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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的数字化车间里，一片片玻璃纤维
棉自动送入投料口，经过打浆疏散、成型、烘
干，一卷卷高性能玻纤滤纸就下线了。

“可别小看这薄薄的玻璃纸，通过我们
的技术处理，既能用在家庭净化器上，也可
能用在核电站过滤器里。”重庆再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茂说，复工以来，公司
月产滤纸已达1000吨，一直保持在满产满
销状态；熔喷布也供不应求，订单已经排到
10月份。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制造企业面
临需求放缓、产销下滑的压力。但作为一家
新材料企业的再升科技却一路上扬，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8.56亿元，同比增长39.04％，
净利润达2.22亿元，同比增长125.37％。

业界有人说再升科技运气好，正巧赶上
疫情防控所需。但在郭茂看来，没有无缘无
故的运气，只有有备而来的机遇，“公司近5
年产值复合增长率约50％，光靠‘碰巧’不
可能。 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诀窍’，就是
持之以恒做‘产业生态’，坚持不懈搞技术创
新。”

事实上，以玻璃纤维原料生产起家的再
升科技，10年前就已是国内超细玻纤棉领

域的龙头企业。但郭茂知道，只生产原料，
企业做不大，更走不远。经过广泛调研，他
认定“干净空气”和“高效节能”是社会民生
急需，也是一片广阔的“蓝海”市场。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再升科技一路深
耕。产业链纵向延伸，从玻璃纤维棉到滤
纸，再到净化设备、净化工程解决方案；横向
整合，新增低阻熔喷滤料、高效PTFE膜、保
温节能芯材等多个板块。

“砸重金”谋创新。再升科技的研发经
费占营业收入比重长期保持在6％左右，先
后拥有了重庆纤维研究设计院、重庆造纸工
业研究设计院，并设立了“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短短几年时间，再升科技形成了“从一
粒石英砂到十亿元级产业集群”的全闭环生
态圈。

走进再升科技新产品体验厅，小到一片
高性能滤纸、冰箱隔热芯材，大到航空隔音
隔热毯、定制化空气净化机组，一应俱全。

“产品看似庞杂，实则‘形散神聚’，都在干
净、节能这条主线上。”郭茂说。

正是得益于完整的产业生态、强大的技
术储备，面对传统市场需求放缓和疫情冲击
的再升科技，却在各类新应用市场上“多点

开花”。
“非洲猪瘟疫情后，针对畜牧养殖防病

需求，我们迅速开发出高效、低阻、耐高温高
湿的特种滤材，适用于猪舍新风系统。目
前，产品已经在牧原集团等投用。上半年，
仅这一板块就新增销售收入1.24亿元。”郭
茂介绍道。

6月中旬，来自田湾核电站的一封中标
通知书，更是让再升科技的管理层兴奋不
已。“金额不大，仅59.8万元，但能参与核级
高效过滤器滤纸国产化研究项目，再次证明
了高端市场对我们的认可。”郭茂说。

包括核级滤材在内，近年来，再升科技
着力攻克工业领域超高等级洁净室滤材技
术，“极限要求是每立方米空间内，0.1微米
以上颗粒不超过10颗”。目前，其相关产品
已经成功应用到京东方、华星光电等国内知
名面板和半导体企业。
乘着良好的势头，再升科技向行业高峰攀登
的步伐再次提速。“今年，我们建造了专业声
学实验室，加快航空级隔音隔热材料的深度
研发。同时，正进一步提升高性能空气滤材
的技术指标和质量，力争在更多应用领域打
破国外技术垄断。”郭茂说。 /新华社

山东、广西、宁夏等地日前出台政
策，积极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发展，另有多地酝酿推出PPP相
关支持政策。记者获悉，修订后的《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有
望近期发布。业内人士认为，相关政
策将进一步推动PPP市场规范发展。
迎来发展新机遇

全国PPP项目信息监测服务平台
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7月，各地新
增PPP项目400个。分地区看，江西、
湖南、贵州新增项目较多。从落地实
施情况看，新增的400个项目中已签约
项目158个，而今年一季度新增PPP项
目仅有150个。

“上半年，广西、宁夏、山东、江苏
等地相继出台规范或鼓励PPP发展的
政策，PPP又成为部分地区的发展重
点。”大岳咨询董事长金永祥介绍。宁
夏出台的《关于加快规范推进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强调，政府投资新建城
镇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公路、城市供
热、供水等项目原则上要全部采用PPP
模式实施，其他政府投资新建的、具有
一定收益的项目优先采用PPP模式。

