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特约通讯员 冉雪梅

■ 编辑：于大勇（010）68667266转353 E-mail：Yudy@chih.org ■ 组版：王新明

本版图片来源本版图片来源：：东莞松山湖高新区东莞松山湖高新区

一年多时光，东莞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举全市之力，汇八方之智，加速构

建松山湖科学城的“源头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培育”等全链条、全要

素创新体系，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一座未来之城的峥嵘气象初步显现。

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发展前景可期

松山湖科学城建设效果图（局部）

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

中国散裂中子源 多物理谱仪靶站大厅

2020年7月27日，东莞松山湖科学城正式纳

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

区。在国家战略平台的加持下，一年多时间里，

松山湖科学城交出怎样的时代答卷？

看顶层设计——《关于加快推进大湾区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松山湖科学城）建

设的若干意见》在2020年9月出炉，《发展总体规

划》《空间总体规划纲要》《科学功能规划》三大规

划已基本完成。在国家、广东省的大力支持下，

未来之城的蓝图初现峥嵘。

看平台进展——巍峨山下，散裂中子源已完

成5轮共超过500项课题，新一轮申报于今年7月

初启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一期（第一批）已基本

完工，争取年内投入使用。大科学装置持续迸发

科创之光，新的科研平台加速落成。

看资源汇聚——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先行启动区（松山湖科学城）全面启动活动、院

士峰会、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等重磅活动举

行，顶级创新资源不断加码。

一年多时光，东莞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举全

市之力，汇八方之智，加速构建松山湖科学城的

“源头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业培育”等全

链条、全要素创新体系，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一

座未来之城的峥嵘气象初步显现。

谋篇布局

规划引领创新发展局面逐步形成

2020年 7月 27日，经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批

复同意，松山湖科学城被正式纳入粤港澳大湾区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东莞由此迈

入科技创新的全新发展阶段，松山湖也开启由

“园”向“城”转变的新征程。

作为新时期东莞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和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合

作的重要战略平台，松山湖科学城的建设对于东

莞是一个新课题，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

的背景之下，更是一个时代命题。

一年多时光，松山湖科学城交出了怎样的时

代答卷？

时代出卷，东莞行动——早在批复之前，东

莞和松山湖已然动作频频，提前布局。

2020年 1月，中子科学城更名为松山湖科学

城，面积也由原来的 53.3 平方公里优化调整至

90.5平方公里，涵盖松山湖和大朗、大岭山、黄江

“一园三镇”重要战略区域。聚焦信息、生命、新

材料三大领域，围绕构建“源头创新—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企业培育”全链条、全要素创新生

态系统，规划形成“北湖南山，一核四区”的总体

空间格局。

在国家批复的 3天前，大学创新城正式更名

为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对标国际一流创新

社区实践，构建从源头创新到产业培育的全链

条、全要素的创新生态体系，打造创新创业、成果

转化及高技术产业培育的创新综合体。

大城之建，规划先行——国家发改委、科技

部批复两个月后，东莞市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先行启动区（松山湖科学城）建设的若干意

见》，为松山湖科学城的发展擘画科创蓝图，厘定

未来航向。

顶层设计出炉，更需空间、科创资源、环境等

多方面的支撑。在国家、广东省的大力支持下，

松山湖科学城现已基本完成《空间总体规划纲

要》《发展总体规划》《科学功能规划》等三大重点

规划。《发展总体规划》作为指导科学城建设的行

动纲领，已由广东省政府批复印发，以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学城为总目标；《科学功能规划》

重点深化科学功能布局、大装置建设规划、机构

和平台设置、产业化路径等内容，已正式印发实

施；《空间总体规划纲要》为支撑落实前两者的空

间要求，规划形成“北湖南山、一核四区”的总体

空间结构，业已印发实施。规划引领发展的局面

初步形成。

同时，按照国家批复2022年要形成集中度和

显示度的阶段目标要求，在规划指引下，松山湖

科学城梳理形成了涵盖科研基础设施、城市配套

项目和民生工程等 3个领域 39个项目总投资额

约1172亿元的项目库，并大力推动实施。

东莞提出，到 2022年，全面完成粤港澳大湾

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规划布局；到

2035年，在信息、生命、新材料领域的战略必争方

向形成独特优势，初步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学城；到2050年，科学城全面建成，跻身全球著名

