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一所万余人的大学从繁华都会迁往关

中大地，只需要党和国家的一声召唤。

这就是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交

大）西迁的故事，这就是“胸怀大局，无私奉献，

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2020年 4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交

大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

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

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和历史意义。”

时至今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坚守

科技报国的初心、践行科技强国的使命，依然

是西安交大人的信条。

培养心怀“国之大者”
的创新人才

“别看这个机器人样子‘蠢萌’，但它具有

重摆偏心、飞轮增稳、刹车越障、水陆两栖等

优势，能适应易燃易爆、腐蚀性气体、大量泥

沙等复杂恶劣环境，就像一个刀枪不入的‘武

林高手’。”2021 年，在中央电视台《创业英雄

汇》节目中，西安交大机械工程学院博士研究

生宋纪元的“逸动智球——全地形球形机器

人”项目成功获得 550 万元意向融资。宋纪

元介绍，他们的球形机器人可应用于产业园

区巡检、海上巡检、火灾探测、生态环境监测

等场景。“球形机器人现在正在渭南一家天然

气企业试点应用，执行管廊巡检任务，得到了

不错的反馈。”宋纪元说。

“研究方向的选择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

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深影响着宋纪

元。“身为交大青年，我将自觉传承好‘西迁精

神’，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为中国自

主创造出更多的强势科技产品贡献青春力

量。”宋纪元无比坚定。

国家的使命就是交大的责任。近年来，西

安交大坚持“四个面向”，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

力，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探索新时代

人才培养的新范式。以需求为导向，在科技创

新的实践中培养“高精尖缺”人才，打造国家未

来的战略科技力量。

2021 年 4 月，在西安交大建校 125 周年暨

迁校 65周年之际，学校启动“产教融合、协同育

人”创新工程，创办现代产业学院和未来技术

学院，进一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培养引领

未来技术的创新领军人才和行业急需的工程

科技人才。通过组建校企合作“双师型”师资

队伍，构建前沿性、前瞻性的项目体系与课程

体系，实施自主式、研讨式、探究式教学模式，

实行弹性学制，革新评价体系，强化人才培养

的创新创业能力，打造引领未来科技发展、培

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新高地。

化科技报国之情为创
新发展之力

前不久，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建设启动暨高峰会议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举行，国内 200 余名储能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共商储能平台建设方案，共探储能前沿技

术发展。

“能源革命事关世界未来可持续发展，更

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破解能源技术

创新难题，西安交大创办了全国首个储能科学

与工程专业，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储能技术产

教融合创新平台，为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

现、建设能源强国贡献交大智慧和交大力量。”

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大教授何雅玲说。

多年来，西安交大聚焦国家战略需要，服

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为引擎，创新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路径。

“未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科教

一体。”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表示，学校传承

“西迁精神”，坚持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

大科学装置、国家医学中心等国家级大科研平

台为支撑，布局一批“从 0 到 1”基础研究项目

产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服务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学校联合共建 40 余家校企合作

平台，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

为西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创新力量。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安交大将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听党指挥跟党走，坚持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设基础更加扎实、融合

更加深入、合作更加广泛，质量更高、成效更

好、特色更强、贡献更大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勇

担国家使命，共创交大荣誉。”西安交大校党

委书记卢建军说。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

大时代。从黄浦江畔到渭水之滨，“西迁精神”

经过岁月的洗涤沉淀，早已成为一代代交大人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精神印记，把科技报国

之情转化为创新发展之力，在民族复兴的伟大

事业中焕发出更加耀眼的时代光芒。

西安交大：在科技强国路上传承“西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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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总书记总书记足迹足迹

盛唐、兵马俑、大学城、西影厂……提起陕

西，新老印记交织在一起，流淌于人们的脑海

之中；而如今，西安的另一张“面孔”正如阳春

万物一般悄然地生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于

2015 年 2 月、2020 年 4 月、2021 年 9 月先后三次

来陕考察工作。

陕西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深化“两链”融合发展，一个高质量创新

驱动平台应运而生——秦创原。

“秦”是从秦汉至今，陕西的简称；“创”代

表创新、创业、创造和创优；“原”则是要追根溯

源，打造创新驱动高原高地，让创新成果源源

不断地走向全省、走向全国。

如今，科技创新给三秦大地注入了强劲的

发展动力，隆隆的轰鸣声，已经在高质量发展

这条新赛道上响起……

政策发力，助科学家变
企业家

从科学家变企业家，西安交通大学的孙杨

教授团队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而在秦创原

中，这并非孤例。

科研成果转化落地这条路，我们已经走过

了几十年。从书斋到企业，从实验室到工厂，

参与人员面临的绝非身份转变那么简单。

“秦创原集中了成果转化链条上金融、法

律等各种服务，解决了科技创业者的后顾之

忧。尤其是我对这里产学研深度合作的生态

充满信心！”孙杨表示。作为一名化学专业的

科研工作者，他的“绿色多元金属氧化物卤化

专用催化剂开发”项目获得了秦创原春种基金

支持，秦创原不仅将其项目扶上马，还帮他走

一程。

打造创新驱动的高原高地，陕西强在哪

儿、弱在哪儿？

在陕西省委科技工委书记、省科技厅厅长

孙科看来，陕西创新优势明显，但科技存量资

源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薄弱及转化体制机制

不畅的问题突出。

瞄准问题，陕西科技系统“重拳出击”。

继《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之后，《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着力提升技术成果转化能力行动方案》《促进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进一步提升产业链发展水平的实施意

