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笔资金就像及时雨，解决了企业

的燃眉之急。”重庆金康特智能穿戴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有了这

笔资金，企业的各项科研项目得以持续开

展，企业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预计今年

研发费用达400万元。

据悉，“这笔资金”指的是重庆高新区

创新服务中心对2019年度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中高新技术企业及技术创新中心的

认定奖励进行提前兑付。共兑付616万

元，惠及55家企业，有效缓解了企业发展

的资金压力。

这只是重庆市科技部门和创业孵化

载体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创新发展的一个

缩影。

今年年初疫情发生后，重庆市科技局

将促进科技型企业复工复产作为工作重

点，着力提高科技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

率，通过“送政策、送技术、送资金”，推动

科技型企业及早、有序复工复产。

“送”政策 “稳”发展

在重庆，一系列创新性的“暖企”政

策，让科技型企业复工复产加速跑。

疫情发生后，重庆市科技局及时出台

《关于支持科技型企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加快创新发展步伐的意见》等政策，从给

予稳增长奖励、补贴企业研发及设备投

入、鼓励载体减免租金、给予降费减税、贷

款贴息等方面，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同时，在重庆市科技局和各区县科技

主管部门的指导下，重庆市创业孵化载体

纷纷响应，为在孵企业适当减轻房租负

担。

据统计，重庆市81家创业孵化载体

为在孵企业和创业团队减免房租额超过

2382 万元，惠及企业和创业团队 3986
家。其中，重科智谷为企业减免房租365
万元，重庆高技术创业中心减免房租

161.4万元，重庆清研理工创业谷减免金

额近100万元。

“送”技术“稳”信心

疫情之下，科技型企业如何转危为

机、逆势突围？重庆市科技型企业凭借着

敏锐嗅觉，纷纷加大科技研发，以科技力

量助力疫情防控的同时，也实现自身逆势

增长。

重庆科技学院众创之家入驻企业重

庆壹元电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学校及众创

之家的科技研发力量，以及资源整合和政

策申报对接等扶持，在疫情发生后第一时

间投入到抗击疫情相关产品的研发工作

中。

经过充分调查讨论，重庆壹元电科技

确定智能体温检测+人工智能AI+5G的

核心方向，并加班加点缩短研发周期，仅

仅一个月的时间便研制出“热成像体温筛

查系统”“测温安检门”“人脸体温检测识

别系统”3款产品。

为支持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重庆市

第一时间启动实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应急科研攻关专项，先后在快速检测、

疾病诊疗、抗体研制等方面实施4批57项

应急攻关项目，部分项目取得可喜成果。

如，重庆医科大学联合科技型企业率先研

发出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2个

并获批上市，重庆再升科技“N95医用防

护口罩开发及产业化”项目使其口罩生产

能力达到日产3.5万片。

同时，重庆市科技局对以科技型企业

牵头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诊疗救治提供

的具有明确应用效果的新技术、新产品，

按照不超过其研发投入的20%、最高不超

过500万元，给予一次性后补助。

此外，针对科技型企业在复产复工、

科技创新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重庆市创新

性地开设科技特派员网络公开课，每周

“面对面”地解决关键技术问题，首堂参与

直播的人数超过1.2万人，积极为科技型

企业排忧解难。

“送”资金 “稳”生产

金融支持最为直接。为保障企业在

疫情防控期间依旧能获得足够的金融支

持，重庆高新区科技金融平台高新金服联

合多家金融机构紧急开通“疫情防控金融

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年利率最低

3.15%，额度最高3000万元的各类金融产

品。融资业务线上受理，最快可实现当天

放款。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便是这一政

策的受益者之一。“融资需求在高新金服

一发布，便立即被平台推送到10余家金融

机构。”植恩药业公司负责人说，发布当

天，公司就收到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

2600万元授信。

重庆市把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作为轻

资产科技型企业债权融资的绝招，打出一

记 100%、50%、20%的组合拳。据悉，

100%，即对因疫情影响暂时无法按时

偿还知识价值信用贷款的，按应还贷

款额的 100%，利用风险补偿基金免费

提供短期资金周转。50%，即对疫情

出现后获得知识价值信用贷款且符

合条件的，按照不超过银行贷款一年

期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50%给予贴

息。20%，即协调风险补偿基金受托管

理机构在疫情期间强化公益服务的价值

取向，将服务费用减免20%。

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已促成合

作银行为 874 家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

25.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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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叶伟

稳就业 保主体 抓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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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戈清平）人才是

