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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省商务厅认定了一批
2025 年省级商业步行街、省级城市商圈
及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其中，贵阳市
获认定 4 个省级城市商圈、3 个省级商
业步行街、5 个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

此 次 认 定 旨 在 培 育 消 费 新 增 长
点，打造特色鲜明、市场引领力强的消
费新场景。省商务厅鼓励获认定项目

的运营（管理）主体，以高质量发展为
导向，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完善业态布
局 、培 育 特 色 品 牌 ，合 力 构 建 布 局 科
学、功能完备、业态丰富、管理规范、特
色 突 出 的 新 型 消 费 场 景 ，进 一 步 激 发
消费活力。

经 推 荐 申 报 、专 业 评 审 、综 合 研
究，全省共认定 5 个省级城市商圈、10

条 省 级 商 业 步 行 街 、10 个 省 级 夜 间 消
费聚集区。其中，贵阳市世纪城商圈、
花果园商圈、火车站商圈、机场路商圈
被认定为省级城市商圈。梵华里商业
步行街、多彩贵州城文化商业步行街、
贵阳清镇吾悦商业步行街被认定为省
级 商 业 步 行 街 。 新 印 1950、曹 状 元 特
色文化街区、观山湖阿云朵仓、盛源新

天 地 、开 阳 星 悦 茂 地 下 商 业 街 被 认 定
为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

数据显示，自 2021 年以来，贵阳市
已累计获批 5 个省级城市商圈、5 条省
级商业步行街、4 个省级夜间美食街区
和 10 个省级夜间消费聚集区，消费场
景建设成果显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本报讯 5月8日，记者从贵州省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改革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今年 2 月印发的《贵州省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创新改革措施》（以下简称《改革措
施》），聚焦着力破解科技成果“不敢转”

“不愿转”“不能转”难题，将以更大力度激
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提升全省成果转化
政策供给和创新服务能级。

《改革措施》包括四个部分共 20 条具
体措施，从有效提升科技成果产出与转化
活跃度的角度出发，优化完善全省科技成
果转化政策体系。

以权属改革为动力，针对成果权属及
成果资产管理，提出四项改革举措，着力
构建“权责明晰激励兼容管理闭环”的转
化生态。《改革措施》提出，支持科研事业
单位将本单位职务科技成果部分或全部
所有权赋予成果完成人，成果完成人获得
全部所有权后可自主转化。充分赋予科
研事业单位科技成果管理自主权，对其所
持有的职务科技成果，可自行决定转让、
授权许可或作价投资，无需审批或备案；
以作价入股等方式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形
成的国有资产，区别于有形的国有资产管
理方式，由单位自主决定，不纳入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管理考核范围，为科技成果资
产管理“松绑”，为科技成果转化打通一条

“专用通道”。科研事业单位的职务科技
成果由单位自主管理、自主处置，不需报
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批或备案，推动“管
得过多”向“放管结合”转变。成果转移转
化过程中，单位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履行勤
勉尽责义务，严格执行决策、公示等管理
制度，在没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前提下，免
除其在科技成果定价中因成果转化后续
价值变化产生的决策责任。

以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为导向，构
建“绩效导向、合理分配、激励有效”的制

度框架，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改
革措施》提出支持科研事业单位除正职以
外的担任领导职务的科研人员、内设机构
包括正职在内的担任领导职务的科研人
员以作价入股的方式将其完成的职务科
技成果实施转化，同时提出依规探索开展
高校院所正职领导科技成果持股改革。
明确担任领导职务的科研人员通过职务
科技成果取得的股权激励，不视同经商办
企业。提出科研事业单位以接受企业、社
会组织委托等市场化方式取得的技术开
发、转让、许可、服务、咨询等科研项目，可
以提取和发放奖酬金。合同到账金额达
50万元且履行完毕的项目，视同省级科技
计划项目，从而实现科研人员学术价值与
经济收益双提升。提出支持横向科研项
目结余经费出资成果转化并视同科技成
果投资入股，纳入科研职务科技成果单列
管理。此举可有效破解转化缺资金、结余
不敢投的两难状况，形成推动成果转化的
长效激励机制，也让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
企业吃下了“定心丸”。提出在科技成果
转化后，科研事业单位对按规定给予科研
人员的现金奖励实行单列管理，在次年结
算单位绩效工资总量时，不受核定的绩效
工资总量限制。提出进一步扩大科技创
新券支持范围，从支持企业购买科技创新
机构科技成果扩展到支持企业自主开展
研发活动；简化科技创新券办理流程，对
实际到账金额 50 万元及以上的技术交易
合同，兑现后视同省级科技计划项目。提
出支持国有企业设立的独立法人科研机
构、科技创新平台推行职务科技成果赋权
改革，在不损害国有企业自身利益的前提
下，促进职务科技成果在本企业以外转
化。提出强化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成果转
化绩效导向，将成果转化绩效作为职称评
聘的重要依据并加大权重。从归口管理

