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李迪 记者盛利）记者 10 月 31 日从四川省推进

外资研发机构建设工作会上获悉，四川首批外资研发机构名单出

炉，5 家研发机构榜上有名。四川省将对通过认定的外资研发机

构发放最高 150 万元的一次性研发补助，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措

施扶持外资研发机构的发展。

这 5 家机构分别是 ASM 先进科技成都研发中心、西门子工业

自动化产品成都研发中心、绵阳新晨动力环保节能发动机研究中

心、成都 G7 物联网研究院、四川龙光电薄膜光学偏光薄膜材料研

究中心。

作为四川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一支重要队伍，外资研发中

心拥有先进技术，在管理和营销等软实力方面具备示范效应，外资

研发机构在与四川省的产学研机构联合研发过程中，可以促进学

术交流和学科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上下游产业互

补，进一步提升四川省产业技术水平和综合创新能力。

记者了解到，四川省在 2019年开展了首批外资研发机构备案

工作，经公开申报、专家评审、充分考察后，首批外资研发机构备案

名单出炉。此次发布正式名单后，四川省将对通过认定的在川外

资研发机构，给予当年度核定研发投入 5%、最高 150 万元的一次

性研发经费补助。

下一步，四川将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的政策扶持力度，系统整

合吸引外资研发中心的平台、有针对性地推进本地研发人才的培

养。同时，鼓励本土企业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吸引国外高端研发

人才等。

四川首批外资研发机构名单出炉

最高可获150万元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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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山村到远近闻名的田

园综合体，直至被世界旅游联盟点名推介，压油

沟村火了；通过“新六产”的打造，一产的一份收

入，变成六份收入，椿树沟演绎着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故事；不仅将藕塘做成盆景，更将其

做成了脱贫产业，小东山成就了远近闻名的“小

康村”……

11 月 2 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沂蒙大地，在兰

陵、费县、蒙阴、沂南等地，采访调研山东省临沂市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方面的经验举措。

虽然时间已临近立冬，但临沂市孟良崮山下，

藕塘的痕迹还在。

“藕塘不光好看，也是村里的扶贫项目，每年

都能给村里的贫困户分红。”沂南县代庄村村干部

袁中菊介绍的藕塘并不普通——眼前的基地种植

了南斯拉夫雪莲藕。

作为世界上最高产的雪莲藕，从南斯拉夫引

进，淀粉和糖分含量高，且皮薄脆甜，生食如水果，

适应能力强，抗病能力强。

种植南斯拉夫雪莲藕，沂南县的榜样很多。

距离沂南县 300公里之外的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

种植规模最大且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也让代庄村

具备了后发优势。

投资 126 万元，流转土地 77 亩，开发成南斯拉

夫雪莲藕种植基地。仅此一项，代庄村便可年增

30多万元收入。

科技日报记者在代庄村采访时发现特色产业

已经让当地村民走进了小康生活。

村里蔬菜基地的 18 号大棚里，黄瓜藤已经爬

到一人多高，村民季怀忠正忙着给黄瓜掐秧。大

棚旁的生产房里，早就装上了空调、电视，干完了

活就可以到这里休息。“我以前在外打工，后来家

人生病就回来了。村里建扶贫大棚，我就买了一

个，去年又多承包了一个，现在每年毛收入 10万元

以上。”原本是贫困户的季怀忠靠着自己的双手，

同大家一起奔在小康路上。

32 岁的刘赛赛依托孟良崮的旅游资源，搞起

了旅游特色食品生意。“我注册了品牌，出售山楂

条、猫耳朵、粟米条等休闲食品，销量都还不错。

每年纯收入 10 万元左右吧。”眼下，刘赛赛的生意

越来越红火，“下一步我想开烘焙店，增加食品种

类，扩大销售渠道。”

微笑出现在村民脸上，村子也在一天天改变。

道路修到了每户村民门口，路灯让村里的夜晚亮起

来，新建的幼儿园带给孩子欢笑，养老服务中心让

老人安心……“小康路上，我们不让一个人掉队。”

这是代庄村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他们做到了。

从曾经的省定贫困村，发展成为今天孙祖

镇的样板村，代庄村演绎出了小康生活的安适

和幸福。

“小康路上，我们不让一个人掉队”

