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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光机

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揭牌仪

式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举行。

王祝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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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数说成果

▶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快速增长，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6 年的

201家增长到2020年的1005
家，年均增长率超过40%

▶截至 2020 年底，全省院士创

新平台达 140家，柔性引进院

士上百名

▶截 至 2020 年 底 ，共 建 立 南

部、东北部和中西部 3 个农业

科技 110 区域服务中心和全省

251个农业科技 110服务站点

数据来源：海南省科技厅

▶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目前登记在册的科技特派员共

2235人

▶海南实施“三区”和中西部市

县科技人才专项，2016 年以来

共派遣“三区”人才 641名，其

中科技副乡镇长256名

橡胶、椰林、海洋，是人们对海南的既有印

象；如今，航天、深海科考、南繁种业这些海南

的“新名片”频频夺人眼球。

5月 18日，在快速崛起的科技新城——崖

州湾科技城举行的海南省第十七届科技活动

月开幕式上，一张张图片、一个个展板、一段段

文字，定格了海南科技创新超常规之路上的一

幕幕。

海南是位于我国最南部的热带岛屿省份，

虽然陆地面积只有 3.54万平方公里，却管辖着

约 200万平方公里海域。

在党的领导下，海南凭借特殊的地理位

置，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接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服务地方特色经济，在科技发展中

承担了不一样的角色，发挥了独特的价值。

勇担国家战略重任

时间倒回到上世纪 50 年代，我国遭遇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天然橡胶被禁运。

为储备战略物资，中央决定在华南地区大规模

种植天然橡胶，而此时我国橡胶科学技术几乎

空白。

以归国华侨、著名橡胶专家徐广泽为代表

的科研人员，主动要求到海南岛组织实施橡胶

树育种计划。其后，许多著名的橡胶科技工作

者前赴后继，在海南进行了长达 30 多年的育

种研发，成功打破“北纬 18 度以上不能植胶”

的国际共识，创建中国“大胶仓”，以实际行动

支持国家战略。

此后，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天然橡胶首

席科学家黄华孙的带领下，华玉伟研究员组建

橡胶树组培与转基因育种团队，在世界上首次

实现了橡胶树组培苗的规模化生产，造福国内

外植胶百姓。

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一直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种子工作。

上世纪 60—70 年代，“南繁鼻祖”吴绍骙

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老一辈农业科学

家来到海南选育优种。如今，每年有来自全国

29 个省区市的 7000 名左右科研人员来到海

南，利用热带气候进行优良品种选育推广，开

展农业关键技术攻关。

“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深空、深海科技事业

的诸多大事、要事、喜事里，都带上了海南标签。

2007年 8月，党中央批准在海南文昌建设

新一代航天发射场，以满足空间站工程、新一

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和新型航天器发射任务需

求。

2014年 11月，发射场正式建成；2016年 11

月，其被命名为“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并首

次投入使用。

从长征七号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首飞

成功；到 2020 年天问一号奔火、嫦娥五号奔

月；再到 2021 年天和、天舟二号精确入轨……

经历 10 余次实战检验，文昌航天发射场已经

具备多型号火箭和航天器并行测试发射能力，

成为我国迈向航天强国的主战场。

2020 年 11 月 28 日，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

实现 10909 米坐底纪录的“奋斗者”号载人潜

水器，随科考母船“探索一号”结束任务，回到

三亚南山港码头。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

简称深海所）是“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深潜试

验牵头单位，于 2016 年整建制落户在海南三

亚。在科技部和海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

下，该所联合国内优势力量，攻克了载人潜水

器一系列关键技术，推动我国在载人深潜工作

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局部领跑的转变。同时，

深海所重点开展了深渊生物、环境、地质等科

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新发现，为海南

开展生态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广

州分院了解到，中科院与海南开展科研工作始

于上世纪 50 年代，目前已从单一的科技项目

合作逐步转变成有体系的科技平台建设。

精耕区域特色产业

党中央多部文件中明确要求海南要大力

发展“深远海”经济。近年来，在科技支撑下，

海南海洋渔业不断转型升级，加速发展。

6月 25日，记者来到临高县新盈镇头咀村

海丰养殖基地，只见蔚蓝色的海面上，散落着

一个个圆形巨大网箱，成群活蹦乱跳、通体发

亮的金鲳鱼在其间来回穿梭。

海南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海告诉记者，公司在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

