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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争奇斗艳”，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降本增
效新方案，“直播+电商”出海模式方兴未艾……

15日至18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中
小企业博览会，“新”意十足，传递出中小企业发展的
新动向。

新技术：首发首展向“新”求质

“我们可以和你合照吗”“请介绍下你自己吧”……
中博会广东展馆现场，广州里工实业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的“里掂人形机器人”正在和观众交流互动。

展台后方，另一款移动机器人模拟展示着生产线
“上下料”环节。“它可以自主规划路径，能够安全避
障，应用于柔性智能制造、实验检测等多种场景，助力
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公司市场经理卢秋映说。

新技术“争奇斗艳”，是本届中博会的一大亮点。
众多参展企业带来最新的创新产品，引人驻足。

躺在“智慧监护床”上，睡眠情况、呼吸频率、心率
等数据即刻显示；点击手机APP，数据就能实时发送
到智能监护站……凯泰科(中国)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向人们展示养老照护的新场景。

广东木几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展出的多功能贴片
机，引起了来访者的兴趣。公司副总经理温妮介绍，
这款多功能贴片机，与同类产品相比提速35%以上，
极大提升了电子元器件生产效率。

从智慧生活到智能制造，从终端产品到关键零部
件、上游材料，一个个新技术、新产品既体现了企业向

“新”而行的努力，也体现了消费需求升级、产业转型
的趋势。

“小企业也能干出‘大名堂’。”中国信通院广州分
院副院长李耀华表示，从展会的逐“新”热潮可以看
到，广大中小企业深耕主业、加大研发，正以新质生产
力增强发展的韧性和动力。

新融合：乘“数”而上转型升级

数字化转型既是助企纾困之举，也是提升竞争力
的关键。近年来，相关部门推动降低数字门槛、做大
数字生态，带动更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届中博会设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题展，集中展示汽车装备、智能家
居、纺织印染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成果。

在中国移动展区，记者看到观众正与互动式AI数字人进行交流。“它结合
九天大模型技术，可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播营销矩阵、互动客服和在线导购等智
能服务，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广东移动项目负责人李应安介绍。

广东快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现场展示了自主研发的数字经济平台。“平
台不仅能够帮助‘链主’企业加强数字营销，还能帮助生产企业建立‘数字’工
厂，让生产线状况一目了然。”该公司董事长何灌昌说。

展会上，数字化测评系统能像医生一样，为中小企业提供“工业诊疗”；对
智能工厂的模拟可以实现5G视觉质检、5G视频监控、AR远程协作……从工
业生产大模型到智能化生产线设计、数字供应链，一个个数字技术的新应用让
人目不暇接。

“既要通过展会向中小企业推介更多数字化转型的产品和服务，也要进一
步加强引导，加快完善配套服务，推动中小企业乘‘数’而上。”李耀华说。

展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发布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
行动方案（2025-2027）》。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表示，将坚
持“点、线、面”一体化推进数字化转型。“点”上打造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标杆，

“线”上推进重点产业链数字化协同改造，“面”上推动重点产业集群和重点园区
数字化提升。力争到2027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实现应改尽改。

新格局：“链”式出海开放合作

壮大海外“朋友圈”，中小企业同样大有可为。展会上，一系列多边交流活
动举办，分析海外市场动态，分享出海政策和实践经验。与此同时，不少展商
也带来了助企出海新方案。

在广东智慧音视频科技有限公司的展位前，一排多功能直播智慧机引起
了观众的浓厚兴趣。该公司跨境电商负责人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
尝试“直播+电商”的出海模式，这款产品内嵌了短视频直播的云导播台，同时
借助外贸专线，方便企业高效切入海外兴趣电商的“赛道”。

在长期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内制造业领域的中小企业练就快速生产、灵
活调整的本领。当平台提供出海机遇，它们的特长得以更充分发挥。