最近，压油沟村被世界旅游组织“点了名”。

因为它被点名表扬，在当地成了典范。

“压油沟田园综合体从 2017年开始动工开发，

当地村民得到了实惠。”兰陵县压油沟社区主任朱

德海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说，无论是年轻的，还

是年老的，都通过安置就业，在这里获得了收入，

甚至翻了几番。

曾经的压油沟村，被列为山东省 400个贫穷村

之一。在国家扶贫政策推动下，这里将青山绿水变

成了金山银山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压油沟田园综合

体。乡亲们自豪的是，世界旅游联盟向社会推出

100个旅游减贫案例，压油沟村就榜上有名。

“3 年前，我们小东山村还是一个破破烂烂的

小村庄。2017 年和（压油沟村）综合体对接后，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东山村党支部书记

井永东说。

全村共 60 户的小东山村，主要种植花生、地

瓜、板栗、核桃等农作物。压油沟田园综合体的建

成为小东山送来了东风，全村 355亩规划土地全部

流转入股到田园综合体之后，乡亲们享受到每年

每亩 800 元的分红，2018 年村集体收入就达到了

12.81万元。

勤学能干是对沂蒙老区百姓性格的精准概

括。与其坐在家里拿分红，他们觉得必须再干

点啥。

时间已近立冬，但小东山村民家里却是绿意

盎然。眼前，“满眼绿植映眼帘”的打造者，是众多

盆景手艺人。这两年，这里的党支部领办创办合

作社，建成了苗木种植基地，统一种植、统一管理，

让小东山又有了“盆景村”的名片。

很多人还对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2》聚

焦的蒙阴县椿树沟煎饼印象深刻。趁热打铁，这

里大力发展农业“新六产”，使一产的一份收入，变

成六份收入。

他们将杂粮、板栗、鸡、羊等经过加工变成美

食煎饼、精包装糖板栗、餐桌美食等，提高了附加

值。同时，通过电商销售、果园采摘等多种形式增

加群众收入，间接带动了产业链条的增值提升。

从一个破烂村庄变成田园综合体 彩山前村有两多，一是桂花多，二是石头多。

自从乾隆年间种下第一棵桂花树之后，三百

年来，这里栽种桂花树的传统早已深入骨髓；同

时，这里的岩石层次分明、形状各异，村民宅院也

大多是用石头垒砌成的，可以说，整个村子建在了

石窝里。

“全年，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桂花的香气里。”

将“美丽资源”转换成“美丽经济”，实现产业兴

旺，村子繁荣，农民增收。这一点，费县彩山前村

有心得。

“三年前的村子都是土路，一到下雨天车进不

来也出不去，全是泥水，改造提升后村容村貌改变

了不少。”彩山前村支部委员王西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他们主要做了三个工作：即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挖掘资源发展乡