的科学基础设施集群，基本建成全球领先的技术

体系和产业体系。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今年 7月，《促进源

头创新实施办法》《支持技术研发实施办法》《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施办法》等 7个重磅科技

政策发布，进一步从源头创新、技术研发、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科技企业培育、创新环境、融资发

展、企业上市等方面，为松山湖科学城的发展保

驾护航。未来将有系列科技政策持续出炉。

立足当下远眺未来——国家战略落地一年

多时间，多项规划政策的落地为松山湖科学城擘

画蓝图，未来之城的全新面貌初露峥嵘。

立柱架梁

全链条创新体系加速构建

在东莞市人民医院，一座硼中子俘获治疗中

心大楼正在建设之中——这是中国散裂中子源

相关技术催生的首个产业化项目。

今年1月26日，中国散裂中子源多物理谱仪

成功出束，标志着国内首台中子全散射谱仪的设

备研制与安装成功——我国拥有了第四台谱仪，

将在晶体材料、纳米颗粒、非晶合金、液体等不同

有序度材料领域的研究发挥重要作用。

“多物理谱仪将集中在长程有序但局域无序

材料与中短程有序材料的结构研究方面，为科学

家探索物质内部结构提供重要工具，满足若干国

家战略前沿技术发展的重大需求。”中科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东莞研究部中子科学部副主任、中国

散裂中子源多物理谱仪负责人殷雯表示。

7月，中国散裂中子源开始面向全球用户征

集2021年下半年开放运行的用户课题申请。

在此之前，中国散裂中子源完成了来自全球

众多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课题超过500项，覆

盖了新型储氢材料、锂离子电池、新型超导材料、

高强钢、太阳能电池薄膜等众多应用领域，并取

得了重要成果。

大科学装置的源头创新、成果转化取得突破

性进展。大平台、新型研发机构的研究同样亮点

纷呈。

近期，0.85克来自月球的珍贵土壤来到松山

湖材料实验室，并在此被展开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物理学家汪卫华表

示，利用实验室平台和能力可以研究月壤的微观

结构、稳定机制等。同时，还可以研究月壤在纳

米—分子—原子尺度下理化性质，利用中子散

射、同步辐射等技术，研究月壤主要组成元素的

电子精细结构等。

今年3月，松山湖材料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多

孔陶瓷团队负责人付超拿到了让他感到振奋的

数据——10个月、14个厂家的“实战”PK中，该团

队基于碳化硅多孔陶瓷材料开发的多孔介质低

氮燃烧器各项性能指标100%达标，成为惟一满足

氮氧化物排放标准要求的单位。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是广东省首批启动建设

的省实验室之一，同时也是松山湖科学城“四梁

八柱”体系的重要支撑平台。实验室研究成果先

后入选 2019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以及 2020
年度中国十大重大技术进展。

今年 3月，工信部公布先进制造业集群决赛

优胜者名单，东莞市智能移动终端集群、广深佛

莞智能装备集群成功上榜。广东华中工业大学

研究院位列集群之中。

一年多时光，治疗癌症的“利器”、珍贵月壤、

碳化硅多孔陶瓷材料、智能移动终端等多个有

望影响前沿研究、多行业发展的重大科技创新

项目在松山湖科学城里接连出现，频现高光时

刻。松山湖科学城向外辐射的原创性成果已

然初步显现，“源头创新、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企

业培育”的全链条、全要素科技创新体系加

速构建，持续迸发科创之光，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

活力彰显

多个重磅科创活动轮番举行

立足未来视角，一年 365 天的变化仍

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一年多时间，从其

迸发的科技创新的活力已然可以从中窥探

到未来的峥嵘气象。

这一年的变化，既是东莞松山湖高新

区以 20 年厚积的科技创新成果的全新展

现，更是东莞和松山湖集全市之力合力推进的生

动体现。

今年10月，华为开发者大会第三次在松山湖

举行。在全球产业链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

下，华为携带的人才虹吸效应以及资源优势，成

为松山湖科学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11月，2020中国松山湖新材料高峰论坛

在东莞开幕，构建“科研—产业—资本”对话平

台，实现科研、产业、资本的高效对接，推动新材

料行业前瞻性研究成果共享，提高科技成果转化

率，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去年12月，粤港澳院士峰会上，近60名院士

为松山湖科学城的发展建

言献策。松山湖畔，“最强

大脑”碰撞智慧火花。

今年 4月，粤港澳大湾

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松

山湖科学城）先行启动区全

面启动活动举行，大湾区大

学（松山湖校区）、香港城市

大学（东莞）等一批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同步启动，18
位著名院士专家受聘担任

