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马惠芳）惠州仲恺高新

区作为全市发展产业的核心园区，今年以

来全力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积极打造众创

空间聚集地。同方信息港、TCL创客空间、

德赛工业研究院、云创空间、瑞银昌、东江

等 9 家创客空间等一批众创空间将为全区

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和项目提供载体支撑，

成为创业高速公路上的“创业服务站”。

笔者从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获悉，目

前高新区将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建立

完善的众创发展服务体系，在众创空间

提供交流互动、技术指导、知识产权、金

融融资等创新创业服务。为创新创业者

打通“创客创业者初创企业规模企业”的

快速通道。

通过整合众创空间、创新服务平台、孵

化器和产业链相关企业组建众创产业的联

盟，惠州仲恺高新区努力推动建立完善的

创新创业生态链。同时，还将整合知名企

业家、成功创业者、优秀投资人、商界精英、

杰出科研人员等各行业领袖，为创新创业

交流、论坛、沙龙、创业辅导提供指导服

务。并借此吸引各类草根基金、天使基金、

创投基金进入众创空间，发挥高新区创业

投资引导资金和政策性股权基金的引导作

用，以推动社会资本加大对创新创业项目

的投入，为众创活动提供资金保障。

据了解，目前在高新区，除了已运营的

众创空间，还有一大批众创空间或正在日

夜赶工，或已规划筹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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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闻热线：010—58884093

