与、继承、财产分割、亲属关系

……到公证处办个公证心里才踏实。公证，与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更加方便快捷的办理是

人们的需求与期盼。

司法部 3月 21日对外公布“公证减证便
民提速”活动方案的通知，决定自今年 3月至
1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公证减证便民提
速”活动，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

便捷的公证法律服务。

公证便民服务将如何“减”怎样“办”？一

起来看。

办法一：“缩”期限“减”材料
如何有效提升公证服务质量和办证效

率，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办证耗时长、多次跑等

突出问题？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向斌

介绍，此次活动目的仍然是力求利企便民，重

点是“提速增效”。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缩短办证期限”和

“进一步精减证明材料”，用“缩”和“减”，来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全面梳理公证事项办结期限情况，

综合人员力量、软硬件设施、办证需求等实际

情况，分类压缩公证办理期限，对于法律关系

简单、事实清楚、证明材料充分的公证事项

（事务），将出具公证书的期限分别缩短至 5
个工作日或者 10个工作日以内。
———严格落实公证事项证明材料清单

（2023年版），明确“清单之外无证明”，有效
杜绝循环证明、无谓证明。需要在清单之外补

充证明材料的，公证员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

线索主动收集。

“同时，我们鼓励各地公证机构采取创新

申请方式、优化服务流程、加强业务协作、推

进信息共享等措施，进一步压缩公证的期限，

有条件的公证机构尽可能实现‘当日出证’

‘当场出证’。”杨向斌说。

办法二：拓展“一证一次办”
推进“一事一站办”

公证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内容，高

效便民是基本要求。对此，司法部提出两个

“一”，进一步优化公证流程，增强服务能力。

拓展“一证一次办”———对法律关系明

确，事实清楚无争议的公证事项，当事人只要

材料齐全、真实，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跑一

次就可办好公证。

推进“一事一站办”———鼓励公证机构将

需要多个部门办理，关联性强、办理时间相近

的多个事项集中办理，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

务。同时推动“公证+不动产登记”一件事联合
办，推广“公证+领事认证”联办服务。
杨向斌介绍，通过与不动产中心互设办

事窗口、互嵌功能模块、互通服务系统等方

式，实现“公证+不动产登记”一站办好。通过
“公证+领事认证”联办，实现涉外公证和领事
认证“一次申请、一窗受理、联动办理”，为群

众提供省时、省力、省心的公证法律服务。

办法三：强化数字赋能
提升服务水平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在线公证服务实

现了在线咨询、预约、申办等一体化办证服务。

持续推动“线下跑”变为“线上跑”，司法

部进一步要求强化数字赋能，逐步推进省级

区域内统一公证业务办证系统建设；健全完

善公证书在线核验机制，逐步实现与法院、住

建、不动产登记等部门的系统对接和数据共

享；推广远程视频公证在偏远地区、司法行政

机关确定的定点场所应用等。

“通过推广‘互联网+公证’服务手段，扩
大在线申请、在线办理、在线出证的适用范

围，推广远程视频公证在偏远地区、定点场所

的运用，让偏远地区群众也能享受到智慧公

证服务。”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一级巡

视员孙春英说。

老年人、残疾人、“上班族”等群体，怎样

享受“公证减证便民提速”的福利？

对此，通知针对提升服务水平提出了这

些举措：

———优化服务措施，针对老年人、残疾人

等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上门办证”等服

务，优先接待、优先办理。

———倡导公证机构开展错峰延时服务、

预约全时服务和加急即时服务，解决上班人

员没时间办证的难题。

———优化涉企服务，深入企业设立公证

联系点或办证服务点，提供法律咨询、涉企纠

纷调解、涉企公证事项办理等综合服务，为企

业“走出去”、上市融资、股权治理等提供一对

一精准服务。

政府引导 机构加力

多路资金
加速灌溉科创沃土
■ 李昱佑

随着“新质生产力”一词写入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如何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金融监管总局正在研究以金融资

产投资公司为平台，扩大股权投资试点范围；人

民银行将设立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近期，政策利好信号接连释放，股权投资、银行

贷款等多路资金正密集涌向科技创新领域，加

速灌溉科创沃土，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从今年预算报告来看，2024年中央本级科技
支出继续加力，增幅达到 10%。“在推动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

方面，财政支出都有所增加，这将进一步发挥

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

能。”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说。

开年以来，多地也积极出台举措，拿出

“真金白银”激励科技创新。日前，安徽财政统

筹设立 10亿元科技创新攻坚专项资金；江西
首支省级科创基金完成签约，主要投向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及产学研成果转化平

台；北京围绕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机器人、信

息产业共设立 500亿元政府投资基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培育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

权投资，优化产业投资基金功能”。在政府资

金引导与带动下，各方投资机构也积极布局

科技创新赛道，“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愈发成

为行业共识。

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VC/
PE（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高度聚焦
科技创新，投资科创领域行业资金额占比显

著提升，助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科技型企业具有高成长性，但可能存在

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高等问题，同时普遍存

在资产较轻、缺乏抵押物等现象。因此，科技

型企业的特点与股权融资更为契合。”招联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说。

清科研究中心认为，股权投资已成为科

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科创企业提供

了重要的金融服务支撑。在服务国家战略、支

持产业升级、探索前沿技术三大投资主线指

引下，新材料、半导体、新能源三个领域将持

续涌现投资机遇。

不过，业内人士也指出，当前我国股权投

资资金相对有限，融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

在“投小投早”方面还需要更多长期的、有耐

心的资本参与。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日前

表示，正在研究以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为平台，

扩大股权投资试点范围，进一步加大对科创

企业的支持力度。

股权投资基金之外，银行等金融机构也

纷纷加力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2 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13.13万亿元，同比增长 28.3%，其中，高技术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6.5%。
在 3月 21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表示，将设立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不断提升促进经

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效能。

专家指出，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

支持服务新质生产力，重点和关键是大力发

展科技金融，加大对科技创新和科技型企业

的支持和服务。

多家金融机构正积极响应，布局科技金融

赛道，“上新”相关产品。如北京再担保公司推

出“文科 e贷”专项金融科技产品；浦发银行推
出的“浦创贷”通过应用多维数据分析，实现金

融活水对早期科技企业的“精准滴灌”。

公证服务减证便民提速，如何“减”怎样“办”？

聚焦优势 集群发展

新疆新质生产力动能强劲

荫在德蓝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水处理实验室
里，研制新款有机絮凝剂的科研人员在观察烧
杯里絮状沉降效果。 潘莹 摄

荫乌鲁木齐石化公司芳烃联合生产装置外景。 周恃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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