科学城顾问，8家科技企业

牵手中科院系统，推动一批

高新技术转化落地……

“在这里，你会经常在

交流活动中遇到院士、科学家等大咖，近距离聆

听最前沿的科技知识。”一位在松山湖科学城工

作的科技人员如是说。与此同时，大装置、大平

台、高水平大学建设持续加码。

中国散裂中子源不远处 ，松山湖材料实验

室一期（第一批）所有建筑主体已基本完工，争取

年内投入使用。两所高水平大学——香港城市

大学（东莞）和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建筑设

计方案基本完成，正在加快推进动工建设。

东莞理工学院国际创新合作区项目已被纳

入广东省、东莞市2021年重大建设项目，已完成方

案竞标，正在整合成果和深化设计，争取尽快动工。

此外，松山湖科学城的科技交流平台已奠

基，目前正在进行方案设计，预计 12月完成主体

施工图设计，明年1月动工。

以未来视角回望今日——无论是大会、大

赛、论坛、奠基等多种形式活动的举行，都只是松

山湖科学城建设的一件件“小事”，但从这一年多

时光的进阶中，我们仍可窥见未来松山湖科学城

科技创新所展现的万千气象，宏大远景。

一年多时光，东莞夯基垒台，立柱架梁，举全

市之力，聚八方之智，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加速构

建松山湖科学城的“四梁八柱”。

不远的将来，松山湖科学城将在日新月异的

变化中，孕育未来之城的峥嵘气象，激荡起创新

浪潮的澎湃动能，成为助力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

引擎，为东莞乃至全国和广东省高质量发展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三创”社区

创新创业创富氛围日益浓厚

“什么构成宇宙天体？为什么会有生物多样

性？”“科学更多体现在一种观点、一个算法，或者

一个理论体系等，更偏理性、偏思考层面。”“能否

利用中子散射开展薄膜结构研究？”“中子散射实

验对样品本身带来哪些变化？”随意步入松山湖

国际创新创业社区的一个讲座现场，那里似乎都

在探究某一个领域最基础、最前沿的课题。

在碰撞中产生推动产业变革的火花，在交流

中凝聚创新发展的动能。从基础研究的源头出

发，到走向市场的科技成果转化落地，从加速器

将质子加速至 0.9倍光速轰击金属靶，到在香气

氤氲的咖啡中展开最漫无边际又随时可能影响

一个行业的交流碰撞火花……科技创新创业的

氛围持续升温，温暖着每一个科技工作者。

几乎与松山湖科学城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同

步，去年 7月 24日，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正

式揭牌，由大学创新城更名而来。一年时光，这

一集聚了大学、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孵化

器、商住配套、科技服务、国际交流等科技创新要

素的社区，引进了一批具有高成长性的优质项

目，2021年上半年实现税收同比增长45%。

笔者从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了解到，过

去一年多，该社区共组织4批68个项目参加项目

准入专家评审，引入硬科技企业 42家，高端科技

服务企业 8家，新增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28家，已

成为承接广深港澳、松山湖科学城、中科院及国

内外知名高校院所创新资源的创新综合体标杆。

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建设设备共享平

台、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创建 5 个创新工场，并

面向东莞市创业者和初创企业开放。出台项目

准入和扶持办法，启动科创训练营系列项目培

育，丰富完善金融资本服务功能，打造 5G+智慧

园区示范点交流项目，逐步构建全链条、全要素

创新生态体系。

此外，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还打造科

学家联盟俱乐部，启动大湾区女性科创大赛，举

办院士峰会、科技人才行等活动，创新创业氛围

日益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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