村旅游。

现在，在村内行走，可以看到石碾、石凳、凉亭

遍布其内，石步道依彩山而建，沿途风景美不胜

收，完全想象不到之前“泥泞破败”的景象。

村居环境提升，农业生产也不能落下。这里

依托第一书记的派出单位优势，多方跑资金、拉政

策，争取各类资金，实施农田灌溉项目，解决村内

300亩土地用水问题，还结合百姓需求建设蔬菜大

棚、特色养殖基地等。

环境好了，农业稳了，彩山前村就将目光放到

了挖掘资源亮优势上，走上了精品民宿+乡村旅游

的致富路。

“未建民宿之前，村集体收入为零，民宿投入

使用后，村集体每年收入八九万元，还带动了当地

人就业，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老百姓脸上的笑

容也多了。”这是王西表的自豪。

这个村通过成立彩山民宿专业合作社将社员

宅基地进行租赁改造提升，委托合作企业运营管

理。记者了解到，这些民宿的日常入住率达 55%，

国庆节假日期间入住率达 100%，实现抱团发展，

利益共享。

历史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孟良

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 74

师，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如今，这里全面打响了

脱贫攻坚的“孟良崮战役”，已经取得了胜利。

流淌于血液中的红色基因，沂蒙精神的强力

指引，老区上下久久为功，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将美丽资源转换成美丽经济

最近，在南京水务集团的城南污水处理厂，每

天有 600吨的城市污水生化尾水经过脱氮除磷后，

达到准四类水标准排放；同时，在安徽淮北的一座

煤化工基地旁，运用这项技术每天的污水处理量

达 2000 吨。而在南京江宁区曹村泵站，这个数字

被刷新为每天 1.8万吨。

这项技术源自南京大学江宁环保技术创新研

究院。这家研究院作为新型研发机构，在组建的

两年多时间里，孵化、引进 25 家企业，探索不同模

式的合作，截至今年 10 月，研究院产值已经突破

2000多万元。

“十三五”期间，南京累计组建新研机构超 400

家，高端创新平台建设加速，培育和推动创新型企

业加快发展，创新创业人才加速集聚。在 2020 年

《自然》杂志科研城市排名中，南京居全球第 8 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0 年全球创新指数，

南京综合排名由 2017 年的全球第 94 位跃升到第

21位。

新型研发机构累计孵化
科技型企业超6000家

南京大学江宁环保技术创新研究院是南京首

批新型研发机构，主要围绕流域氮磷污染控制、重

金属污染控制、VOC 污染控制等环保产业关键技

术领域，加速自主创新成果产出与产业化、孵化高

新技术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

“最近，我们正在针对长江流域的污水进行尾

水深度处理，为化工园区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无毒

减排。”该院副院长梁英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研究

院打造了“1+1+N”模式（1名科学家+1名博士+N

个研究生或工程师）。科学家负责学术指导，博士

和研究生负责对理论成果二次开发，把原创理论

应用到现实，以缩短成果产业化的时间。

“具体来说有三种合作模式，对于关键核心技

术，由研究院全资控股或者持股大部分，以研究院

为主体，推进产业化落地；第二种模式是，研究院

持股约 35%，负责联合开发和市场联合推广，其余

部分交给技术型专家打理；第三种模式是，研究院

不持股或者持股低于 10%，其余交给孵化企业，我

们提供技术、人才支持，企业提供市场资源。”梁英

说，目前，研究院已经孵化引进 25 家企业，其中有

5家已经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灵活的运营模式，不仅让科研成果活起来，也

让研究院收获丰厚收益，梁英介绍，2019年研究院

产值突破 1100 多万元，今年的产值目前已经突破

2000多万元。

南京市科技局副局长吴瑕介绍，“十三五”以

来，南京积极发展以人才团队持大股、市场化运

作、职业经理人管理为特征的新型研发机构，以

新的激励机制调动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等各方面

积极性，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最后

一公里”。

目前，全市新型研发机构的人才团队平均持

股比例为 56%，最高达 90%。同时，各新型研发机

构充分发挥自身链接和研发实体优势，坚持技术

转化与企业培育并举，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紧密融

合。目前全市新型研发机构累计孵化科技型企业

超 6000家，创造的专利总数达 6865个。

“一核三城一圈”，布局一
批重大基础研究平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通信技术由人与

人的通信逐渐发展为人机物万物智能互联，催生

出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众多全新的应用场景，

为人们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经济带来了重大发展

机遇。

然而，我国在网络通信领域也面临着网络操

作系统技术落后、核心芯片存在明显短板、网络安

全存在心腹大患等重大风险。

成立于 2018年的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

室，近年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探索学科前沿基础

理论，发展颠覆性技术并实现原始创新。

据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科研部部长

齐望东介绍，实验室今年联合华为等单位，开展了

全球首个确定性广域网试验，构建了覆盖北京、南

京、上海、郑州、武汉、合肥等 13个核心节点的大规

模测试环境，首次实现了跨 2000 公里以上传输距

离、小于 100微秒的时延抖动控制。

南京市委创新办专职副主任陈为生表示，近

年来，南京建设重大平台，加强源头创新。坚持

把筹建综合性科学中心作为核心基础和战略举

措，按照“一核三城一圈”的布局，推动麒麟科技

城、紫金山科技城等的建设，布局一批重大基础

研究平台。目前，已成功取得 5G 毫米波相控阵

芯片、全球首个大网级网络操作系统、微界面强

化反应、化工废水“零排放”等一系列重大成果和

技术突破。

“坚持把人才作为创新名城建设第一资源，我

们先后出台人才特区、个税奖励、购房安居、非共

识性人才‘举荐制’等举措。目前，我市已集聚 148

名科技顶尖专家，先后培育创新型企业家 344 名，

引进 3715位海内外高层次创业人才来宁创办科技

企业；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的人数连续三年

位居全国全省前列。”吴瑕说。

《自然》杂志科研城市排名中居全球第 8位

南京何以厚植“科创森林”