展会的一场交流活动上，拼多多旗下跨境电商平台Temu有关负责人介
绍了平台助力企业出海的模式：“我们还将推出一系列举措，中小企业有望由
此链接全球市场。”

从“单枪匹马”到“链”式出海，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模式更加多元。
南京乐惠芬纳赫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带来最新的灌装技术——一台机器上

可同时满足常温下封装含气饮料和高温下封装无气饮品两种灌装需求。销售
经理叶成汝说：“接下来计划与生产线上下游的配套厂家共同完成整线方案，
为海外终端品牌方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这次，不少产业集群、工业园区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集体参展。广东省中
山市小榄镇智能锁具产业集群代表企业，正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向海外客户推
介最新的锁具产品。“在政府的引导下，企业出海的步伐逐步加快，中山锁具已
推向全国、走向世界。”中山两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杨玉连说。

“中国企业出海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政府主导+企业自主’的抱团出海模
式成为主流。”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副院长梁育填表示，在供应链、消费市
场全球化大趋势下，国际市场会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出现。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示，要加大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沟通和协调，
积极开展项目合作，加强产权保护，助力中小企业更加有效地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实现更高质量、更有韧性的发展。

（新华社广州11月18日电）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今年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进

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
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
见》。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信用
修复“一件事”、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教育入学“一件事”……一件件
关乎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
事，实现了从“多部门来回跑”到“一
件事高效办”。

截至目前，这一政策的落地效
果如何？企业和群众的办事满意
度、获得感是否有所提升？将过去
企业群众要跑多个部门办的事，集
成还原为“一件事”，背后蕴藏着怎
样的政务服务改革深意？新华社记
者进行了走访调研。

清单持续扩容 企业群众
办事更省心

在北京市西城区政务服务大
厅，北京星宜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金融街店店长赵鹏正忙着为新开的
分店办理手续。原本以为要去好几
个窗口、跑好几趟手续，没想到工作
人员告诉他缺少的一份材料回去可
以在线提交，证照过几个工作日就
能拿到。

“一趟下来就能拿到新的营业
执照和经营许可证，真是太省心
了！”赵鹏说。

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是今年
年初“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提出的
第一批重点事项。

第一批事项共计13个，包括企
业信息变更、开办运输企业、开办餐
饮店、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信用修
复、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企
业破产信息核查、企业注销登记等8
项与经营主体办事相关的事项；新
生儿出生、教育入学、社会保障卡居
民服务、残疾人服务、退休等5项与
个人办事相关的事项。

“这些都属于高频、面广、企业
群众反映问题多的事项。‘一件事’
改革以破解办事梗阻、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为着力点，从最关键的问
题抓起、最基础的环节做起、最明显

的短板补起、老百姓‘最怨最烦’的
难事干起，有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孟庆国说。

在重庆市江北区，市民梁一新
和记者分享了她给两个孩子上户口
的经历：“生老大的时候，我们为了
给娃儿办证件，要在地图上搜这些
办事机构的地点，一个个问怎么办，
现在给老二办就方便多了！在‘渝
快办’平台上点‘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所有的证件都办好了，还能邮
寄到家。”

今年10月，重庆市在此前的新
生儿出生“一件事”基础上新上线了
2.0版本。新生儿父母可“一站式”申
请联办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证等
10个事项，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据了解，首批推出的13个“一件
事”，有不少来自各地区各部门探索
成熟的工作实践。如今将这些事项
在全国层面推广，既是各地政务服
务改革成果的集中展示，也能够促
进各地互学互鉴。

今年 7月，在第一批 13个事项
落地见效的基础上，企业迁移登记、
就医费用报销、申请公租房等 8个
重点事项对外公布。

“政策明确各地区各部门逐年
推出一批重点事项，一件事情接着
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年年
推进、事事有成，定能实现积小胜为
大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马亮说。