■责编 马 霞 李建荣 张 琦 2015 年 7 月 10 日 星期五
创新广东 CHUANG XIN GUANG DONG

■南粤科技

高铁正改变人们旅游休闲方式
科技日报讯 （戴昊君）7 月 1 日起，广铁

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增开列车 37 对，其中

动车组 32.5 对，广铁集团管内日开行动车组

总数达到 554对，创历年之最。

近年来，高铁成了沿线旅客出行首选，不

仅改写区域交通格局，而且改变了人们旅游

休闲方式。广铁集团相关数据显示，自 2015

年春运起，管内高铁旅客发送量已经超过普

铁，而在周末和小长假期间，广铁集团更是通

过加开高峰线等措施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旅客

高铁出行需求。

近日走访长沙南站看到，前往怀化的高

铁车票异常火爆，通过随机采访，进一步了解

到从怀化南站开往长沙方向的高铁车票也常

常是“一票难求”。长怀间高铁车票的双向热

需，超出铁路部门预期，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

广州南站和深圳北站，南广、贵广、厦深间双

向高铁车票需求也持续走高。这说明，旅客

在购票时优先考虑高铁车票，乘坐高铁已经

成为人们出行首选。

据了解，京广、衡柳、沪昆（湖南段）、贵

广、南广、厦深等高铁开通以来，车票需求持

续看涨，日常上座率就已常常爆满。乘高铁

去广西观赏桂林山水，去贵州领略民族风情，

去鼓浪屿感受人文历史，成为粤湘两地旅行

社的黄金旅游线路。高铁新线开通对沿线旅

游经济转型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7 月 1 日起，随着合福高铁、沪昆高铁长

贵段开通，广铁将首开直通黄山、婺源等风景

名胜区域的高速动车组 1 对，前往贵州沿线

热门旅游线路的动车组也增加到 31 对。不

同于以往的舟车劳顿，乘坐高铁去旅行，早晨

出发，当天便可到达目的地享受愉快假期，令

旅途不再匆忙。

深圳天盾中南海HD-SDI防雷工程通过验收
科技日报讯（天讯）近日，从深圳天盾传

来喜讯，由北京西城区公安局、北京雷电防护

装置测试中心联合北京指南针防雷工程有限

公司、深圳市天盾雷电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对

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南海路段 HD-SDI 防雷

工程进行验收工作。经过实地逐项对照检

查，综合评审认为，中南海 HD-SDI 防雷工

程已基本达到相关标准，具备正式运行的条

件，并对 HD-SDI 防雷产品的性能给予高度

评价。

据介绍，深圳天盾 HD-SDI 防雷器研发

历时 3年，经无数次的样板和现场测试，最终

投入使用。在此期间，对每个器件之间的效

果进行匹配，合理优化了产品的电路结构。

据了解，凭借着高性能、高要求，天盾防雷曾

在 2014 年一举拿下深圳平安城市各区公安

分局派出所 HD-SDI 的监控项目。此次北

京中南海长安街 HD-SDI 安防监控项目顺

利通过验收表明，HD-SDI 防雷器获得了进

一步认可及肯定。

深圳市天盾雷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专业从事现代浪涌与防雷技术

理论研究和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是集防雷

产品制造、防雷实验装置及雷电检测产品生

产、防雷工程设计与施工的综合性防雷企

业。目前应用深圳天盾雷电防雷产品的知

名工程，如深圳平安工程, 深圳地铁（Ⅰ、Ⅱ

期），深圳电信,重庆电信,泉州电信,泉州广

电,洛阳广电,安徽电视台，安徽合肥公安系

统（部份），河北电信等。此外，深圳天盾的

多项专利产品还远销美国、英国、加拿大、越

南、印度等地。

近几年，在全球铁路发展处于颓势的

背景下，中国铁路路网规模发展迅速。到

2014 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 11 万公里，高

铁运营里程达 1..6 万公里，分居世界第二

和第一。高铁发展的光芒，并不能代表中

国铁路的市场地位永远巩固。进入 21 世

纪 后 ，占 铁 路 半 壁 江 山 的 货 运 量 每 况 愈

下。只有深化改革，铁路的发展前景才能

越来越广阔。

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随着公路和航空

运输的迅速发展，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

条不断发生，曾主导世界交通近一个世纪的

欧美铁路，客、货运市场份额日益减少，亏损

日趋严重。然而在同时代的中国，铁路却经

历了快速发展，全国的中长途客货运输非铁

路莫属，出现了“一票难求”和“一车难求”

的现象。这种铁路运输独大的现象一直延

续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上世纪 90 年代，公

路和民航发展很快，铁路客货运被大量分

流，铁路的零散货物市场逐渐流失。尤其是

进入 21 世纪后，铁路货运量每况愈下，市场

份额屡创新低。

不断流失的市场一直在警醒着我国铁

路。我国铁路要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深化改

革。值得庆幸的是，在高铁网络不断健全、客

货分流已逐步实现、运输效率得到了进一步

提高的前提下，中国铁路以罕有的决心、空前

的力度、迅捷的速度，全面实施客、货运组织

改革，推动整个铁路行业快速发展。

而铁路深化改革，也非常切合中国国情

民情，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当前，中国正处

于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迫切需要铁路作为

骨干运输支撑。一方面，中国疆域辽阔，人口

众多，中长距离的出行，需要动力大、运费低

的铁路运输。另一方面，中国东部工业发达，

中西部资源丰富，形成了北煤南运、西煤东

运、南粮北调、西棉东调等大宗货物长距离运

输的格局，只有铁路才能承担这样量大、价

低、繁重的运输任务。

从 2011 年开始，铁路部门开始实施客运

组织改革，先行一步走进市场，主动迎接市场

竞争和考验，如推行火车票实名制，推出互联

网和电话等售票方式，实施车票代售点下乡

镇战略等，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了铁路客运市

场；另一方面更加便民利民，让广大旅客看到

了铁路新气象。

2013 年 6 月 份 ，全 国 铁 路 全 面 实 施 货

运组织改革，将运输组织指挥由主位向仆

位转变，使铁路运输服从、服务于市场，全

方位满足市场的需求，全面建立现代物流

大通道，最大限度方便客户，努力降低社会

物流成本。

通过客货双向改革的实际行动，铁路

运输全天候、大运力、低运价、节能环保的

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铁路运输在综合交

通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也得到进一步体现，

铁路发展前景变得越来越广阔。因此，中

国铁路通过华丽的转身，破除“铁老大”傲

慢形象，应该不会优雅地老去，而是会更加

坚韧地发展壮大。

深化改革才是“铁老大”生存发展之道
□ 曾 勇

科技日报讯 （小楠）珠海市人民政府与

中山大学日前在广州签署协议，以“共推创新

驱动战略，共建高水平大学”为主题，共同加

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以下简称珠海校区）建

设，推动珠海市建设“生态文明新特区、科学

发展示范市”、中山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战略目标共同实现。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支持在珠海校区

