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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无锡高新区与无锡学院签约，开启全面战略合作。同时，由双方共

建的无锡传感网国家大学科技园运营公司揭牌。无锡高新区与无锡学院将充

分发挥各自在人才、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在深化产学研合

作上结出更多硕果，探索出一条互享资源、互补优势、互惠共赢的校地合作发

展新路子。 高欣

本报讯 近日，《2022 年第三批

备案的云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名

单》印发，玉溪高新区企业玉溪云庆

行科技有限公司、云南银刺科技有

限公司、云南洪平科技有限公司、云

南碧水清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 17
家企业成功登榜，成为今年以来玉溪

高新区获批备案数量最多的一次。

截至目前，玉溪高新区 2022 年

累计获批备案云南省级科技型中小

企业25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高新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

载体，具有发展潜力大、适应能力

强、市场转型快等优势，是科技创

新的“生力军”“绩优股”，是高新技

术企业的“后备军”，在支持经济高

质量发展、扩大社会就业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今年以来，玉溪高新区党工委、

管委会强化创新创业工作，主要领

导多次深入高新众创、启迪孵化器

等双创载体实地调研，听汇报、找短

板、出措施、提要求，指导各双创载

体平台整合资源、优化服务，鼓励企

业加大研发和知识产权认定，加大

科技企业孵化培育力度，加快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同时，出台绩效考核办法，加大对第

三方运营机构的考核及奖惩力度，

推动创新创业工作持续、高效开

展。各双创载体以优化创新创业生

态为主线，着力营造创新创业氛围，

加大科技企业和创业团队的招引力

度，不断加强双创服务，大力开展科

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和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培训等多种服

务，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库，有

针对性地进行指导，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研发能力较强、成长性较好的企

业，纳入培育计划，采取“一对一”结对

帮扶等形式，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孕

育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充分发

挥各个双创载体平台的培育孵化作

用，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

小企业培育库，不断加大企业招引

力度，不断完善精准服务举措，持续

做好科技型企业培育、孵化和服务

工作，努力实现科技型企业倍增，为

加快创新型园区建设和玉溪市建设

“一极两区”贡献高新力量。 辛玉

本报讯 近日，由湖北海星瑞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高性能

难燃阻尼复合材料生产线项目一次性

拿到了“七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

案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不动产权登记证》（纯土地）、规划

设计方案批复及水电气网联动报装证

明。该企业负责人饶秋华对咸宁高新

区政务服务竖起大拇指。

海星瑞新材料工作人员谢晶表

示，最初，对新项目所有证件办理感觉

压力很大，觉得这一过程肯定很艰难，

需要跑路很多次。事实却让她很意

外，每个阶段需要办理什么手续，需要

什么资料，咸宁高新区政务服务局的

项目代办员都会提前告知。自己只需

要按照项目代办员的要求准备并扫描

资料，然后通过微信发给代办员，公司

注册、备案办理、项目报建的所有手续

都由代办员在湖北政务服务网上完

成。而她在一天内就拿到了所有报建

证件。她表示，咸宁高新区的“互联

网+政务服务”和帮办代办服务真是让

企业既省事又省心。

为进一步提升建设项目审批服务

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咸宁高新区不断

刀刃向内自我革新，实施“三减一优”

工程，减时限、减材料、减流程、优服

务。今年咸宁高新区推出工程建设项

目“七证同发”和“一对一”线上全程帮

办代办服务，获得了新建项目方的一

致好评，实现了“让企业群众少跑腿，

轻轻松松办成事”的工作目标。 宁高

“科”，是西部（重庆）科学城的灵魂

和主题。

作为重庆市科技创新的重大平台、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的重要载体，西部（重庆）科学城自2020
年全面启动建设以来，坚持“科学之城、

创新高地”总体定位，把科学作为永恒

主题、把创新作为最强旋律，深入推进

科技创新，让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动能，将该科学城努力建设成为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9月，西部（重

庆）科学城核心区已建成重庆市级及以

上研发平台 312个，汇聚起卞修武院士

等专家学者及研发人员1500余名，引育

科技型企业1373家。

优化创新布局
增强平台支撑力

近日，从位于西部（重庆）科学城金

凤实验室传出喜讯：由上海交通大学教

授洪亮带领的工智能医药团队，已成功

合成出首个AI设计、基于双靶点的全新

骨架实体新分子，并交付给药企。目

前，该分子化合物已经经过检测，纯度

接近 100%。更为重要的是，该分子可

明显缩短新药研发时间。

洪亮说，以前在找有效药物分子

时，需要做高通量的实验，也就是百万

量级的分子去尝试对一个靶点或细胞

是不是有效，“现在我们结合计算和人

工智能，可以在几十亿的分子库里，筛

选出有可能成药的分子，并将最好的分

子推向临床。”