以“一件事”为牵引 政务
服务更高效

上海心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唐小惠最近刚办完公司法定代表人
信息变更，本以为手续繁琐，没想到
在“一网通办”系统上海企业登记页
面完成法定代表人信息变更后，没
多久再打开公安、税务、人社、公积
金等相关操作页面，发现相关信息
已经自动更新了。第二天，她还接
到了开户银行的电话，被询问是否
需要变更企业账户信息。

“一处变更、多处联动”，便捷高

效的服务背后，是后台数据的打通，
更是以“一件事”为牵引形成的跨部
门、跨层级、跨区域办事流程系统性
重构。

从企业群众视角出发，政务服
务重心向企业群众“需求侧”转变
——

“要及时共享至地方食品经营
许可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系统、消防监督管理系统等，相关部
门不再重复采集”“从企业视角出
发，将企业登记信息变更后的跨部
门、跨层级事项变更进行同步办
理”……今年5月，市场监管总局等
八部门发文，要求进一步优化政务
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进“高效办成
一件事”。

“从2024年重点事项清单涉及
责任部门看，有的事项需要五六个
部门配合，有的需要七八个部门配
合，有的需要十几个部门甚至相关
企业配合。”孟庆国说，将一件件具
体的事项作为切入点，通过对传统
审批流程重构和模式创新，倒逼审
批流程优化，牵引行政体制改革，以

“小切口”解决政务服务改革中的问
题，从而实现政务服务效能大提升。

破解多个“门”、多张“网”，推动
政务服务全国“一盘棋”——

助企惠企服务专区、民生保障
服务专区、“跨省通办”服务专区、生
育服务专区……在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数十个主题服务专区一目了然，
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和 46 个国务院部门平台的政务
服务在这里纵横贯通，构建起了全
国政务服务“一张网”。

业务不协同、系统不互通、数据
不共享、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一度是
困扰政务信息化建设的“老大难”
问题。

“‘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提出
全面加强政务服务渠道建设，统筹

‘一门’‘一网’‘一线’三种渠道，推
动‘不打烊’的政务服务全覆盖、常
态化，有助于系统破解跑多个‘门’、
上多张‘网’等问题，推动部门协同、
数据共享。”马亮说。

强化机制建设 促进政务
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
管理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促进政
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完善覆
盖全国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如何促进政务服务“三化”、进一
步深化政务服务改革？

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的有机结合
至关重要。围绕前两批重点事项清
单，国家层面组织具备良好基础的地
区集中探索可行方案，各地也在同步
部署、积极探索，大胆创新、试点先行。

南京整合市场监管、税务、人社等
多部门信息，在江苏省率先推出企业
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青岛以政府
购买公租房运营管理试点为契机，在
山东省率先推行公租房从资格申请到
配租入住全业务、全流程“一件事”一
网通办……

“要加快总结各地各部门的经验
做法并形成相对标准的规范操作方
案，加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同时
也要结合地方实际，尊重企业群众的
需求偏好，避免‘一刀切’。”马亮说。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政务
服务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政务服务改革的不断深化，折射的是
为民服务的初心。

开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专人
专窗提供兜底性服务；建立“微笑指
数”评价体系，提升政务服务软实力；
提供周末延时服务，解决“上班没空
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想群众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政务服务的温
度在不断提升。

“落实好‘高效办成一件事’，既考
验各地的标准执行、数据共享、新技
术应用等‘硬件’条件是否到位，也要
看各地领导干部对政务服务的认识和
工作人员素养等‘软件’条件是否到
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黄
璜说，只有“硬件”和“软件”都得到保
障，才能真正高效办好每一件政务服
务“小事项”，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大
目标”。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岁岁枯荣，生生不息。
这是一个关于小草的故事，也

是一个关于扎根、破土和共生的
故事。

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坚持乡土草种培育，专注生态
治理恢复，探索产业共同发展，致力
于用中国草种丰茂中国草原。