构建覆盖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理学、工学和

医学的完整学科体系，珠海校区学院（系）全

部采取整建制建设，其学科方向、研究领域和

专业以提升珠海创新驱动核心竞争力为主要

目标。未来 5 年，珠海校区将按照一所完整

的高水平大学架构，在现有 7个学院基础上，

新建 12个学院（系）。新组建的学科专业，主

要是围绕珠海市在科技服务业、食品和农产

品安全关键技术、生物医药、智慧城市、新材

料、文化创意和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产业发展

需求，包括物理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含微电

子方向）等学科专业。

在此基础上，珠海校区还将建设“天琴

计划”国家级重大科学研究平台，以及核工

程与技术、海洋、生物医药和食品安全领域

国家级科学研究平台，以汇聚国际国内优

势资源，重点支撑珠海市现代装备制造、电

力能源、新材料、特色海洋经济、生物医药、

食品安全等产业发展，全面提升珠海的核

心创新力。

珠海市政府将给予珠海校区建设大力支

持，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以及在与珠海产业

关联度高、发展战略导向契合的领域建设学

院（系）、高层次研究平台，引进高层次人才，

国际合作办学，以及校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提供政策和专项经费支持。

目前，中山大学已经全面启动面向全球

公开招聘珠海校区各新建学院院长、教师和

研究人员的工作，将按照国际一流大学的标

准，招收上千优秀学者到珠海校区工作。

珠海中大签约共建高水平大学

科技日报讯 （小楠）7 月 6 日，广东省农

业厅与华南农业大学联合举办的“创新驱动

农业现代化建设”主题培训班在华南农业大

学开班。据介绍，该培训班的培训对象是全

省市县农业（畜牧兽医）局长，每期时间一周，

预计举办 7 期，每期 150 人左右，像这样大规

模对全省范围的农业局长进行集中培训，在

广东省内尚属首次。

据了解，为了让这些肩负加快推进广东

特色现代农业建设重要历史使命的农牧业系

统领导干部，在较短的培训期内能够学有所

得、学出成果，用于指导和推动工作，主办方

围绕当前要推进的重点工作，精心安排了当

前农业农村经济形势与政策措施、我国农业

发展的生态转型、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农业政

策、领导干部语言艺术、现代种业的现状与发

展趋势、畜禽健康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的形势与任务、我国农业物联网技术装备发

展现状与应用、畜禽疫病防控、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政策和实践等丰富的专题内容。

此次培训师资队伍阵容十分强大，既有

农业部、省农业厅的领导，也有省农科院、华

南农大长期从事“三农”领域教学研究工作

的专家学者。培训方式则实行专题讲授、问

题探讨、经验交流、实践考察等多种形式相

结合。

广东首次大规模轮训农业局长

去年 10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

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20

年科技服务业产业规模达到 8 万亿元，成为

促进科技经济结合的关键环节和经济提质增

效升级的重要引擎。这标志着进入新常态国

家创新的一个重要变化。日前从广东省科技

厅了解到，近年来，广东积极改善科技服务业

发展环境，不断壮大科技服务业规模，丰富科

技服务内容，提升科技服务能力，推动科技服

务业以年产值增长 20％的速度蓬勃发展，形

势十分喜人。

加强顶层设计 助推产业发展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服务业

发展，把它作为建设创新型广东、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科

技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文件。2012 年出台的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科技服务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我全国首个省级层

面 出 台 的 促 进 科 技 服 务 业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2014 年 6 月，省政府出台《中共广东省

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提出要推

动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完善技术创新服务

体系，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今年 2 月，

广东省政府以 2015 年一号文件正式发布实

施《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

干政策意见》（简称粤十二条）。该文件共有

12 条政策，其中有 4 条是关于科技成果转化

的。此外还研究制定《广东省经营性领域技

术入股改革实施方案》，加快制定《广东省科

技成果转化促进条例》，由此形成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业发展的一整套较为

完善的政策体系。

良好的政策环境对广东科技服务业健

康、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 2012 年底，广东共有各类科技

服务从业单位约 3.5 万家，服务企业超过 50

万家，全年实现增加值超过 2000 亿元，约占

全 省 GDP 的 4% ；全 省 科 技 服 务 业 研 发

（R&D）经费达到 150 多亿元，占全省 R&D

经费的比重达到 12.5%，推动全省 R&D 经费

占 GDP 比重突破 2%，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

展方式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一组来自省科技厅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与转化方面，2014 年，

