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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硬科技专精特新

筑梦冰雪，一起向未来。2022北京冬奥会各

项赛事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科技冬奥”是本届

冬奥会的一大亮点。

科技冬奥有我们。国家高新区一批新技术新

产品闪耀“冰雪盛会”，冬奥会基础设施、运动训

练、赛事保障、疫情防控，让北京冬奥尽展“科技范

儿”，助力运动员在冰雪赛场上更快、更高、更强。

科技支撑速度与激情

2月 5日，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曲春雨、范可

新、张雨婷、武大靖、任子威获得中国体育健儿参

加北京冬奥会的首枚金牌；2月 7日晚，中国选手

任子威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1000米决赛

中获得金牌；2月 8日上午，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

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国选手谷爱凌凭借完美发

挥获得冠军……

体育竞技成绩的提升，早已不能单靠运动员

苦练来实现，科学训练、科技装备、科技保障等已

成为制胜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为冰雪健儿取得

更好成绩送上“神助攻”，让冰雪运动演绎速度与

激情。

苏州高新区企业苏州锐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的“人工智能无标记点人体运动录像解析系

统”，被运用到北京冬奥会空中技巧、跳台滑雪等

项目的中国运动员训练中。

苏州锐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曲毅

说，通过实时采集运动员关节点三维坐标数据，分

析起跳角速度、角度、身体姿势和飞行距离等数

据，他们为运动员技术和体能训练提供支撑，他们

帮助运动员发挥最大的潜能，达到最优的成绩。

在冬奥村健身中心，泉州高新区（台商投资

区）企业舒华体育的健身器材入驻其中，帮助参赛

运动员进行针对性训练。

据悉，舒华体育根据冬奥会三大赛区（北京

村、延庆村、张家口村）比赛项目类型、运动员特

点、健身中心场地空间和面积等，为三大冬奥村健

身中心量身定制了专业、科学的运动健康解决方

案。舒华体育品牌总监王伟伟说，每个村的比赛

项目不同，比如北京村主要是冰上项目比较多，如

短道速滑等，运动员对腿部和臀部的力量要求比

较高，我们会多配一些腿部训练的器材。

数字化产品走上冬奥赛场

稳定可靠的科技保障是冬奥比赛项目顺利进

行、运动员获得良好赛事体验的重要一环。

位于张家口市云顶滑雪公园举办的是 U 型

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雪上技巧等项目比赛。

在云顶滑雪公园雪道压雪工作中，也有青岛高新

区的一份力量——海克斯康研发的徕卡 3D压雪

车引导系统，可以高精度、高效率地完成竞赛场地

的施工，确保竞技赛道标准统一。

“我们将比赛场地的原始地形数据及赛道的

设计模型导入控制面板，完成压雪车机械尺寸校

准后，借助‘北斗’等卫星导航技术，通过三维空

间信息数据收集，实现自动测量压雪车履带及推

铲下的雪厚度，特别是在U型场地等滑雪公园和

雪道的建设维护作业上更简单、更精确、更高

效。”海克斯康测量系统HCMC部经理刘鹏说。

北京冬奥会的无线电保障是一项颇为重要

的工作，从比赛指挥调度、安全保卫，到赛事计时

记分、电视转播等，都要确保无线电用频安全。

苏州恩巨网络有限公司依托自主研发的“大型活

动频率指配分析管理系统”，为冬奥会各个赛场

设计了多种指配方案，为冬奥会顺利举行提供了

可靠支撑。

科技日报讯（记者 刘垠）近日，国新办

举行减税降费促发展强信心新闻发布会，国家

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2021年累计新增

减税降费约 1.1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

力支持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企业提前

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减免税额 3333 亿

元，有力促进了企业创新发展。允许企业提前

享受前三季度政策优惠，并将制造业企业加计

扣除比例从 75%提高至 100%。

数据显示，全国有 32万户企业提前享受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减免税额 3333 亿

元。其中，18.6 万户制造业企业享受减免税额

2259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2021 年，税务部门聚焦支

持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实体经济发展，继续

落实落细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帮助市场主体恢

复元气、增强活力。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

算司司长蔡自力将取得的积极效果概括为“四

个促进”：

一是加大小微企业税费优惠力度，促进了

市场主体活力提升。2021年，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税收优惠政策新增减税 2951亿元。

二是允许企业提前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政策，促进了创新发展。企业提前享受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减免税额 3333亿元，进一步

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增加了现金流，增强了

企业创新动能。

三是落实落细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和企

业购买设备器具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促进了

制造业发展。2021 年，税务部门累计为 3.1 万

户制造业企业办理留抵退税 1322亿元；实施企

业购买不超过 500万元的设备器具一次性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新增减税 781亿元，进一