见》等 20 余项省级层面政策文件及配套政策

相继出台。

同时发布的，还有涵盖科技人才、成果转

化、企业创新、科研平台、服务体系等 5 大类共

70条措施的“政策包”，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

全社会协同的“1+N”政策体系。

秦创原肩负着历史使命，突破科技转化最

后一公里的堵点势在必行。

由陕西省科技厅牵头，各地市科技局协同

相关部门，联合各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

投资机构、金融机构和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等各

方力量共同推进，搭建了“秦创驿站”“推介发

布”和“月度专场”3 个层级的秦创原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路演平台。

“我们希望通过推动项目路演常态化，搭

建一个让创新资源自由对接的平台。”孙科指

出：“秦创原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系列路演活动

包括科技成果挖掘、项目梳理筛选、前期辅导

培训、项目路演和投资对接、科技成果落地等

全链条的各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进展成效

突出的项目，将获得政府引导基金、金融机构

及各类政府资助项目的重点支持。”

于是，科研工作者来了、创新创业者来了，

点点滴滴的创新资源如涓流汇聚，犹如一股科

创洪流，势不可挡。仅以孵化器为证：一年以

来，围绕秦创原立体联动孵化器建设目标，全

省新增孵化器 20 个，孵化空间达到 478 万平方

米。截至目前，全省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 37 个、省级孵化器 80 个、市级孵化器 43 个，

新增入孵企业 1358 家；孵化企业总产值达 282

亿元，带动就业 9.2万余人。

做强主体，“两链”融合
促发展

推出国内首台电子束 3D 打印设备、国内

唯一的 3D 打印金属粉末制备装置，手握关键

技术的西安赛隆在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的政

策和资源加持下实现了快速发展，上述设备国

内市场占有率均达到 90%以上。

日前，该公司高品质金属粉末粉床电子束

3D 打印技术与装备产业化项目开工建设，项

目建成后将带动陕西 3D 打印设备与产品开发

再上新台阶。

高质量发展，创新链和产业链必须发挥出

1+1＞2 的效果。西安赛隆是陕西增材制造产

业链的龙头企业之一。

在孙科看来，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

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的重要

抓手。深化“两链”融合发展已写入 2021 年的

省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陕西明确了包括增

材制造产业链在内的 23 条重点产业链。针对

科技资源富集而产业发展不强的现实，陕西把

推动“两链”深度融合作为秦创原创新驱动平

台建设的重中之重。

在加速建设秦创原的过程中，陕西也同步

加速实施“两链”融合科技行动。陕西省科技

厅梳理凝练 29 个重点领域 2662 项关键核心技

术需求，部署实施 8 个科技重大专项和 272 个

重点产业链创新项目，由领军人才担任技术总

师实施 9 个“两链”融合重点专项，发布 19 个

“揭榜挂帅”重点攻关课题。陕西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提出推动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等 14 项