院陈傅晓研究团队的技术支撑下，通过离岸深

水网箱养殖技术和配套设施设备的研发应用，

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记者了解到，为了支持“海洋强省”战略发

展，海南省科技厅连续多年设立科技兴海专项，

引导实施一系列与海洋相关的重大科技项目。

除了广阔的海洋，海南热带农业资源十分

丰富、宝贵。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海南时特别嘱托，要使热带特色农业真正成为

优势产业和海南经济的一张王牌。

近年来，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南

省农业科学院为代表的多家科研院所，在热

带特色上下足功夫，加大支撑引领热区乡村

振兴。

“南海区新型网箱研制及无公害健康养

殖技术集成与示范”获得 2014 年度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木薯比较基因组及光合产物

高效积累机理”获得 2015 年度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热带优稀水果加工关键技术

研发与应用”2018 年度被授予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一个个科技奖励背后，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海南省科技主管部门和科研单

位围绕“科技兴省”“富民强省”战略，凝聚科

技力量，大力推动热带农业现代化的责任与

担当。

梳理历史可见，自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

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确

立了“科技兴琼”的方针，把科技工作放在第一

位，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日益深入

人心。

与此同时，海南科技体制改革的脚步也不

断加快。2015 年的《海南省深化省级财政科

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方案》、2017 年的《中

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

新的实施意见》、2020 年的《关于推进“1+N”

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一系列政

策出台，进一步提升创新体系效能，激发社会

创新活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 8 月 7 日，南

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海南大学

揭牌成立,这对于服务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海

南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5 年，海南首个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特种玻璃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该重点

实验室主任姜宏告诉记者，实验室的一批创新

成果在各类高端装备制造上得到应用，如航空

用铝硅玻璃被国产 C919 大飞机采用；触摸屏

盖板高铝硅玻璃实现了产业化；光电特种玻璃

管作为光电倍增管的重要核心材料，在中科院

宇宙射线探测器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打造科技创新高地

继往不平凡，开启新时代。

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

宣布，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从此，海南踏上了新征程，

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

3 年来，海南加快建立以旅游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为支

撑的“3+1”现代产业体系。在高新技术产业

方面，打造南繁、深海、航天“陆海空”三大未来

产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3 年增长 273%，互联

网产业营收增长 192%，高新技术产业支撑作

用明显增强。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南省科技厅与海口

市有关方面联合，充分利用科技部和国家卫健

委给予的重大新药创制成果转移转化试点扶

持政策优势，全方位推进招商引资，成绩喜

人。目前在高新区招商落地新药创制平台 5

个，对接 25个重大新药品种，新药成果产业化

规模超 10亿元，园区在全国 193个生物医药产

业园的排名上升至第 33位。

在三亚，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

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加速

蝶变：按照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试验田标准建设

的海南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揭牌成立；海南大

学三亚南繁研究院项目顺利竣工；全球动植物

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首单业务落地。

此外，文昌国际航天城建设也快马加鞭，

探索出一条具有海南特色的商业航天发展道

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已引入国际

创新药械 140余种；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

业园、海南生态软件园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274.6%、118.1%。

“十三五”已收官,“十四五”正起航。《海南

自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中共海南省第七届

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召开并提出，奋力推进

海南高质量发展……一系列政策方案的发布

与提出为海南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科技

创新成为“高频词”在海南被多次提及。海

南省委、省政府在多次重大会议、批示和调

研中强调，要打造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科技

创新高地，让科技更好地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并把“聚焦国家战略、

科技前沿、地方急需，以超常规手段打一场

科技翻身仗”写入 2021 年海南省政府工作

报告当中。

“海南省委省政府已经把科技创新摆在

了引领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地位。”海南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国章成表示，科技厅将围

绕海南省“十四五”科技创新发展总体布局和

《海南省以超常规手段打赢科技创新翻身仗

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 年）》确定的“一省

两市三高地”总体目标，谋划以超常规手段打

赢这场科技创新翻身仗，以科技创新支撑全

省 11 个重点园区、12 个重点产业发展，助推

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勇立潮头创新路，星辰大海是征途！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海

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生机勃勃，自由贸易港建

设蓬勃展开。

海南海南：：科技为马科技为马，，逐梦逐梦““星辰大海星辰大海””

在高新技术产业方

面，海南打造南繁、深海、

航天“陆海空”三大未来

产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3年增长 273%，互联网

产业营收增长192%，高

新技术产业支撑作用明

显增强。

27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

究所热带水产研究开发中心首任主任

曹家录研究员（左）与工人在陵水县新

村港养殖贝架上测量养殖 7 周年的大

珠母贝。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供图

1983年

海南省首届科技活动月暨中国

（海南）载人航天科技展开幕式在海口

会展中心举行。

海南省科技厅供图

2005年4月29日

我国首个针对南海海洋资源进行

开发利用和保护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在海南大学揭牌成立。

海南大学供图

2016年8月7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宗道和科技人

员在儋州研究微量元素对橡胶树幼苗

生长的影响。

海南农垦博物馆供图

199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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