科技日报讯（王迎霞 通讯员韩博）记者 11月 1日从宁夏科技

厅获悉，从被科技部确定为全国第三批创新方法试点省区以来，

宁夏以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需求为导向，先后在全区 220 多家重

点企业和 5 所高校建立了创新方法应用推广机制，解决企业生产

技术难题 700 余项，促进申请专利 600 余项，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4

亿多元，有效促进了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

10月 23日，在 2020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宁夏赛区）暨宁夏第

四届创新方法大赛企业专项赛上，来自新型材料、清洁能源、装备制

造、电力热力、石油化工等自治区重点产业领域的 8支团队同场竞

技。国电浙能宁东发电有限公司的降低中心给料机堵煤次数项目

夺得金奖，国家能源集团宁夏中卫热电有限公司的提高 DEH 阀门

线性位移传感器运行可靠性项目获得银奖，宁夏红枸杞产业有限公

司的基于TRIZ的枸杞酒沉降系统研究项目获得铜奖。

据了解，2011年以来，宁夏科技厅加大了创新方法在企业、高

校的传播和应用力度，率先在全国建设集培训、认证、咨询、教学

和大赛为一体的创新方法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了一支本土化创新

方法培训、咨询和服务团队，建设创新方法应用推广服务基地 1

个、市级和领域工作站 8 个，培育一批创新方法示范企业，组建创

新方法实践应用小组 400多个，培训企业技术人员和高校大学生 3

万多人次，认证企业创新工程师 700余名。

根据科技部和中国科协部署，宁夏科技厅和宁夏科协从2017年

起，联合举办全区创新方法大赛，着力通过竞技推动创新方法在企

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推广应用，加快解决制约企业及产业发展的

技术瓶颈问题。前三届大赛累计320多个创新方法应用项目参赛，

共评选表彰优秀项目169项，其中推荐选送19个项目参加中国创新

方法大赛总决赛，获二等奖5项、三等奖9项、优秀奖5项。

宁夏创新方法变“杠杆”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4亿元

科技日报讯 （记者过国忠 实习生戈畅）记者从 10 月 30 日举

行的 2020长三角金属材料产业创新大会上了解到，江苏省江阴市

瞄准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化，通过开展“创新提质行动”，有效推动产

学研用金深度融合，在全国打造出千亿级特钢新材料及制品产业

集群。2019年，全市金属材料产业实现产值 1375亿元。

“十三五”以来，江阴在新一轮产业布局上，依靠多年形成的产

业基础和配套优势，把新一代金属材料作为重点扶持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出台从高层次人才、高端项目、海内外资本引进到推

动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产业化的一系列政策，深入开展“创新提质

行动”，全面提升高端主体创新动力和一流人才创新潜力，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和体制机制活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力和创新创

业生态吸引力。

在发展金属材料产业中，江阴市高新区起好全市技术创新和

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把特钢新材料及制品列入“一区一战略”产

业重点培育，把强化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作为延链补链、强链拓

链的重点举措，与国内外 100多家科研院校建立紧密合作，共建各

类新型研发机构、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合作平台等，推动金属材料产

业价值链不断攀升。2019年，金属材料产业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总产值比重达到 53.3%。

江阴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陈兴华介

绍，目前，江阴聚集各类新材料企业 510 家，其中，超亿元企业 76

家，涌现出中信特钢、法尔胜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形成产业链完

整、创新链赋能、价值链升值、市场链广泛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

属材料产业集群，成为国家火炬特钢新材料及其制品特色产业基

地、省级特钢新材料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

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

江苏江阴金属材料产值超1300亿元

未来网络试验设施总控中心未来网络试验设施总控中心 金凤金凤摄摄

沂蒙老区塑造乡村振兴新样板沂蒙老区塑造乡村振兴新样板

打赢脱贫攻坚的打赢脱贫攻坚的““孟良崮战役孟良崮战役””

在兰陵国家农业公园，高技术、现代化的新场景屡见不鲜。图为长在树上的茄子。利用科技手
段可以使一颗“树”长出几十个茄子。 王延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