步缓解了制造业企业的资金压力。

四是落实社保费降费政策，促进了就业稳

定。2021年，税务部门会同人社部门积极落实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全

年新增降费 1504亿元，有效减轻了企业社保缴

费负担。

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

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

幕，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

宣布本届冬奥会开幕。

27地获批设立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记者 邹多为 于佳

欣） 为发挥跨境电商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国务院近日

批复同意在鄂尔多斯市、扬州市、阿拉山口市等

27 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具体实施方案由所在地省级政府分别负责

印发。

自 2015 年设立首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几经扩围，截至目前，我国共有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 132 个。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鄂尔多斯

等 27 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的批复，本批 27 个城市和地区将复制推广

前 5 批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全力以赴稳

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此外，批复还要求建立健全跨境电子商务

信息化管理机制，根据有关部门的管理需要，及

时提供相关电子信息。要定期向商务部等部门

报送工作计划、试点经验和成效，努力在健全促

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配套支

撑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作为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支

持举措，扩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范围具有明

显带动作用。专家认为，鼓励跨境电商综合试

验区扩围，支持其开展先行先试，充分利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渠道，有利于拓展多元市场空间，促进

外贸稳中提质。

本报讯（记者 叶伟）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

转 型 体 制 机 制 和 政 策 措 施 的 意 见》，明 确 到

2030 年，基本建立完整的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基

本制度和政策体系，形成非化石能源既基本满

足能源需求增量又规模化替代化石能源存量、

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得到全面增强的能源生产消

费格局。

《意见》指出，能源生产和消费相关活动是

最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大力推动能源领域

碳减排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以及加快构

建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举措。现有的体制机

制、政策体系、治理方式等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

挑战，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的需要。为此，《意见》提出 10方面具体举措。

如，在完善引导绿色能源消费的制度和政

策体系方面，《意见》提出，逐步建立能源领域碳

排放控制机制。制修订重点用能行业单位产品

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研究制定重点行业、

重点产品碳排放核算方法，推行大容量电气化

公共交通和电动、氢能、先进生物液体燃料、天

然气等清洁能源交通工具。

在建立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的能源开发利用

新机制方面，《意见》提出，推动构建以清洁低碳

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以沙漠、戈壁、荒

漠地区为重点，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

地建设，对区域内现有煤电机组进行升级改造，

探索建立送受两端协同为新能源电力输送提供

调节的机制，支持新能源电力能建尽建、能并尽

并、能发尽发。

冬奥有我 国家高新区企业尽展“科技范儿”

加计扣除为32万户企业减免税3333亿元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制度框架加快完善

习近平和彭丽媛设宴欢

迎出席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习近平向第 35 届非洲联

盟峰会致贺电。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一

起向未来——在中国同

中亚五国建交 30周年视

频峰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出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印发《军队功勋荣

誉表彰条例》。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

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

本报讯 2 月 10 日，商务部举行新闻发布

会，提出持续推进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

研究推动出台一批新的政策措施，大力促进

数字贸易、技术贸易、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

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我国服务业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8.2%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53.3%。服务业新动能逐步激发，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涌现；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大

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制造业与服务业持

续融合，服务供给质量、效率明显提升，均为

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方面，新冠肺炎疫

情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视听服

务、医疗、教育、网上零售等在线提供与线上

消费大幅增长，数字支付手段大量运用，为知

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拓展了空间。

2021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 18%。

在运输服务出口方面，受货物贸易和价格

因素影响，全年运输服务出口持续快速增

长。2021 年，我国运输服务出口 8205.5 亿元，

增速达 110.2%，成为服务贸易十二大领域中出

口增长最快领域。

据介绍，2022 年商务部将重点做好 6 方面

工作：一是会同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实施《“十

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落实好各项任务

举措。二是研究推动出台一批新的政策措

施，大力促进数字贸易、技术贸易、对外文化

贸易高质量发展。三是探索服务贸易制度型

开放路径，推动出台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四是持续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总结推广更多制

度创新成果。五是遴选试点成效显著的地

区，升级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

区。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打造数字贸易示范

区，促进科技、制度双创新。六是推进特色服

务出口基地提质升级扩围，完善基地管理制

度和促进体系，落实支持基地发展的各项政

策措施。 简文

商务部研究出台促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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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催热市场

户用光伏撑起半边天

2月 11日，浙

江省慈溪市钱海军

志愿服务中心开设

的“复兴少年宫”寒

假公益托管课堂开

启以“迎冬奥庆元

宵”为主题的活动

课，为小学生们准

备了“手工制作”

“冰雪之约”“爱国

名人故事会”等内

容丰富的趣味主题

课程。图为小学生

在寒假公益托管课

堂展示刚做好的元

宵花灯。

2021年，中央

文明办部署开展乡

村“复兴少年宫”建

设，面向广大农村

中小学和学龄前儿

童开展道德培育、

文体娱乐、劳动实

践等活动。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