重点任务，明确数控机床、光子等 23 条重点产

业链，发挥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作用，重点支

持转型升级、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和科技型企

业落地，促进“两链”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产业

链核心竞争力。

以龙头骨干企业为主体、中小型企业相配

套的产业资源清单，以高校院所及重点实验

室、研发中心等为主体的创新资源清单……这

些清单在陕西科技创新中至关重要。陕西正

摹写出一幅幅壮丽的科技创新画卷。秦川集

团与西安交通大学在西咸新区设立陕西高端

机床创新研究院和秦川高端齿轮装备有限公

司，投资 10亿元实施秦创原秦川集团高档工业

母机创新基地项目，研发的新款智能滚齿机床

可提高 20%的加工效率；宝鸡市聚焦汽车及零

部件、先进结构材料等领域，谋划总投资 152.6

亿元的秦创原建设重点项目 84个；延安市秦创

原（延安）延长石油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中心、

延安碳中和研究院揭牌成立；榆林市联合西安

交通大学建设创新与金融研究院，积极推进西

北大学碳中和学院和 CCUS 大科学装置等重

点项目建设；韩城市依托陕汽集团新能源智能

商用汽车创新中心，筹备建设西部新能源智能

网联重工产业集团……

辐射全省，秦创原助推
高质量发展

如今，秦创原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向三秦大

地辐射。宝鸡市以“一把手带头进高校，院士

宝鸡行、企业老总院校行、专家企业行”活动创

新校地合作模式；商洛市探索“飞地创新、离岸

孵化、回迁发展”发展模式，在秦创原总窗口布

局建设约 4 万平方米的空间载体；铜川市设立

2 亿元的高新科技成果创业投资基金，在西部

科技创新港挂牌成立的铜川创新谷投入运行。

一年来，陕西围绕建好用好秦创原创新驱

动平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释放创新活力，秦

创原已经成为陕西的一张靓丽名片和全省科

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与高质量发展的代名

词，也成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古老

的三秦大地 2021 年新征程上创新发展亮点纷

呈：全省 3760 家高新技术企业报国家备案，总

数超过 8200 家，同比增长 32.30%；科技型中小

企业总数超过 11189家，同比增长 38.67%；新增

上市企业 9 家；登记技术合同 68951 项，成交额

2343.44亿元，同比增长 33.23%……

2021 年，全省新建 22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7 个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 9 个创新联合体；在

空天动力领域启动建设首个陕西实验室，国家

超算西安中心获批建设；建设 190 个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40余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和 84个“四主体一联合”新型研发平台；陕西省

发改委牵头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标准

建设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国家分子医学转化

科学中心等，加强高水平研究基地布局建设，

培育建设先进阿秒激光、Z 箍缩创新技术集成

验证装置等新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打造科技强省
三秦大地高质量发展动力十足
◎本报记者 史俊斌 通讯员 徐贞喜

人人想创新、人人能创新、人人出成

果 ……在 陕 西 汽 车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陕汽控股），这样的氛围近年

来已经成了主流，激发着工作者的创新

意识和热情。

“这是我们 53 年发展历程上的最高光

时刻。”陕汽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宏明

坚定地告诉记者。

2020 年 4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陕汽控股考察，了解企业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和复工复产情况。他鼓励企业，要不

断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新模

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狠抓全方位创

新，推动新发展理念落地”，袁宏明表示。

2021 年，陕汽控股全年产销汽车 20.09 万

辆，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用创新引领企业发展

“目前，德创未来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创未来）已经在氢燃料商用

车、新型电池研发、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领

域与入驻秦创原的行业企业、高校形成了

‘3+3+N’战略产业布局。下一步，我们将

发挥链主企业优势，打造协同创新发展新

格局，助力‘两链’融合发展。”德创未来汽

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钊说。

作为陕汽新能源及智能网联的战略承

担主体和企业创新改革的先行军，德创未

来围绕商用车的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

轻量化开展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科技孵

化、产业集聚 4个方面的工作，联合产业链

上下游合作伙伴形成新的发展生态。

去年 12 月，德创未来邀请战略合作伙

伴上海重塑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入

驻秦创原，成立了陕西大秦重塑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双方将携手拓展长三角、京津冀

市场。

这正是陕汽控股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陕汽控股坚持把科技创新摆

在企业发展的第一位，聚焦未来发展方向，

创新奖励涵盖原创设计、自主研发、改进提

升、工艺优化、管理变革等员工创新成果

1543项，累计奖金近 3000万元。高端重卡

产品平台德龙 X6000，获得 421 项专利，主要技术指标与欧美同步；获得国家颁

发的第一张重卡自动驾驶测试牌照，L4 级自动驾驶产品在港口等场景示范运

营。2020 年，企业小微创新同比增长 34%，申请专利 405 项，同比增长 10.7%，形

成了科技创新“顶天立地”、小微创新“铺天盖地”的创新格局。

人才链上构筑创新链

刘飞是陕汽控股技术中心商用汽车造型设计师，从事商用车造型研发工作

以及进行造型趋势研究等工作。2021年，陕汽控股无人驾驶摆渡公交车亮相十

四运渭南场馆，让参与造型开发的刘飞着实有些激动。

树立强烈人才意识的陕汽控股，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人才链构筑创新

链。通过专利入股等创新成果收益分配方式，提高创新成果的转化速度和效

率。加强技术、技能岗位“双通道”建设，创建 5个以劳模、工匠命名的“创新工作

室”，培养了一大批能工巧匠。

同时，企业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等机制，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员工立足岗位创新

进取的热情。“成长之星”“青年新星”“青创先锋”等项目汇集了一大批优秀年轻

人，使他们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如今，作为 90后的刘飞已参与完成长头车、全运

会智能微公交、陕汽商用车翼 369、全地形越野车、专用车、特种车等新产品的造

型开发，连续多年获得年度“岗位标兵”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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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质量创新驱动平台作为高质量创新驱动平台，，秦创原已经成为陕西的一张靓丽名片和全省科技创新秦创原已经成为陕西的一张靓丽名片和全省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
与高质量发展的代名词与高质量发展的代名词，，也成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成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陕西省科技厅供图陕西省科技厅供图

陕汽西安商用车产业园汽车工程研究院员工正在做电磁兼容试验
陕汽控股宣传部供图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

次来到陕西考察调研。在这片寄托着他浓浓乡情的

黄土地上，总书记殷殷嘱托，为陕西创新发展指明了

方向。本报为您讲述三秦大地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搭建创新驱动平台“秦创原”、

陕汽控股“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与西安交大践行

“西迁精神”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