据悉，金凤实验室是科学城科技创

新“头号工程”，总投资约 20.8亿元，占

地约128亩，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

项目一期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已于

2022 年 6 月投用。该实验室聚焦生命

健康，构建智慧病理、脑科学与脑疾病、

医学检验三大研究集群，布局生物医学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中心、生物影像信息

与分析中心、新药设计与研发平台、实

验动物中心、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细胞

中心等六大公共技术平台，攻克一批引

领性前沿技术，形成一批标志性原创成

果，致力于打造“重庆实验室新样板、国

家实验室生力军”。

这只是西部（重庆）科学城加快布

局大装置、大平台、大院所，并结出科技

硕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西部（重庆）

科学城坚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以

100平方公里的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为

牵引，高水平建设大学城、科研港、科学

谷、生命岛、科创街“五大创新支撑”，加

速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如今，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北京

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1个数字化转型

促进中心、13个大数据智能化相关前沿

实验室正加速科研攻关；中科院汽车软

件创新平台落地建设、核心科研团队已

入驻；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中国科学

院重庆科学中心、超瞬态实验装置等已

落地生根……这些大装置、大院所、大

平台加速推进，让西部（重庆）科学城在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区道路上阔步前行。

校地合作跑出“加速度”
激发创新源动力

高校院所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

如何牵手大院大所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为此，西部（重庆）科学城发挥大学

城创新“主引擎”作用，深化与名校名院

名企合作，加快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建

设。坚持“四个面向”，发挥政府引导作

用，着力构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推动

校地院地合作技术攻关，已在基础软

件、智能网联汽车、功能性芯片等领域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今年 7 月，在重庆举行的 2022（首

届）数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高峰论坛

上，由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研发

的北太天元数值计算通用软件正式发

布。这是首款国产科学计算软件，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科学计算领域

“根技术”的突破，也是西部（重庆）科学城

校地合作结出硕果的有力印证。

“北太天元从最基本的几行代码到

现在几十万行代码，经历了各种困难。”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副院长、北京大

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数值计算实验室

主任李若教授说，目前，他们已构建起

整个软件的基本骨架，并实现了初步功

能，目前已有150多所高校试用，用户数

量超过 1600个。此外，浪潮、长安汽车

等企业也在试用。

为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推动高校

科技成果加速转化，西部（重庆）科学城

聚焦大学城创新资源和人才集聚优势，

不断完善创新科创体制机制，在重庆师

范大学等 8所高校、科研院所开展职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改革试点，

破除校地合作的物理“围墙”、心理“围

墙”、治理“围墙”。

科创体制机制不断完善，让西部

（重庆）科学城校地院地合作跑出“加速

度”。目前，西部（重庆）科学城已认定

高校、科研院所技术合同639项、成交额

6.8 亿元，校地院地合作项目共转化科

研成果207项。

创新服务方式
释放发展驱动力

创新之道，唯在人才。近年来，西

部（重庆）科学城打好打稳人才引育“组

合拳”，厚植人才发展沃土，加快建设

“人才特区”。

西部（重庆）科学城推进“金凤凰”

人才支持政策落地落实，面向全球延揽

战略科技人才，已引进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院士等战略科技人才 11 人，

“金凤凰”人才125人。设立科技工作者

之家和专家服务基地，积极打造海外人

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同时，西部（重庆）科学城深化“小

政府、大服务”改革，创新服务方式，让相

关部门成为政府资源的“供给者”、推动发

展的“服务员”，让各类人才在这里安心创

新创业。探索开展以“先投后股”方式支

持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政策兑现“免申即

享”等差异化改革模式，形成成果案例7
个；出台支持高校院所协同创新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扶持办法、知识产权资助办法、科

技金融发展办法等配套政策15个。

此外，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有效

供给。西部（重庆）科学城启动实施“先

投后股”改革试点，设立 1000万元专项

资金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推出“高新贷”