第一资源，是园区发展的第一支撑。

近日，衡阳高新区“万雁入衡”人才引

进推介会举行。

据悉，“万雁入衡”人才引进计划

是衡阳市全面落实以人才强市战略

支撑现代产业强市建设的重要举措，

旨在进一步快速聚集各类人才于雁

城，为建设湖南省域副中心城市、现

代产业强市和最美地级市提供人才支

撑。

据悉，衡阳高新区牢牢抓住创新

和产业两大重点，将湘南及湖南省的

优质资源向园区聚集。近 5年来，园

区的税收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市场

主体分别保持 15%、20%、30%的年均

增长率，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园区各类

人才的奋斗密不可分。近5年园区引

进省级以上人才5000人，吸纳新就业

大学生超过 2.5 万人，建设人才公寓

3600套，人才集聚正成为衡阳高新区

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强大优势。衡阳

高新区也将持续加强人才引进后续

服务，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

衡阳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衡阳高新区积极搭建双创平

台，创新中心、启迪之星、科创智谷等

双创平台已入驻 700 余家创新型企

业，5G、人工智能等新经济蓬勃发展，

急需引进一大批人才，希望通过“万

雁入衡”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优

秀人才来到园区创业就业。

本报讯 近日，在苏州首届苏州

市专利检索和撰写技能大赛中，苏州

高新区共有5家企业6名知识产权专

业人才获奖，获奖人数占总获奖人数

1/3，其中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

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徐铭萱获得专利

撰写技能大赛一等奖、普源精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王晓媛获得专利检索

技能大赛二等奖。

此次大赛由苏州市市场监管局

（市知识产权局）、市委市级机关工委

和市总工会联合主办，为知识产权相

关企业搭建了一个竞技与交流的平

台，为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和创新驱动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大赛分为现场初赛和决赛，经过

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等奖2名、二

等奖6名、三等奖10名。苏州高新区

市场监管局积极组织区内知识产权

专业人才参加，参赛人员全力准备，

凭借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清晰的答题

思路在场上出色地完成了比赛，获得

佳绩。

好的成绩来自于长期的厚植和

培养。近年来，苏州高新区高度重

视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扎实推进

知识产权强区建设。2017 年，率先

出台了《苏州高新区知识产权领军

人才计划实施细则》，这也是苏州

首个地方性的知识产权领军人才

政策。政策给予获评知识产权创

业领军人才不超过 50 万元、知识产

权创新领军人才不超过 20 万元的

项目经费支持，对引进硕士以上学

历的知识产权人才给予 2 万元的引

才激励。截至目前，苏州高新区累

计立项知识产权创业创新领军人项

目 28 个，其中创业领军人才项目 10
个，创新领军人才项目18个。

下一步，苏州高新区将进一步完

善领军人才申报、评审机制，加大领

军人才政策的宣传力度，形成知识产

权高端人才集聚、知识产权专业人才

充足的良好局面。 苏高新

本报讯 近日，第三届常德市创

新创业大赛暨第七届湖南省创新创

业大赛常德分赛在常德高新区落

幕。湖南旭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宸宇富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分别获得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

等奖，奖金各10万元。

决赛现场，参赛企业先从项目、

产品、团队、商业模式、市场竞争等方

面进行全方位展示，然后再接受来自

技术、金融、创投等领域的专家提

问。经过激烈角逐，20 家企业分获

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共同分享66
万元奖金。

近年来，常德市创新创业氛围日

益浓厚，环境不断优化，成果不断涌

现。此次比赛的获奖项目代表着常

德创新创业的中坚力量，给创业者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常

德广大企业家、科技工作者、园区和

各类科技服务机构，将以此次大赛

为契机，向先进学习，加强沟通交

流、比学赶超，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充分激

发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为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作出更大贡献。

此次大赛以“创新创业·圆梦常

德”为主题，旨在引导聚集政府、市

场和社会资源支持创新创业，不断

培育发展新动能，大力促进科技创

新，积极服务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大赛自今年 6月启动以来，吸引

了常德市109家企业报名，项目涉及

新材料、先进制造、新能源及节能环

保、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领域。经

过项目初评、推荐晋级等环节，20
家优秀企业跻身总决赛。初赛中表

现优异的 43 家企业将被推荐到湖南

省创新创业大赛半决赛。

王雅莉 向波

本报讯 近日，2020年襄阳高新区

瞪羚企业培育计划启动，《襄阳高新区

瞪羚企业和潜在瞪羚企业认定及培育

办法》正式实施。襄阳高新区将加快挖

掘和培育一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企业，打造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办法》规定，瞪羚企业和潜在瞪羚