面临草种短缺、培育困难、转化
期久等难题，蒙草作为一家聚焦草
种科技的公司，如何培育中国乡土
草种“芯片”？如何走出生态环境治
理修复的自主道路？如何让千万亩
荒地重现绿野如茵？

走进蒙草的种业中心，像是走
进一个巨大的花圃。

这里最多的是试验田和实验
室，以及供人们碰撞思路的桌椅，就
连主楼都是一个巨大的雨水花园。

蒙草的停车场是一片草坪。“不
会压坏吗？”“这是我们培育的乡土
草种，特性就是耐踩踏。”面对记者
的疑惑，蒙草创始人王召明手指向
四周，“放眼看到的这些都是乡土草
种。”

尽管初冬时节寒意瑟瑟，试验
田里不少植物仍绿意盈盈。

“二十多年，我们就干了一件
事。”王召明说，“就是培育乡土植物
品种，并把它们用在合适的地方。”

“所以蒙草可能是为数不多没
有专用办公楼的上市公司。”王召明
笑说，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
多数扎根野外采种，或是在实验室
里搞研究。

王召明出生于内蒙古一个牧民
家庭。高考后进入当时的内蒙古林
学院学习。他骑车卖过花、开过花
草店，后来还成立了绿化公司。

做城市绿化时，王召明发现外
地奇花异草到了北方不耐寒、不抗
旱、养护难，不适合当地自然气候条
件，往往被淘汰。

他想起家乡草原上的野花野
草，尽管旱涝无常，年年都顽强
生长。

王召明萌生了一个念头：培育
自己的乡土植物品种。

2001年，蒙草成立时，国内尚无
系统培育乡土草种的成熟模式。优
质乡土植物草种从哪来？

去野外找！
在茫茫草原和荒漠中，蒙草的

科研团队常年奔波野外采集草种。
在酷暑沙地，他们顶着强风和高温，
吃着泡面就凉水，夜以继日；在西藏
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区，他们忍耐
严寒，克服高海拔缺氧的困难坚持
工作。

2009年，在哈素海周边地区，蒙
草科研人员刘亚玲发现盐碱地里野
生大麦能够顽强生长，但是长势不
佳、分布稀疏。

“株型直立、草产量高的野大
麦，应该能够有效改良盐碱地。”刘
亚玲和同事们采集了大量野大麦样
本，经过实验室筛选和多轮培育试
验，从1355株到145株再到112株，
最终只剩下34株。

百余次改良实验、年复一年的
比较试验。直到2024年 5月，哈素
海野大麦才正式通过内蒙古自治区
草品种审定。

改良后的哈素海野大麦草产量
相较原始群体提升13.81%，粗蛋白
含量高，耐干旱和盐碱。哈素海野
大麦不仅能用于盐碱地改良，还是
一种优质饲草料。

草种培育，贵在坚持。这只是
一个缩影。

采集、驯化、试验、选育……蒙
草的科研人员扎下根去、沉下心
来。二十多年来，蒙草成功选育出
295种乡土植物，拥有 85个自主知
识产权及使用权品种。

2012年，蒙草建立了半地下种
质资源库，收存草种仅以百计。

如今，蒙草已有一个总库、九个
分库，建成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内
蒙古分库，收存植物种质资源2200
种、6万份，标本15万份。

在恒温恒湿的储存室，植物种

子被封装在密封玻璃瓶中，每个瓶
子内都有一张印有字母和数字的纸
条，这是种子特有的身份编码。在
蒙草的种业大数据系统中，可以查
到每一颗种子的采集地、适宜生长
区等信息。

从大地中来，到大地中去。蒙
草的种质资源已广泛应用到生态修
复、美化绿化、草牧业等领域。

“蒙草从科研起家，靠科研发展，
凭科研立足。”王召明说，如今在草种
业科技方面，蒙草取得了一批技术成
果，在行业中建立起竞争优势。

2023 年，蒙草研发投入 1.77 亿
元。科研人员占员工总数三分之
一。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使得蒙草
获得的草种业专利数量居世界前列。

