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辑：邓淑华（010）68667266转222 E-mail：dengsh@chih.org ■组版：王新明 99
火炬中心合办

2023.12.18 星期一创业孵化创业孵化
ENTREPRENEURENTREPRENEUR

▶ 郭树勋

焦作高新区建双创特色载体焦作高新区建双创特色载体

近年来，焦作高新区以科技资源支撑型国

家“双创”特色载体建设为抓手，集聚创新要素，

搭建创新平台，优化创新生态，有效助推了产业

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焦作高新区拥有河南省级以上孵化

载体 10家，其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家；集

聚各级研发平台 148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54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 18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5家；获批焦作市级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团队）32个。

抓协同创新
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焦作高新区注重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努力提升产业创

新力、集聚度和竞争力。

搭建创新平台。焦作高新区抓住“双创”特

色载体建设机遇，加快各类创新平台发展，引入

焦作产业技术科学院落户焦作高新区，集聚产

业链、人才链、供应链、要素链、制度链等“五链”

共生融合发展。

导入创新资源。焦作高新区立足当地创新

优势和产业发展基础，积极主动对接中关村科

技资源，设立中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

心分中心；与上海技术交易所进行合作洽谈，争

取更多科技成果资源在焦作高新区落地。

壮大创新主体。焦作高新区聚焦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创新平台体系完善、科技创业载体升

级等领域，依托科创平台、科技型企业，实施各

类项目 10个。“双创”特色载体建设项目实施以

来，焦作高新区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5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116家，新增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

2家、河南省瞪羚企业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和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6家，河南

省中试基地重点培育单位4个。

完善孵化体系。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焦

作高新区积极培育“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

器+产业园”梯次孵化体系；支持名仁名创众创

空间与中国药科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开展校地

合作，转化落地新产品12项；支持天宝超硬材料

众创空间围绕超硬材料产业发展，与郑州大学

等高校重点学科带头人合作，集聚超硬材料产

业关联企业、团队39个。

抓园区建设
拓展企业成长新空间

焦作高新区加大与高等院校、社会资本合

作，规划建设了河南理工大学科技园、腾云数字

经济产业园、创业服务中心、创基智谷、科技总

部新城、中德科技园等创新创业综合体 6个，总

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面积54.8万平方

米，入驻企业、创新创业团队890余个。

为突出特色化发展，焦作高新区加强总体

统筹，引导园区向“专精特优”方向发展，形成功

能定位清晰、产业特色鲜明的发展格局，避免同

质化竞争。

为推进专业化运营，焦作高新区结合该高

新区“管委会+公司”改革，组建了专业化运营公

司，3家国有企业负责园区的建设、运营、招商。

在开展市场化招商方面，河南理工大学科

技园成功引进河南磐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

焦作高新区建设生物医学存储中心项目，打造

中原地区“健康银行”；数字经济产业园与中方

质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合作，集群式引进检验

检测相关企业入驻。

在探索精细化服务方面，焦作高新区吸引

科技金融、知识产权、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等第

三方服务机构入驻，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目

前，焦作高新区已对接资本服务机构 71个，争

取科技贷款 4500万元，培育河南省创新创业导

师22人。

抓人才引育
构筑人才集聚新高地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双创”特色载体建

设中，焦作高新区积极打造人才高地。

通过企业“引”。焦作高新区依托企业、园

区，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30余个，获批焦

作市级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团队）32个，焦作市

级科技人才库入库 244人。焦作天宝桓祥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引进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邓福铭作

为公司技术带头人，合作项目获得河南省 2021
年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依托平台“引”。焦作高新区依托现有河南

省级以上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孵化载

体，吸纳博士创业人才20余名，支持高校教师创

办高新技术企业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余家。

用活政策“引”。焦作高新区从创业扶持、

生活补贴、交通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努力吸引

留住青年人才、高层次人才。2019年以来，焦作

高新区累计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硕士198人、博

士149人。

强化保障“引”。为满足引进人才的过渡性

居住需求，焦作高新区投资 5亿元，开工建设具

备拎包入住条件的人才公寓 1060套，目前已建

成投用50套。

本报讯 12月 5日，贵阳高新区在“科创高

新”科技企业孵化器交流研讨会上发布了“白鹭

创谷”计划。根据该计划，到 2025年，贵阳高新

区将打造形成一个城市会客厅、建设十个标杆

孵化器、培育一百家示范企业、累计拥有一千家

在孵企业的“一十百千”创业孵化成果。

贵阳高新区发布“白鹭创谷”计划，旨在进

一步发挥孵化器在全过程创新、全要素集聚、全

链条加速等方面的作用，协力推动区域高质量

发展。根据“白鹭创谷”计划，到2025年，贵阳高

新区将重点围绕建成和培育贵阳高新区创业服

务中心、两机孵化器、火炬软件园孵化器、贵阳

高新区异地孵化创新基地、电子元器件孵化器、

数字孪生孵化器、科技服务与成果转化众创空

间、贵州科学城孵化器、贵阳高新区校企学研孵

化器等9个产业领先、模式创新、服务一流、成效

显著的标杆孵化器，持续高位引领贵州省创新

创业升级发展。

为此，贵阳高新区专门制定8项创业服务和

5项支持政策，护航“白鹭创谷”计划落地落实。

其中，8项创业服务包括：免费的企业落地注册

登记服务；提供低租金的办公场地；配套检验

检测、中试车间、展示中心等共享设施设备；

提供低成本的云存储、ERP 管理技术平台、知

识产权托管等技术服务平台；提供成本控制、

资产评估类咨询服务；融资服务；开展创业导

师进企业“一对一”的精准创业辅导服务和项

目资源对接服务。

5项支持政策包括：载体考核奖励支持；创

业场地支持；设立创业专项资金，支持科技计划

项目；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和天使投资基金，破

解初创企业的资金瓶颈；支持创新创业活动，打

造“白鹭创谷”双创品牌，营造创业氛围。

接下来，贵阳高新区将以打造专业化、市场

化、链条化孵化载体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孵化

器在全过程创新、全要素集聚、全链条加速等方

面的作用，努力打造以大数据为特色的国家精

益创业双创示范基地。 陈佳艺

贵阳高新区发布“白鹭创谷”计划

12月10日，以“点燃科创引擎 培育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日活动

在北京市海淀区举行。活动现场组建成立了北京市科技之光青年宣讲团，举行了中国青年科技成

果转化北京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和北京市青年科技人才协会成立仪式，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玉

明、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宏等院士专家发表了主旨演讲，并组织青年科技工作者开展了参访调研与

对话交流，为北京市打造成为世界领先的未来产业策源高地建言献策。图为青年科技工作者参观

了解中关村东升创业者服务联盟。

广告 广告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氪星创服氪星创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