保障企业发展资金需求，已经放款 31
户，放款资金 7650万元，其中单笔资金

300 万元以上占比超 60%；设立重庆市

首个知识产权检察保护中心，正在积极

建设重庆知识产权运营中心，为创新主

体提供集知识产权收储、评估、交易撮

合、定价、结算、金融等于一体的知识产

权运营服务。截至今年 9月，知识价值

信用贷344户，放款8.1亿元。

这段时间，山东千舒达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技术总监李存波，正带领团队忙

着研发仿生类医疗器械产品。

自2017年博士毕业后，李存波就来

到了威海火炬高新区，深耕医疗器械技

术领域 5年。去年，李存波“转战”到千

舒达，凭着对新技术的钻研迅速成为该

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带头人。

要在国内同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不

能只靠个人单打独斗，必须依靠团队的

力量。在千舒达担任技术总监的李存

波，将自己的专长和技术倾囊相授，短

时间内培养出一支7人的研发团队。

“目前市场上流通的仿生类医疗器

械产品亟需做技术升级，我们现在有 6
款产品在研发和注册阶段，一些产品已

经完成了小样制作，预计2023年下半年

完成注册并投入市场。”李存波表示，希

望通过自己和团队的不断努力，让公司

拥有更多的核心技术，确保更多具有竞

争力的产品在市场出现。

一个领军人才可带活一方产业。

医疗器械产业是威海火炬高新区重点

打造的两大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借助威

高集团等骨干企业的带动，威海火炬高

新区医疗产业人才不断实现“0”的突

破。目前，威海火炬高新区集聚了像李

存波这样的医疗产业人才 3万多人，高

层次人才2000多人，医疗器械与生物医

药产业园吸引了 30多名海外高层次人

才携带项目入驻。此外，瞄准医疗器械

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威海火炬高新区引

进海外高端人才 5人、培养山东省级重

点人才工程人选 15人，成功完成“妙手

S”微创手术机器人等 8 项关键技术研

发，打破了国外垄断。

医疗器械产业人才的招引集聚，使

得威海火炬高新区这几年不断实现各

类人才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优

的突破。近日，威海火炬高新区将建设

医疗器械产业人才集聚高地纳入该高

新区“十四五”发展规划，出台了《关于

支持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

意见》，从平台建设、人才引育、资源

导入、服务协同等方面加强系统配

套，统筹推进医疗人才建设工作。

今年 5 月，威海火炬高新区与区

内 5 所高校签署《青年发展友好型城

市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在医工结

合、医疗器械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形

成有机融合；7 月，威海火炬高新区医

疗器械产业人才服务联盟成立，整合

10家政府公益组织、人才社团、市场化

机构等服务资源要素，打造“政产学研

金服用”全链条服务体系；9月，在该高

新区总工会技术“红娘”牵线搭桥下，区

内高校与重点医疗企业成功“牵手”合

作；汇总该高新区 140多家医疗器械企

业人才需求，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

帮助企业招揽各类人才350余名……为

了吸引并留住医疗产业人才，威海火炬

高新区掏出了真金和真心。

高端平台是投资环境的“放大器”，

更是优质人才资源的“强磁场”。近

日，威海火炬高新区以“高端医疗器

械山东省实验室”落户该高新区为契

机，导入中科院苏州医工所、清华大

学等一批医疗器械行业的顶级创新

资源，山东省级以上研发平台达到 17
家，在技术研发、人才集聚和成果转

化方面成效显著，推动医疗器械产业

迈向高端。

充沛的人才储备和强大的科研能

力，为威海火炬高新区医疗器械产业

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穿行

医疗器械与生物医药产业园的各个

厂房，可看到生产线忙不停，项目应

接不暇。目前该园区集聚了威高集

团、吉威医疗、大正医疗等 120 多家高

科技企业，产业园建成区则集聚了 47
家医疗企业，已形成以高端医用材料

为特色的医疗器械产业链。眼下，医

疗产业园三期 15 栋单体厂房已全部

竣工，有 10 家医疗行业企业达成入驻

意向。该产业园将注入满满新活力。

人才支撑产业，产业集聚人才。

威海火炬高新区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继续围绕医疗器械产业发展，重

点实施“企业梯次培育、创新平台跃升、

创新人才集聚、成果转化突破”4 项工

程，打造具有威海特色的新时代人才集

聚高地，加速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咸宁高新区：

服务工程建设项目七证同发

玉溪高新区：

新增17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西部西部（（重庆重庆））科学城科学城，，以科学为魂以科学为魂
▶ 王柯岚 本报记者 叶伟

医疗器械产业人才从“0”到“N”

威海火炬高新区完成华丽蜕变
▶ 谢菁 吕伟 本报特约通讯员 丰淑秀

坚持“科学之城、创新高地”总体定位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无锡高新区无锡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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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火炬高新区医疗器械产业吸引高层次人才20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