金永祥表示，作为PPP重要参与
方，地方政府已启动新一轮PPP发展
工作，PPP迎来发展新机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
投资体制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有红认
为，不少地方希望通过PPP模式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
域建设。在融资来源相对有限的情况
下，PPP模式的融资功能被寄予厚望。

为项目融资开辟新路
为化解资金来源困局，PPP－RE-

ITs模式为项目融资开辟新路。
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国家发改

委印发《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
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
作的通知》。8月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
《关于做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REITs）试点项目申报工作
的通知》，基础设施REITs正式启动。
这将优先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新型
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等领域项目，并鼓
励国家重大战略、国家级新区等重点
区域项目开展试点。

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研究员明
明认为，PPP－REITs模式有更高的收
益率和更低的风险，将对投资机构和
大众产生更大吸引力，或成为当下PPP
项目的“及时雨”。

发挥稳增长作用
2014年11月财政部印发《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
有效期3年。2019年年底，财政部就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
（修订稿）》征求意见。中国证券报记
者获悉，修订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操作指南》有望近期出台。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陶金
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依然是托底经
济的重要抓手。随着PPP模式进一步
规范，项目落地率逐渐提升。

截至6月底，PPP项目执行阶段的
投资余额达10.3 万亿元。业内人士
称，受疫情影响，今年以来很多PPP项
目并未完全执行，预计下半年PPP项
目建设速度能很快跟上，全年新增投
资规模可能达到去年同期水平——约
2.5万亿元，其中约90％投向基建。

“下半年可充分发挥PPP在‘六稳
’‘六保’中的积极作用。”金永祥建议，
监管部门可根据各地需求，尽快出台
支持PPP规范发展政策，增强社会资
本和金融机构对PPP发展的信心，使
PPP真正发挥稳增长作用。同时，加快
推进PPP与专项债融合，实现两者优
势互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

一个深度贫困村的“集体脱贫”路

恒心加创新 自有“好风景”
——一个新材料领域创业者的机遇观

天台村，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的
一个小村庄，因地处武陵山区、形似山间平
台而得名。由于山高谷深、耕地偏少，村民
们大都依靠外出务工谋生，贫困发生率较
高，被认定为重庆市深度贫困村。

依靠本地资源走脱贫之路，显然是个难
题。要说搞农业，那一直种着玉米、红苕、土
豆的“坡坡地”难道会长出宝贝？要说发展
旅游业，天台村尽管有高山风光，却不在阿
依河、摩围山等大景区范围内。再说，年轻
人都出去务工了，村里就是有好产业也缺能
干的人手。

驻村干部经过反复琢磨，认为外出务工
人员才是全村最好的资源。这里的外出务
工人员有一个特点：搞建筑的“架子工”居
多，全村有700多名“架子工”分布在大江南
北。如果其中一部分人回乡，全村就具备了
发展劳务经济的优势。于是，天台村就千方
百计把一些“架子工”回引到村，并组建劳务
队，承揽工程项目。

据天台村驻村第一书记叶彪介绍，劳务

队作为集体经济组织，近两年与一些建筑公
司合作，不仅承建了彭水县的一些小型建设
项目，还承建了重庆两江新区和涪陵区的一
些大建设项目。那些回引的“架子工”们不
仅收入没降，而且离家近了、生活成本低
了。村集体也因此获利数百万元，并已累计
向2000余名村民分红。

依托这种模式，天台村集体还承建了2
条村道和1座水库。在机器轰鸣的村道修建
现场，记者看到村民们正在加紧对一条村道
工程进行收尾。他们告诉记者，这条路建成
后将为天台村带来“双重利好”：一是发展乡
村旅游迎来新机遇，二是村集体可以获得一
笔劳务收入。

在村集体的带领下，“空壳村”正在变成
“实业村”。2018年，天台村注册成立了集体
企业——彭水县兴业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村劳务队就是这家公司的下属单位。

越来越有活力的天台村集体经济，开始
向农业领域延伸。为了减少风险，民营企业
武陵山林牧业有限公司今年将53％的股权

转让给天台村的兴业公司，双方组建“联合
体”共同发展油茶产业。在天台村附近的山
腰上，昔日荒废的700余亩山丘遍布油茶树，
10多位务工村民正忙着给油茶树除草施
肥。村民苏小琴过去在外地打工，被回引后
开始种植油茶树，除了每月拿工资外，年底
还可获得分红，预计全年收入5万余元。

