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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

议在延安召开，习近平

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贯彻落实新

时代政治建军方略，为

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

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

强调，持续推进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青海篇章。

习近平对防汛抗旱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

力应对灾情，做好防汛

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

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

局稳定。

习近平向2024世界智

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 下转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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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顶级智脑”

攀登产业制高点

我国智能网联汽车

处于全球并跑水平

资本青睐

算力产业迎来新机遇

在中国光谷，嘉利多生物技术（武汉）有

限公司院士工作站于近日揭牌，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德发受聘为入站

院士。该院士工作站致力于打造高层次开

放创新平台，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和市场竞争力，同时推动武汉现代农业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中国光谷院士工作站总量已

达35家。

这，只是国家高新区诸多院士专家工作站

的一个掠影。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助力新质生

产力加速跑，国家高新区的“基座”正在筑牢。

企业链上“最强大脑”

位于咸宁高新区的湖北世丰新材料有

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主要从事各类海绵的研发、生产，产品应

用于汽车内饰、医疗防护、工业铸造等行

业。在院士专家工作站科研力量的加持下，

不久前，该企业成功开发出高硬度打磨海

绵，实现了国产化替代。

该企业研发经理刘汉水介绍说，企业生

产的这类海绵主要用于玻璃的打磨，市场前

景广阔。由于对产品耐磨性要求高，此前，

基本靠进口，价格也偏高。

“品质好的这类海绵可以磨半个月，我

们企业此前生产的这类海绵仅能用两三天，

海绵就碎了、成渣了，原因是强度和韧性不够，

这方面技术一直是瓶颈。”刘汉水说。

如何突破瓶颈？受限于技术实力，企业

虽努力多时，但一直没有进展。后来，企业

求助于院士专家工作站，问题很快迎刃而

解。

“合作之后，院士专家团队通过新原料

的引入，配方的调整，最终帮我们解决了这

一技术瓶颈问题。目前，我们实现了一年一

两千万元的收益。”刘汉水说。

湖北世丰新材料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

作站专家团队指导的两项科技成果在湖北

技术交易所通过专家鉴定，经专家指导研发

的“陶瓷过滤聚酯海绵”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填补了国内行业技术空白。

在咸宁高新区，这样的案例俯拾即是。

咸宁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

站形成了“公司+特种玻璃基地+科研单位”

产业化模式，建站以来共申请专利 184 项，

其中发明专利 77项，实用新型专利 107项，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2项，实用新型专利100
项，研发了特种超大 LOW-E图案产品，为

产品差异化提供新亮点。

截至目前，咸宁高新区共有 15 家企业

获批湖北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已成功申报

专利114项，科技成果转化26项。

“智”惠产业链

2014年，位于保定高新区的河北同光半

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经河北省科技厅批复设

立院士工作站。该院士工作站引进中国科

学院院士夏建白、李树深、郑厚植及其团队，为

同光半导体材料研发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完善，该院士工作站

已成为集承接产业技术研发、应用研究、人

才培育等重要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推

动了成熟科技成果在地方转移转化和产业

化，助力同光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

增长点，培育壮大了“同光体系”特色品牌。

2021年，该院士工作站指导该企业与中

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开展省级课题“功率

半导体器件用高质量低缺陷 SiC 单晶衬底

制备技术研究及转化”项目研究，目前该项

目已取得阶段性成功，企业新增产值约1050
万元。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启动第三批中央企

业创新联合体建设，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未来产业等重点领域，在工业软件、工业母

机、算力网络、新能源、先进材料、二氧化碳

捕集利用等方向，组织中央企业续建 3 个、

新建 17个创新联合体。至此，共有 21家中

央企业牵头建设24个创新联合体。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技创新是

关键变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化创新这个

第一动力，解锁“从 0到 1”的原始创新的需

求也更为迫切。当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发

生在跨学科、跨产业、跨领域的交叉地带，单

兵突进难以实现，现有创新资源的互动、流

转与聚集程度难以满足研发需求，尤需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构建创新联合体的形

式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

以往，我们组织实施技术攻关多是由高

校、科研机构牵头，但这一组织形式已难以

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下产业发展对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突破的需要。近年来的科技及

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相比高校和科研机构，

领军企业更能把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前沿导

向，并具有较强的研发领导能力与抗风险能

力，由他们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有助于带

动整个创新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水平，实现

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2021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

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

推进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加

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

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

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成效。”

创新是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企

业天然具有技术创新的诉求和属性，要素的

新组合借助于企业并通过市场来实现，市场

竞争能够激励企业将创新活动持续下去。

创新领军企业和龙头企业在参与全球市场

竞争中，能够更为充分地感知到产业技术创

新的核心命脉所在，并形成强烈的原始创新

和自主创新诉求。

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的“工程问题”