广 东 全 省 共 认 定 登 记 技 术 合 同 19150 项 ，

合同成交总金额 543.14 亿元。在生产力促

进 中 心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方 面 ，截 至 2014 年

底，全省共有生产力促进中心 130 家，其中

国家级示范中心 7 家；全省生产力促进中

心 共 服 务 企 业 42233 家 ，为 企 业 增 加 销 售

额约 152.4 亿元，增加利税 17.2 亿元，为社

会提供就业岗位 111302 人。此外，2014 年

广东新增国家级孵化器 9 家、创业苗圃（前

孵化器）37 家，全省孵化器累计 233 家，其

中国家级高新区孵化器 50 家；全省孵化场

地 面 积 累 计 1348 万 平 方 米 ，在 孵 企 业

14748 家，累计毕业企业 5014 家，毕业企业

总收入超过 3000 亿元。

加大财政支持 兼顾地区差异

广东省从 2010 年开始启动实施“促进科

技服务业发展专项计划”，扶持科技服务机构

在高新区、专业镇、产业转移园、科技园等园

区开展专业性科技服务活动。2013—2015

年，省财政共安排专项资金 2.05亿元，支持科

技服务业发展，支持领域涵盖了现代科技服

务产品超市建设、科技创业服务中心（孵化器

的管理机构）建设、科技服务创新基地培育、

科技服务机构与平台建设、科技服务业共性

技术研发、创新方法推广应用等领域。

2013 年，科技服务业专项资金 4500 万，

支持项目共 150 项目，总体立项率 28.0%，兼

顾了粤东东西北地区经济差异性，对欠发达

地区社会民生发展领域及科技服务平台建设

予以倾斜性支持。

2014 年，专项资金近 8000 万元，共支持

项目 207 项目，总体立项率达 42.8%。其中，

公益研究与能力建设专项支持经费近 3000

万元，支持项目 117 项，立项率 41.6%，平均

支持力度 26 万元/项；协同创新与平台环境

建设专项支持经费近 5000 万元，支持项目

共 90 项，立项率 44.3%，平均支持力度达 55

万元/项。

2015 年，拟支持金额 8000 万元，拟支持

项目 197 项目，总体立项率达 40.2%。其中，

公益研究与能力建设专项支持经费近 3000

万元，支持项目 118项，立项率 33.6%，平均支

持力度 25 万元/项；协同创新与平台环境建

设专项支持经费近 5000万元，支持项目共 79

项，立项率 56.8%，平均支持力度达 63 万元/

项，粤东西北地区拟立项 12 项，立项金额达

800 万，占拟安排经费比例达 16%。此外，今

年 还 新 增 了 6500 万 创 新 券 后 补 助 专 项 资

金。由于科技创新券制度要求企业必须与高

校、科研院所等科技服务机构进行合作，不仅

能够推动中小微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强产

学研合作，同时也将进一步带动研发、设计、

咨询等科技服务业的长足发展。

8000万元专项资金+6500万创新券后补助专项资金

广东加快建设科技服务业集聚区
□ 朝 胜 杞 人

（上接第九版）
谢老家里有一张谢子长的照片，清秀儒

雅、眉目传神，颇有五四学人之风。在他的经

历中，曾有过去北京与李大钊见面的经历。

一位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

主要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一位

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陕北共产党武

装的创建者、酷爱读书学习的青年指挥员。

已经无从得知他们见面的情景了，但我总会

揣测想象他们的见面和对话——

他们一定探讨过共产主义的信仰。以谢

子长的聪慧和机敏，他一定不会放过这样难

得的机会，和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传播者，探

讨那个让他着迷以致献身的信仰；

他们一定探讨过武装斗争。以李大钊的

高远眼光与雄才大略，他一定不会放过面前

这位陕北共产党武装的缔造者和指挥员，一

定要让谢子长以枪炮的轰鸣来诠释共产主义

的力量；

他们也一定探讨过生命。两个读书人都

清楚，生命的探讨才是人类文明极致的探

讨。所有的追求信仰，所有的哲学宗教，极致

之处便是对生命的解析。革命党人应该拥有

何等的生命呢？

……

于是，在谢子长随时随地准备“我以我血

荐轩辕”的枪林弹雨中，在他作战负伤生命垂

危的最后时刻，他没有一丝一毫对死亡的畏

惧，他使我想起了这样一句话：向死而生！

面对死亡，让生命之花怒放绽爆！以一

人一家之死，换民族国家之新生！谢子长的

墓碑上有一幅对联：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

姓到如今叫你青天。

谢子长和千千万万的先烈们永远活在我

们心中！

科技日报讯 （雷寒）从第四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广东赛区）暨第三届“珠江天使杯”