叶彪说，今年仅油茶基地股权就可为村
集体带来10万元以上的收入，双方正计划上
马油茶深加工项目，并启动茶树观光及农事
体验等农旅项目。此外，天台村集体还以独
资经营模式，种植400亩鹰嘴蜜桃、130亩中
药材前胡，村民既可务工、又有分红。村里
还修缮了6口废弃的山坪塘，承包给建卡贫
困户经营休闲垂钓项目，使其在家门口就有
稳定收入。

“在村集体带动下，天台村2019年摘掉
了‘贫困帽’。”天台村党支部书记张天洪说，
如今全村人均年收入达1.2万元，村里还将
每年集体收入的10％定向帮扶贫困户。

/新华社

合理点餐、科学备餐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谈制止餐饮浪费

餐饮业作为粮、油、菜的消费终端，是
节约粮食、杜绝餐饮浪费的重要一环。如
何提升人们就餐时的节约意识，以切实的
举措制止餐饮浪费？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
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

姜俊贤说，在全国很多地方特别是北
方地区，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习惯用大
盘大碗上“硬菜”，酒席是否丰盛似乎等同
于主人的面子，而“光盘”“打包”则显得小
气寒酸。这种风气在某种程度上也异化为
摆阔心理、炫富心态、攀比行为，主人裹挟
其中，即便内心不认同，也不得不随大流。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制止餐饮浪费，需要社会文化心理上
的反思和重塑。”姜俊贤说，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蔓延，国际形势复杂，要求我们充分认
识到树立粮食危机意识的重要意义。要让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理念深入人心，破除
餐饮奢侈浪费的恶俗之风。

“有的消费者认为自己花了钱，浪费就
有理；有的消费者吃自助餐时，认为反正花
了钱，生怕自己吃亏，往往剩下一堆。其实
浪费的是社会资源，不是花了钱就理所当
然的事。”姜俊贤说，制止餐饮浪费一方面

要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勤俭节约的风
气；另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必
要的法律手段加以约束。有些自助餐厅提
出“光盘”奖励，剩下食物要罚款，这就是通
过约束机制引导规范消费行为。

“有些外地游客因看不懂当地菜谱或不
了解当地饮食风俗，往往误点了许多菜，客
人吃不好还造成浪费。”姜俊贤说，餐饮企业
要树立行业新风，加强对员工的技术培训，
引导消费者适度点餐，避免造成浪费。从供
给侧角度来看，餐饮企业要合理调整菜品数
量、分量，推广分餐制，主动提供小份菜、半
份菜。近来，全聚德响应号召，推出了烤鸭
一人套餐；上海一些餐厅推出新菜单，标注
菜品的主要食材、克数，引导消费者合理点
菜，这些做法值得借鉴推广。

据了解，中国烹饪协会刚完成宴席节
约服务规范行业标准，正在向社会征求意
见，在完善服务标准和程序的基础上增强
宴席服务的节约意识。

姜俊贤说，从餐厅的实际操作来看，从
后厨到前厅每个环节的节约意识和服务意
识都要提高。餐饮企业经营者要运用大数
据找出合理的上菜量，精打细算做到适度

不浪费，这是很有学问的。
姜俊贤还提出，制止餐饮浪费要建立

“大餐饮”全产业链的概念，涉及食品生产、
收购、储存、运输、加工、消费全链条的强化
管理。

“今年一些地方的农民养的鸭子、小龙
虾等找不到销路，农民因无力继续喂养只
能丢弃，造成很大损失和浪费。”姜俊贤说，
由于信息不对称，一些生鲜农产品缺少销
路烂在地里，而有的餐饮企业想买却买不
到。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下游的餐
饮业和上游的食品产业链要形成良性循
环。国家有关部门要从宏观角度对市场需
求做出科学预测，协助餐饮企业和食品供
应方对接。

“全聚德每年11月要采购大量大葱，
一直要用到来年春天，但是因储存条件所
限每年损耗不小，这也形成了浪费。”姜俊
贤建议，从国家层面提供政策支持，加快餐
饮行业的供给侧改革，节约社会资源。

姜俊贤表示，在全社会培养餐饮消费
的节约意识和节俭习惯是一项长期任务，
也是一项全民行动，需要社会各界多元化、
多角度共同推进。 /新华社

新版PPP操作指南
有望近期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