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记者
赵琬微）记者 21日从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了解
到，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将于2月2
日至4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
赛区进行。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
将于3月2日至4日进行。

冬奥会火炬传递在北京赛区设
4个点位，延庆赛区设2个点位，张
家口赛区设5个点位。2月2日，将
举行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启动仪
式。随后，火炬将在北京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北京冬奥公园传递；3日
上午，将在延庆的八达岭长城和世
界葡萄博览园传递；下午将在张家
口阳原泥河湾考古遗址公园、张北
德胜村、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园、
崇礼富龙滑雪场、张家口大境门遗
址传递；2月4日，将在颐和园、北京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和大运河森林公
园传递，其中奥森公园将迎来闭环
内的“奥林匹克大家庭”约50名火
炬手。

本次火炬传递的一大亮点，是
把机器人和自动驾驶融入传递场
景中。在冬奥公园，将由水陆两栖
机器人与水下变结构机器人在水
下完成火炬传递。这将是奥运史
上首次机器人与机器人之间在水
下进行火炬传递。此外，在首钢园
内还将由自动驾驶汽车完成一段

火炬传递。
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将于3

月2日至4日进行。其中火种汇集
仪式 3 月 2 日下午在天坛公园举
行，来自英国曼德维尔，以及北京、
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共9处城
市火种汇集成本届冬残奥会的官
方火种。火种汇集仪式后，火炬传
递将在天坛公园、张家口市民广
场、崇礼太舞滑雪场、蔚县暖泉古
镇、怀来官厅水库湿地公园和北京
世园公园，以及北京市残疾人文化

体育指导中心、中国残疾人体育运
动管理中心和北京冬奥组委驻地
进行。

据透露，在2月2日和3日的火
炬传递结束后，还将举行北京和张
家口的城市晚间展示活动，让火炬
传递过程更加精彩纷呈。火炬传递
期间，冬奥组委官方微信视频号将
发起活动，并通过微博、抖音、快手、
B站等平台进行宣传推广，民众参
与互动可获得官方电子证书，成为

“火炬网络护跑手”。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传递线路确定
奥运史上首次机器人水下传递将上演

■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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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应对疫情挑战，
化解来自供应链等多方压力，
大量中小企业承压而上，成为
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激
发创新的重要力量。2022 年，
如何在关键领域培育更多“小
巨人”？怎样让中小企业发展
更稳健？记者走访相关部门、
一线企业进行调研。

减负，让企业轻装上阵

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制造
商——力高新能源近期生意红火，
也碰上了业务发展带来的“幸福的
烦恼”。“公司增长很快，会有来自现
金流的压力。”力高新能源创始人王
瀚超说，去年以来，针对企业减税降
费的一系列政策，为高新技术企业

减轻负担。今年，企业将加大对智
慧能源、储能充电等领域技术的研
发投入。

去年以来，我国持续优化政策
和服务供给，组织开展中小企业发
展环境第三方评估，健全防范和化
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减
税降费、普惠金融等政策利好不断
释放，让更多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
现恢复性增长。

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小微企
业用电大数据监测显示，2021年 1
至11月，小微企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6%。

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坦言，
尽管中小企业“元气”持续恢复，但
也面临诸多挑战。聚焦中小企业的
政策针对性要持续提升。

“尤其重要的是要落实落细纾困
帮扶系列政策，推动延续或扩展阶段
性惠企政策，健全精准有效的中小企
业财税政策支持制度。”他说，2022
年要推动各地结合实际出台并细化
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纾困解难，
助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提质，对创新的扶持更精准

业绩增长了300%，合同额将近
2亿元——在全应科技董事长夏建
涛看来，公司去年成绩快速增长，既
得益于企业本身在核心技术、应用
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也受益于下游
客户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大势。

全应科技是一家从事热电智能
化工业互联网的企业。通过人工智
能算法、数字孪生模型等为热电领
域企业提升效率、降低排放和成
本。“创业企业拼的就是创新。”夏建
涛说，去年投入 4000 万元在研发
上，2022年，企业还成立了北京研
究院，持续进行技术升级。

中小企业赢得竞争要靠创新。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也要将重点放
在赋能上。

“要紧盯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
力和水平。”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一级
巡视员叶定达说，将支持中小企业
参与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强
链补链行动。工信部在2022年将

进一步聚焦关键领域加大创新中心
建设力度，通过中试、验证平台的完
善，为助力企业创新提供更多服务。

让政策支持更精准，不少企业
也给出建议。天科合达从事碳化硅
晶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不久前入
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企业创始人杨建认为，材料创
新的关键在应用。“建议对企业的补
贴和支持更多体现在产业链上。比
如，可以考虑补给与‘专精特新’企
业合作的龙头企业，让中小企业在
市场历练中增长本领。”

坚持培优企业和培强产业相结
合。田玉龙表示，工信部将支持中
小企业围绕重点产业链提升创新能
力和专业化水平。

“输血”，让要素进一步聚集

鼓励资本“输血”，推动资金、人
才等要素进一步向“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聚集，十分关键。工信部提出，
将深入实施中小企业融资促进工程。

资本市场是创新型中小企业获

取融资服务、规范治理结构、实现跨
越发展的重要途径。工信部中小企
业局副局长王海林认为，“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发挥着强链补链的重
要作用，也是资本市场的优质标
的。工信部正组织开展优质中小企
业评价和培育工作，并对拟上市“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开展分类指导、精
准培育、投融资对接。

有序调动起社会资本，鼓励更
多资本进一步关注中早期和创业团
队也很重要。

苏州纳微科技公司深耕关键材
料纳米微球领域，并打破国外垄断，
去年登陆科创板。受益于资本市场
对创新的支持，纳微科技董事长江
必旺也将目光放在支持更多创业创
新中。他说，企业将联合地方成立
基金，支持更多关键领域创新。

据悉，工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进一步推动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
资渠道，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开展债券融资，鼓励开发更多适合
中小企业的债券品种。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让“小巨人”更稳健！
2022年支持中小企业，将从这些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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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推进城乡社
区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任
务、组织保障等。

《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强化为
民、便民、安民功能为重点，以不断满足人民高品
质生活需求为目标，对“十四五”时期城乡社区服
务体系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规划》提出，到2025年末，党建引领社区服务
体系更加完善，服务主体和服务业态更加丰富，线
上线下服务机制更加融合，精准化、精细化、智能
化水平持续提升，社区吸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更好解决，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不断增强。《规划》明确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覆盖率达到80%、每百户居民拥有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等目标。

《规划》从完善服务格局、增强服务供给、提升
服务效能、加快数字化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
方面，明确主要指标、行动计划和重大工程等。在
服务内容上，一体推进为民服务、便民服务、安民
服务，强化社区养老、托育、医疗、就业、文化体育、
退役军人服务等方面的社区服务功能，全面推进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服务
便利化。在服务主体上，强化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保障中的主体地位，调动社会组织、社会工作
者、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等社会力量，
构建多方参与格局。在服务方式上，强调公共服
务、市场服务、自我服务协同发展，鼓励发挥市场
主体作用，引导村（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服务。在
服务机制上，完善服务统筹、即时响应等机制，健
全群众满意度调查评估制度，推广社区服务“好差
评”评价激励制度。

《规划》从经费保障、优惠政策、信息化支撑和
监测评估等方面明确保障措施，确保各项目标任务
落到实处。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