草种被称为草业的“芯片”。王
召明说，没有自主草种“芯”，就没
有根。

大自然就是蒙草的根。
草种培育周期长、转化慢。探索

乡土草种的市场化应用，势在必行。
12年前，站在阴山山脉大青山

南麓的敕勒川草原，王召明目之所及
皆是因采石挖得千疮百孔的荒石滩。

“不可能！”敕勒川草原生态修
复项目方案研讨会上，专家发出质
疑：石头堆里种草行不通！当前地
质条件恢复到自然草原几无可能！

王召明眉头紧锁，却目光坚毅。
这是蒙草走生态修复治理道路

的第一道坎，也是“破土”的机会。
当时，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恢复

植被，国内尚无可借鉴的经验。
如何破题？
蒙草项目团队对荒滩地开展细

致勘查，收集历史气象数据，采集现
有的植被样本，化验土壤样本。

经过夜以继日的努力，团队摸
清了影响敕勒川草原植物生长的

“水、土、气候、植被、动物、微生物”
等要素，掌握了这片草原的变化规
律，将生态数据精确到了每个经纬
度点位。

根据实验数据，项目团队制定

了“人工干预下模拟天然草原”的综
合治理方案，在1000亩地上试验重建
植被群落。

然而，第一步旋耕翻土就遇上了
难题：旋耕机在坚硬的石块面前寸步
难行，刀齿被打得七零八落。

机械不行，那就人上！
团队在条件相对好的地方使用圆

盘耙挖沟填草种，条件不好的地方就
人工翻地播种。硬是给坚硬的砂石地
里塞满了乡土草种。

就在人们以为大功告成，等待小
草冒头破土的时候，天降暴雨引发山
洪，给项目团队迎头浇来一盆冷水。

洪水过后，冒了头的草苗软趴在
地上，没了精气神。团队成员也跟霜
打的茄子似的。王召明安慰大伙儿
说，大不了明年再来一遍。

结果却出乎意料。过了20多天，
有不少草活了下来，而且生命力更加
旺盛。

“所有人都感到震撼。”团队成员
王君芳说，乡土草种对于当地自然条
件的适应力远超人所想象。

“这说明我们的路子是对的！”
当年，试验地里植被盖度超过

80%。从前种下的10多种植物，至今
已自然繁衍增至70余种。

从1000亩到近3万亩，项目团队
的心血收获回报。如今的敕勒川草原
绿意盎然，野花盛开，虫鸣声此起彼
伏，狐狸、野兔、环颈雉等野生动物重
归草原。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敕勒川草原再现胜景。2020年，
敕勒川草原入选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
园试点建设名单。

敕勒川草原的成功修复让蒙草
“破土而出”。

蒙草副总经理陈睿珏说，坚韧是
蒙草人的基因。秉持师法自然的生态
理念，蒙草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顺
应地情的生态修复之路。

十多年来，蒙草依托“生态数据智
能分析、乡土植物科学配比、因地制
宜综合治理”的方式，克服重重困难，
陆续修复荒漠、矿山、盐碱地总面积
超过2.13万平方公里。

如今，蒙草集成的生态修复治理
技术体系业内领先，所承担的修复项
目效果良好，生态修复业务营收占比
在90%以上。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18日电）

“一件事”改革撬动政务服务效能大提升
——“高效办成一件事”政策落地观察

新华社记者 潘 洁

一 棵 草 到 万 顷 绿
——蒙草以中国草种丰茂中国草原

新华社记者 贺书琛 赵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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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一趟满载 110 个标准箱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出
口货物的中欧班列从义乌西站驶出，驶往逾 1.3 万公里外的西班牙马德里。
义乌中欧班列迎来开行十周年节点。十年来，义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逾
6700 列，为“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买全球、卖全球”提供重要运力支撑。

图为中欧班列从义乌西站驶出（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义乌中欧班列开行十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