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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伟）

近日，第 41届国际科技园区

协会世界大会（IASP2024 年

世界大会）在肯尼亚首都内

罗毕落下帷幕。北京市副市

长马骏在闭幕式上致辞并向

与会人员介绍北京承办的

IASP2025年世界大会筹备情

况和中关村创新发展情况。

马骏表示，IASP2024 年

世界大会内容精彩、成果丰

硕，为北京筹办 IASP2025 年

世界大会提供了重要借鉴和

宝贵经验，作为下届 IASP世

界大会的主办方，北京市将

以开放的姿态、创新的精神

和 务 实 的 作 风 ，全 力 办 好

IASP2025 年世界大会，为全

球科技园区交流与合作搭建

更高水平的科技“会客厅”。

据了解，IASP2025年世界大会由

北京市政府主办，将于 2025 年 9 月

16-19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及中关

村生命科学园举办，主题为“追求卓越

——创新主体助力高质量发展”，旨在

搭建高端国际科技园区交流合作平

台，提升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

响力，构建更加开放的创新合作模式。

国际科技园区协会(IASP)世界大

会，被誉为全球科技园区界的“奥运

会”。中关村科技园区于 1995年加入

IASP 协会，并在 1995 年、2005 年和

2015 年先后 3 次成功举办 IASP 世界

大会。

党建引领促发展。近年来，襄阳高

新区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总抓手，大

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扎实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3 年行动”和“5 年提

升”行动，全域推进美丽乡村补短板强弱

项建设。积极发挥党建组织保障作用，

通过创新“一定三诺”考核管理工作机

制、落实“四议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设”、

推进“十百千”工程“三美”乡村建设等工

程，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

不断破解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难点。

截至2023年年底，襄阳高新区38个

村（含村改社区）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4928 万元，5个村（含村改社区）收入超

过 100万元，17个村（含村改社区）收入

超过50万元。

盘活资源要素蓄动能
汇聚乡村振兴新力量

近年来，襄阳高新区通过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实施基层党组织

跨村联建模式，不断整合优化乡村振兴

要素资源，推动规划连片实施、环境连片

提升、产业连片发展、资源连片投入，走

出一条“党建引领、以强带弱、组团发展”

的连片共富新路子。

有序引导人才到农村、资金到农村

等关键要素，让农村土地资源得到充分

开发利用。襄阳高新区着眼于优化村党

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启动实施村级党组

织书记后备力量培育储备“3 年行动”，

引导 42名乡村“三农”人才积极竞选后

备力量。襄阳高新区组织部门会同农业

部门等深入村（村改社区）开展实地调

研，先后择优推荐 8个村（村改社区）参

评襄阳市“百强村”，推荐团山镇马棚村、

黄庄社区为2024年度襄阳市“创业致富

在行动”项目，积极向上级争取到 18万

元党费资金扶持集体经济项目。

通过编制村庄规划，合理配置和优

化农村集体经济用地结构，开展土地流

转专项工作。襄阳高新区每年从区级用

地计划指标中预留5%-10%优先保障村

级产业发展用地，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和集中连片发展果蔬种植等打下

坚实基础。

2024年以来，襄阳高新区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面积近 1.46万亩，完成襄阳