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获得信息，截至

2015年 7月 1日，广东赛区共有 1249家企业，

809 个团队报名参赛，无论是企业报名参赛

数还是团队报名参赛数均列全国第四，上海、

江苏、天津位列全国创新创业大赛各赛区参

赛规模的三甲。今年广东赛区无论是企业报

名数量还是团队报名数量都实现了很大幅度

的增长，特别是团队报名数量实现了 113%的

增长。

从广东赛区各地市报名情况来看，广州

以 304 个团队报名拔得团队组报名数头筹，

东莞和惠州位列二、三名；而东莞则以 264家

企业报名数拔得企业组的头筹，广州、佛山顺

德紧随其后；在企业和团队组的综合数据排

名上来看，广州、东莞、惠州名列前三甲。从

报名的参赛的行业属性来看，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的参赛团队有 319 家，高居所有行业

之首，占据了总参赛团队的近四成，同时电子

信息和今年新开的文化创意领域也颇受创业

团队的青睐。而报名参赛的企业中先进制造

业、电子信息、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领域位居

前三。

自创新创业大赛举办以来，各地高度重视

并积极配合出台了系列鼓励创新创业的优惠

政策措施，搭建服务体系，进一步营造创新创业

氛围，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广州、东莞和惠州在

去年的省赛上成绩显著，也进一步激励了本地

中小科技企业和团队的创新创业热情，不仅让

本地的创新创业氛围更浓，也让更多的创新创

业者看到了大赛平台的巨大作用。

创新创业大赛广东团队报名实现113%增长

科技日报讯 （杞人）身高 1.78 米，体重

213 公斤，腰围 183 厘米，臀围 170 厘米，前不

久，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亚太地区肥胖症

及糖尿病外科治疗华南中心”，随着这位新疆

克拉玛依郭姓小伙子袖状胃切除术的顺利完

成，该中心的“减重”纪录再次被刷新。

吴良平介绍，目前对于肥胖病的治疗主

要包括内科治疗（饮食疗法、药物治疗、运动

治疗）、外科治疗以及中医中药治疗等。内科

治疗重度肥胖症疗效仅为 10%，而手术治疗

重度或病态肥胖症近期疗效接近 100%。更

为重要的是，减重手术不仅能减重，同时还能

治疗肥胖相关的多种代谢性疾病，如糖尿病。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吴良平医疗团队是

国内较早开展减重及糖尿病外科手术治疗的

手术团队。该团队 2009 年在国内率先开展

糖尿病手术，并完成华南地区首例全腹腔镜

下的糖尿病手术。同年，在亚太减重医师协

会的授权下，成立“亚太地区肥胖症及糖尿病

外科治疗华南中心。该中心近年完成此类手

术近 500余例，其中糖尿病占到七八成，手术

成功率 100%，有效率 95%，随访 3年的临床治

愈率达 80%以及零并发症发生率，在国内外

科治疗 2型糖尿病领域居领先地位。

吴良平还透露，中心近年研究的“手术治

疗糖尿病的临床应用及相关产品的研制”已

获得广州市产学研协同创新重大专项经费资

助。未来 3 年，针对目前糖尿病内科治疗需

终身维持、患者依从性差，而外科治疗近期疗

效显著但其理论依据及实施方案有待进一步

完善的现状，中心将联合相关企业，力争完成

以下攻关课题：在临床应用的基础上首次研

发相关的检测试剂盒、手术器械及辅助营养

物；建立完善的手术治疗糖尿病的诊疗评估

体系；首次提出手术治疗糖尿病的免疫—神

经—内分泌调节学说。

广州军区总医院手术“减重”再创新纪录

图为仲恺高新区国家级孵化器图为仲恺高新区国家级孵化器

■热线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