“技术问题”“科学问题”，尤其是关键核心技

术问题，都是由工业界、科技界和政府联合

攻关共同解决的，可以说，越是关键核心技

术越需要合作攻关。

来自国务院国资委的信息显示，2019年

以来，国务院国资委聚焦国家重大需求，组

织 60余家中央企业，在核心电子元器件、碳

纤维、关键零部件、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分

两批组建了 7个创新联合体，带动 300余家

高校、科研院所、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

各类创新主体，深化创新合作、强化协同攻

关，有效维护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性、稳定性。

据了解，国务院国资委下一步将突出

“体系化、任务型”定位，进一步发挥联合体

功能作用、强化任务凝练、完善机制建设，引

导联合体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吸纳创新优势

力量，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市场化机

制，提升建设运行效能。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如何

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坚

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作为重中之重，开发更多有利于

发挥其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近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组

织召开深入开发科研助理岗位招

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地方部署

会议，切实推进 2024年度科研助

理岗位开发落实工作。

“我们要切实增强使命感、紧

迫感，持续推动，久久为功。”工业

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司长吴家喜

在会上说，为稳就业贡献力量，打

造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的后备

军，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工作

是推进强国建设的长久之计。

国家高新区在“大
考”中显担当

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工

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从主体上

看，涉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各

类平台等不同主体和不同行业部

门；从层级上看，有国家级、省（区

市）级等不同层级。

去年，多部门共同加强部署

动员，地方主管部门和国家高新

区大力推进，各类创新主体积极

行动，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和落实

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178家国

家高新区落实开发科研助理岗位

数量达 12万人，占到总开发数量

的一半以上。其中，广州高新区、深圳高新区、中关村科技园

区落实岗位数均超过3000人，国家高新区主力军作用凸显。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2023年，

北京市计划开发科研助理岗位4800个，北京市科委、中关村

管委会对外发布了5批4872个科研助理岗位信息，共向工信

部报送8批次5239名应届高校毕业生信息，超额完成任务目

标的109%。

“企业成为开发科研助理岗位的主力军。”该负责人介绍

说，北京市 574家单位积极参与此项工作。其中，民营企业

和国有企业共383家、占66%，共落实4557人、占86%。美团、

京东、小米、京东方等龙头科技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落实科

研助理岗位2479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促就业稳就业作用，

切实推动了该工作的快速落地落实。

武汉东湖高新区在 2022 年计划开发科研助理岗 1000
个，完成 1771个，完成率 177.1%；在 2023年计划开发科研助

理岗1200个，完成1386个，完成率115.5%。

“我们通过发挥国家及省市区科技计划项目的吸纳作

用，利用高能级创新平台的引才效应，促进双创平台提档升

级，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打了一组组合拳、出了一组连环

招。”武汉东湖高新区相关负责人在介绍经验时说。

国家高新区中的“最强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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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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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本次博览会主题为“智行天下 能动未来”，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和重庆

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两地分别打造的世界性智能产业平台合并后的首次亮相。据介绍，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

米，设置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等10大主题展区，500余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图为人们在博览会现场体验线上马拉松竞赛。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第十三届双创大赛第十三届双创大赛

在湖南株洲启动在湖南株洲启动
本报讯（记者 张伟） 6月 20日，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启动仪式在湖南省株洲市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

中心副主任何年初，湖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斌，株

洲市委常委、副市长刘亚亮等出席启动仪式。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相关部门现场或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加启动仪式。

本届大赛以“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主题，遵循政府引

导、公益支持、市场助力原则，围绕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搭建“政、产、学、研、用、金、服、城”多向

对接交流平台，发现优质企业和团队，发掘源头创新与早期项

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服务产业基础再

造和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支

撑国家高新区、国家自创区建设，助力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和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

何年初介绍说，今年的创新创业大赛将聚焦未来制造、未

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新赛道，

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人形

机器人、新型显示、第三代互联网、先进高效航空装备、绿色智

能船舶等标志性产品，进一步突出关键核心技术方向，集聚并

发掘一批高水平创新项目，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助力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在赛事组织形式上，今年在专业赛类别中新增了颠覆性

技术大赛和创新挑战赛。颠覆性技术大赛聚焦对产业具有颠

覆前景的技术项目，挖掘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技术

方向，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与突破；创新挑战赛将围绕关键核

心技术，通过“揭榜比拼”方式，以需求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组合创新资源，解决技术创新难题。

据了解，今年是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举办的第 13个年头，

累计参赛企业和团队超过 28万家，撬动银行、创业投资等金

融资本企业投资超过千亿元。在历届参赛主体中，已有超200
家企业成功上市。

步入“冰河期”

光伏行业如何突破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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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源还是闭源

“百模大战”谁能胜出

11版

国家高新区独角兽

持续增长秘诀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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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

强调，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中谱写好宁

夏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