企业必须满足这些条件：企业注册地、

税收、统计关系落户在襄阳高新区内，

注册两年以上，具有法人资格并实行独

立核算的企业；瞪羚企业成立时间不超

过15年，潜在瞪羚企业成立时间不超过

10年（以企业注册时间为准）；符合襄阳

高新区产业发展方向，包括汽车及零部

件、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

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新

材料、高技术服务业等主导产业以及

数字经济、智慧经济、在线经济等新产

业、新业态；企业和企业法人无重大违

法记录，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

为培育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科技型高成长企业，襄阳高新区联

合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启动

“瞪羚企业”三年培育计划，给予瞪羚

企业和潜在瞪羚企业必要政策支持。

其中，首次被认定为襄阳高新区

潜在瞪羚企业的，给予 1 万元奖励；政

策有效期内连续三年被认定为潜在瞪

羚企业的，再给予 1 万元奖励。首次

被认定为襄阳高新区瞪羚企业的，给

予 10 万元奖励；政策有效期内连续三

年被认定为襄阳高新区瞪羚企业的，

再给予 10 万元奖励。在政策有效期

内潜在瞪羚企业升级为襄阳高新区瞪

羚企业的，给予差额奖励。

支持瞪羚企业、潜在瞪羚企业发

展云制造、共享制造、智慧生产、跨界

生产等新模式，对工业领域数字能效

提升项目给予补助。支持瞪羚企业、

潜在瞪羚企业引进具备重大创新能力

和成果转化能力，能够为襄阳高新区

新兴产业提供持续创新支撑的高水平

人才，对符合条件的人才优先推荐申

报国家、省、市、区等各类人才项目，优

先享受襄阳高新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优惠政策。

鼓励瞪羚企业、潜在瞪羚企业开

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现

代工程技术创新，凡列入国家、省重大

科技计划的项目，按实际到位支持资

金的 20%给予及时足额配套。对于瞪

羚企业、潜在瞪羚企业成功申报湖北省

研发费后补助项目，按湖北省、襄阳市

实际到位资金的 20%优先给予配套支

持。支持瞪羚企业、潜在瞪羚企业购买

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重大科技成果，按实

际成交价的 10%给予购买补助，每家企

业的补助金额上限为50万元/年。

据了解，瞪羚企业是指符合国家高

新区瞪羚企业认定标准，具有专业领域

新、发展潜力大、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

强等特点的科技型企业；潜在瞪羚企业

是指围绕襄阳高新区主导产业开展创

新创业，有望成长为瞪羚企业的创新型

企业。一个地区的瞪羚企业的数量往

往代表着这个地区的创新活力，也代表

着未来这个区域的发展速度。

欧阳倩 杨雨

本报讯 近日，位于湘潭高新区的

力合长株潭科技创新领航基地项目开

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超 3亿元，预计

2022年建成，将聚焦机器人、智能装备等

领域，建设智能方案与应用集成创新中

心，打造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沿海产

业转移中心、科技要素市场和智慧园区。

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和湘潭“智造谷”，湘潭高新区从搭建创

新平台、完善孵化体系、优化发展环境

等方面入手，高质量推动双创示范基地

建设，培育发展新动能。目前，湘潭高

新区拥有国家新能源高技术产业基地、

全国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等 16块国家级

“金字招牌”，是湖南省乃至中部地区技

术创新活跃、产业特色突出的园区。

湘潭高新区投资 40 亿元，整合 10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打造集创新创业公

共服务平台、高端装备研发检测中心、

电子器件研发设计中心于一体的中南

地区首个院士创新产业园，已引进两院

院士 6 名、高层次人才 68 名，建成院士

工作站5个、行业顶级实验室3个，12个

高端产业化项目建成投产，为双创提供

了强大智力支持。

从项目选址到基础设施改造，从院

士专家吃、住、行到项目立项审批，湘潭

高新区推出一对一精准服务。

双创离不开良好的孵化平台。在

湘潭高新区大学生创业园，有一座建筑

面积近 1万平方米的力合星空·蜂巢众

创大楼，这是园区为创客精心打造的创

业孵化基地，也是科技部备案众创空

间。自 2017 年成立以来，已对接项目

400 余个，孵化产业项目 48 个，为双创

注入强劲动力。

在院士创新产业园、众创空间等要

素激发下，湘潭高新区双创活力不断迸

发。今年上半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湘潭高新区仍实现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7.5亿元、高新技术产值 266亿元，申请

专利275项。

湘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李建华表

示，今后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强化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完善成果转化和激励机

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开拓“智造

谷”发展新局面。 靳志国 刘澜

湘潭高新区搭建创新平台完善孵化体系

襄阳高新区瞪羚企业培育计划启动

重庆：提升科技服务助企复产

第三届常德市创新创业大赛落幕

衡阳高新区“万雁入衡”
人才引进工作成效显著

苏州高新区在苏州市首届专利检索
和撰写技能大赛中获佳绩

英特尔FPGA（中国）创新中心

众创之家

第一创客（重庆）创新中心

重庆石墨烯产业园

图片来源：重庆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