市下达任务的 50%以上；区级预算资金

投入50万元开展小麦病虫害防控工作，

防治面积 2.8万亩用于保障基本农作物

种植；夏粮小麦种植面积约5万亩，油菜

播种面积约 0.62 万亩，预测小麦产量

1.775万吨、油菜产量1451吨。

聚焦特色产业谋发展
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近年来，襄阳高新区扎实推进重点

农业产业链建设，以“一村（社区）一项

目”计划为抓手，研究谋划集体经济项目

发展路径。例如，2019 年，襄阳高新区

刘集街道党工委以成立合作社为契机，

积极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大力实行“党

建+合作社”发展模式用于发展特色种

植。2020年，郑岗社区党委立足地域实

际创建金银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推动乡村

经济发展提速提质，拓宽群众增收致富

路，助力乡村振兴。经过近4年的发展，

襄阳高新区累计投资140万元建成集初

选、烘干、储存于一体的金银花加工仓

库，面积达800平方米，拓展金银花种植

面积 250 余亩，栽植金银花苗木 9 万余

株，年收获金银花干花近 1.5万斤，产值

110万元。每年为 300 余名居民提供就

业岗位；2023年累计发放人工采摘费用近

50万元。经过实践探索，今年新开发的郑

岗社区金银花茶已注册“天茶溪”商标，依

托自产自销经营模式，促进周边经济内

循环，预计产值可提高5倍以上。

团山镇黄庄社区是襄阳高新区典型

的“村改居”社区。2020年以来，黄庄社

区党委借乡村振兴的强劲东风，积极探

索“社区党委+经济合作社+居民”经

营模式。2023 年，黄庄社区种植合作

社藕塘种植 938 亩，莲藕亩产 4500 斤，

总产量 420 万斤，销售收入 1683 万元，

收入 150 多万元。随着城镇化进程不

断加快，众多企业相继落户黄庄社区，

当地社区党委开始追求多元化集体经

济，“工厂建到村口”成为时代赋予社区

的第二道发展机遇。

基于此，黄庄社区抓住机遇顺势而

为，收集周边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大力电

工、汇尔杰等大企业生产和项目建设用

工需求，运营村办企业襄阳市源昌福劳

务公司，依托靠近工业区的便利和集体

经济的优势，为周边企业提供基础设施

建设和劳务派工。

奏响“三资”管理协奏曲
赋能乡村振兴新格局

近年来，襄阳高新区党工委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坚持以“集体增收，村

民富裕”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因地

制宜、因村施策，集中解决米庄镇王湖冲

村针对辖区土地资源“零碎散”、集体经

济增收“老大难”、土地流转历史遗留问

题等，探索出一条农村土地集约化经营

新路径，持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为了确保土地流转工作的公平、公

开、公正，襄阳高新区党工委充分利用

“三资”监管系统的预警提示功能和“四

议两公开”民主决策方式，组织召开农村

集体“三资”管理业务培训会，推动农村

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截至目前，经过“三资”审计工作，王

湖冲村共累计清收抛荒土地 582 亩，流

转土地582亩。全村种植小麦等农作物

面积在 500 亩以上，超额完成了稳粮增

收的政治任务；在个人收入增加的同时，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也从不足1万元扩展

到目前的74万元；带动200多人就业，为

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并利用村集

体经济部分收益举办村集体经济奖学助

学活动，以村集体经济“红利”助力优秀

学子圆梦大学，使土地流转真正成为带

动农业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本报讯 （记者 张伟） 近日，

山东省科技厅在潍坊市召开全省高

新区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以进一步

明确高新区功能定位、明确任务目

标并找准问题短板，推进该省高新

区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新跨越。

会议指出，历经 30 多年的实践

探索，全省高新区经历了从少到多、

从弱到强的转变，梯队发展格局加

快形成，科技和经济贡献度显著提

高，科技产业融合逐步深化，政策引

领体系不断完善，重点工作任务高

效落实，为山东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会议要求，面对新形势新要求，

全省高新区要锚定“发展高科技，实

现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全

力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的新高地。要增强技术策源能

力，主动参与重大科技项目，建设高

能级创新平台，推动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优化概念验证和中试验证平台布

局，积极融入山东科技大市场体系，

力促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要培育

壮大科技型企业群体，推动“三高一

核心”中小企业加快发展，加大科技

金融支持力度。要做大做强高新技

术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解决好产业链创新链的断点、

堵点、痛点，形成“一区一特色”产业

发展格局。要强化人才引育创新，

拓宽校地校企合作渠道，全方位优

化人才服务体系。要推动高新区提

档升级，巩固提升“自创区引领、国

家高新区与山东省的高新区协同互

动”战略布局。要推进高新区开放

创新，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相结

合，精准招引创新链上下游关联项

目，加快融入全球科创网络。要推

动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设高标准

数字园区，开展绿色技术攻关和示

范应用，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会议强调，要健全完善与高新

区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工作体系，

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要强化战

略指引，紧抓“十五五”规划编制和

新一版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修订工

作机遇，争取更多发展空间。要加

大政策支持，推进各类创新资源向

高新区倾斜。要做好智慧化管理服

务，搭建线上平台，加强统计分析和

指导服务。要打造良性互动格局，

建 立 协 同 工 作 机 制 ，凝 聚 发 展 合

力。要完善评价管理体系，加强分

类指导，带动高新区综合发展实力

提升。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

心高新区发展处负责同志、山东省

发展改革委对外开放处负责同志作

专题授课，济南高新区、青岛高新区、

潍坊高新区、日照高新区作经验交流

发言。与会人员还到潍柴集团、福田

汽车、歌尔集团进行了实地考察。

与会代表表示，此次会议坚持统

筹谋划、高点定位、精心组织，注重理

论培训和实践学习相结合，收获满

满。下一步，将进一步找准工作着力

点和发力点，列出时间表、任务图，集

中力量攻坚突破，推动高新区发挥好

先行军、试验田作用，加快打造一流

高科技园区和产业创新高地。

“三举措”推深做实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强筋壮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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