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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
围绕提质争效，我省将进一
步完善省创新实验室体系
布局，在建设嘉庚创新实验
室等 6 家省创新实验室基
础上，积极筹建集成电路和
海洋领域省创新实验室，争
创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和
基地。

据悉，锚定《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的“2023年全社
会研发投入要提升 18%”的
目标，我省相关部门还将通
过提升全社会研发投入，进

一步吸引创新人才，推动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通过推
动科技企业争取国家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持，加
快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
渠道的科技投融资体系；
鼓励各设区市“因城施策”

“因企施策”提升全社会研
发投入水平，吸引更多社
会资金投入科技创新，充
分发挥省级政策性优惠贷
款风险分担资金池作用，力
争全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增
长18%以上。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2》显示

福建科技活动人力投入全国第一

N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今
年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为雷锋同志题词 60 周
年。60年来，学雷锋活动在
全国持续深入开展，雷锋的
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
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滋养着
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

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
上，要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
时代内涵，更好发挥党员、
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志

愿服务保障和支持，不断发
展壮大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伍，让学雷锋在人民群众特
别是青少年中蔚然成风，让
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
经常，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

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凝聚强大力量。

“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
下去——纪念毛泽东等老一

辈革命家为雷锋同志题词六
十周年”座谈会2月23日在
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
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
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对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

更加璀璨的光芒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通讯员 李淑媚） 近日，记
者从泉州鲤城区残联获悉，
鲤城将延伸助残覆盖面，实
施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残
疾人居家托养服务、辅具维
修服务、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等多项助残服务项目，
计划投入450多万元，惠及
残疾人3600余人。

据悉，这些助残服务项
目涵盖残疾人生活补贴、就
业创业补助、就学补助、居
家托养和康复帮扶服务等
方面。其中，“一户多残”家
庭残疾人生活补贴、低保重
度肢体残疾人居家养护补
助为市区两级为民办实事
项目。鲤城计划投入60万

元，分别按照重度残疾人
100 元/人·月和非重度残
疾人 50 元/人·月标准，为
270户550名“一户多残”残
疾人发放生活补贴；计划投
入7万元，按照1000元/人·
年标准，为 70 名未享受当
年省级居家养护项目、纳入
当年低保的重度肢体残疾
人发放居家养护补助。

此外，根据辖区残疾人
实际需求，鲤城还将同步开
展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残疾
人意外伤害保险、残疾人就
业创业补助、残疾人自主创
业补助、残疾人技能培训、
残疾人学生残疾人家庭子
女助学补助、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爱心助残驿站、残疾
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残疾
人家庭医生签约等多个助

残服务项目，改善残疾人生
活水平，提升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海都讯（记者 黄晓燕）
日前，泉州市教育局、市财
政局印发了《2023年乡村
温馨校园示范校创建实施
方案》，旨在进一步推动乡
村温馨校园建设，充分发
挥示范校辐射带动作用，
不断提高乡村教育发展
水平，促进县域义务教育
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
发展。据悉，市教育局将
对认定的乡村温馨校园
示范校予以一定的经费
支持（小学每校 5万元、初
中每校6万元），主要用于
校园文化建设补助，县级
按照不低于 1∶1的比例进
行配套。

今年，泉州市计划认
定乡村温馨校园示范校
50所，其中小学 40所、初
中 10所，拟从 2月份开始
申报。申报学校在自评确
认已符合乡村温馨校园示
范校创建资格的基础上，
向所辖县（市、区）教育局
申报，县（市、区）教育局择
优推荐。

根据该方案，创建学
校原则上必须是市级及以
上乡村温馨校园；创建学
校近三年内无发生同本校
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重大
安全、卫生事故和违法行
为；创建学校无大校额、大
班额现象等。

鲤城投入450多万元 开展各类助残服务 泉州乡村温馨校园示范校
可获5万或6万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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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进
一步与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记者 22日从文化和旅
游部获悉，文化和旅游部日
前印发通知，要求牢牢把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和旅游发展的规律特点，在
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在更
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
平上融合。

通知提出了加强项目
梳理、突出门类特点、融入
旅游空间、丰富旅游产品、

设立体验基地、保护文化生
态、培育特色线路、开展双
向培训等8项重点任务。

根据通知，各地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要建立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发
展推荐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为旅游发展提供优质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通知提出，支持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红
色旅游、冰雪旅游、康养旅
游、体育旅游等结合。鼓励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或相关
元素融入国家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主题公园、旅游饭店
等。鼓励将旅游民宿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有效对
接。鼓励旅游演艺创作从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汲取灵
感和素材。

“十四五”期间，文化

和旅游部将遴选特色鲜
明、服务成效显著、群众广
泛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设施场所和提供非物质文
化遗产体验、研学等服务
的旅游相关场所，设立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体验基地。

文旅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将设立一批国家级非遗体验基地

根据科技部最新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2》，2020年福建科技活
动人力投入指标表现亮眼，位次大幅上升了5位，与广东、浙江等10个省市并列第1
位；企业R&D研究人员数增长51.19%，占全社会R&D研究人员比重提高了23.92个
百分点，位次上升了1位至全国第5位。

报告显示，我省政府科
技投入不断增长，2020年地
方财政科技支出比上年增
长了12.02%，占地方财政支
出比重提高了 0.24个百分
点，位次上升了1位至全国
第 10 位。在“科技创新环
境”指标中，福建“科技人力
资源”和“科技意识”指标均

排全国第7位。
为强化科技引领作

用，我省加强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围绕国家战略目
标和福建产业发展重大
需求，2022 年，全省累计
安排科技计划项目经费
7.38 亿元，支持 3551 项省
级科技计划项目开展技术

攻关，不断提升产业发展
竞争力。企业是创新的主
体。我省大力实施研发经
费投入分段补助、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等政策，2022
年，高企享受研发经费投
入分段补助企业数和带动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额分别
同比增长40.5%、38.2%。

省科技信息所科技统
计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林
瑞明介绍，高水平高校和
国家级大院大所在福建分
布相对较少，这两大主体
研发投入总量偏少，所占
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偏低，反映出我省全社会
研发投入仍有较大空间。

今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要提升18%

我省全社会研发投入仍有较大空间

N据福建日报

鲤城开展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