的角度明确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
以强化供给与畅通转化渠道为牵引，

通过加强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搭建精准
高效服务平台，抓成果供给、抓资源汇聚
匹配、抓技术要素交易，推动科技与产业
深度融合，提出八项改革举措，实现科技
成果和市场双向奔赴。《改革措施》提出，
重点引进省外高校院所、企业等优质科技
成果来黔转化。支持省外创新创业团队
携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来黔创办
企业，所创办企业纳入科技型企业培育，
并在各类人才计划、科技计划项目等方面
给予政策支持。提出科研事业单位要动
态筛查超过 3 年未实施转化的职务科技
成果，在技术交易市场发布，可授权企业
实施。支持科研事业单位将成果采取“零
门槛费+阶段性支付+收入提成”或“延期
支付”等“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授权许可他
人实施转化，鼓励科研事业单位在成果形
成产品或提供服务产生收入之后再收取
费用。推动大量财政资金资助形成、但长
期未转化的职务科技成果实现开放共
享。提出组织实施“百园百校万企”创新
合作行动，建立高校院所与产业园区常态
化对接机制。提出支持由企业牵头或由
企业与成果供给方共同牵头实施重大成
果转化项目，最高给予 1000 万元支持。
探索以“揭榜挂帅”形式组织实施重大成
果转化项目。

《改革措施》还提出四条举措，对新建
的中试基地（平台）最高可给予 1000 万元
支持；在自然科学研究专业技术职务系列
中新增技术经理类别，对技术转移机构和
技术转移人才按服务成果转化实绩实行
奖补。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刘云嵩 实习
生 张贺妍）

本报讯 5 月8 日，记者从贵阳市人
社局获悉，2024 年 4 月成立至今年 3 月
底，贵阳市、区两级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
心累计受理调解案件 12146 件，调解成
功率达66%，调解金额8486.89万元。

市、区两级调解中心是由市、区两级
人社局、总工会、司法局联合打造的，整
合多方资源，创新构建“人社+工会+司
法”的多元联动服务模式，坚持“调解优
先、调裁结合”原则，将调解贯穿于劳动
争议处理的全过程。目前，两级调解中
心有专（兼）职调解员62名，涵盖劳动仲
裁员、工会干部、公益律师等专业人员。
调解员定期接受专业培训，系统学习劳
动法律法规、调解技巧等知识，为开展精
准调解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实际运
行中，人社部门提供业务指导，工会给予
人力支持等，司法部门派驻律师提供法
律援助。通过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
调解等工作机制，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真
正实现劳动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

针对一些当事人因身处异地、行动
不便等特殊情况，调解中心积极推行线
上“云调解”模式，通过视频会议等方式
进行调解。2024年底，张某与北京一家
科技公司因合同产生纠纷，双方在调解
中心的组织下，经过线上沟通协商，最终
达成和解协议，科技公司按约定支付赔
偿金。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薇 实习
生 张贺妍）

本报讯 5月8日，记者从市政务服务
中心获悉，贵阳市“企业之家”持续拓展服
务阵地，推动“企业之家”进街区、进商圈、
进市集、进园区、进银行，奋力打造涉企服
务升级版。

据统计，贵阳市“企业之家”成立以来，
已累计解决企业诉求1.1万余件，提供咨询
服务近2万余人次。据了解，去年来，贵阳
市按照“跳出政务服务做服务，走出政务大
厅做服务”工作思路，将“企业之家”服务阵
地向各类场景延伸，不断拓展“企业之家”
服务内涵，从等企业上门到送服务上门，努
力把“家”安在每一个企业身边。

推动“企业之家”进街区。根据街区
“小个专”市场主体点多面广、分布分散、人
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在太平路街区打造“企

业之家”服务站，将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
企业注册登记、门头牌匾、食品经营许可证
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延伸至街区办理，让
高效的服务随时随地触手可及。目前，已
为街区商户开展政策宣传、门面选址、市场
分析等服务20余次，解决商户咨询诉求10
余件。同时，注意收集听取商户对街区治
理的意见建议，对走访时发现的商户占道
经营、违规设置广告牌、乱贴乱画等行为及
时规劝，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实现服务治理
双提升。

推动“企业之家”进商圈。根据商圈商
业资源集中、文化社交聚集、消费氛围浓厚
等特点，贵阳市各级“企业之家”主动走进
商圈，为商圈企业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

“零距离”服务，搭建“政企交流”平台。目

前，“企业之家”已进驻观山湖金融城、南明
区海豚广场、乌当区正德家邦购物中心、花
溪区花阁路十字街、白云区泉湖商会、清镇
市吾悦广场等6个商圈。

推动“企业之家”进市集。根据市集企
业参与门槛低、主题活动丰富、适合初创品
牌孵化等特点，贵阳市各级“企业之家”将
创业服务向市集延伸，推动创新创业活动
更加贴近企业群众生活场景。截至目前，
全市各级“企业之家”为有创业意向的群体
提供创业辅导1000余次。

推动“企业之家”进园区。开发区（园
区）作为贵阳贵安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
主战场、主力军、主阵地。目前，贵阳市各
级“企业之家”将服务触角向全市14个园
区延伸，结合园区产业发展定位，为企业解

决诉求1400余件，助力企业不出园区就能
办成事、办好事。推动“企业之家”进银
行。针对企业反映融资难融资贵、经营成
本高等问题，贵阳市各级“企业之家”强化
与银行合作，联合对辖区内相关企业进行
实地走访，详细了解企业资金需求，为企业
提供相对应的银行贷款产品和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扶持，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减少
融资成本，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贵阳市各级“企业之家”将继
续聚焦企业需求，延伸服务触角、拓展服务
阵地、创新服务方式，切实从服务企业高质
量发展向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转变，助推
优化全市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新动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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