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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报告还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本期特刊邀请部分产业园区负责人，围绕推动高质量

发展、塑造新动能新优势，谈学习认识和落实举措。

刘 炜 广东省东莞市委副书记、

松山湖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

顾文瑜 江苏省江阴市委常委、

江阴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科技
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
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这为新征程上
松山湖高新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遵循。

近年来，松山湖高新区聚焦“科
技创新+先进制造”，坚定不移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科技创新、经
济发展、深化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优
异成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
将牢牢把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
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
核心要义，凝心聚力做好三个“始终
坚持”，坚定不移地以科技创新赋能
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将园区打造成
为引领东莞乃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引擎。

始终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松山湖高
新区抢抓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等
战略机遇，以松山湖科学城建设为
抓手，提高创新资源整合效率，加快
构建全链条、全过程、全要素的创新
生态体系。

一是加快科学城建设步伐。松
山 湖 高 新 区 全 面 加 快 重 大 科 研 平
台、大学和实验室建设，全力配合加
快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动工建设，
推进先进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
前期各项工作，高质量建设香港城

大（东莞）项目（一期）、大湾区大学
（松 山 湖 校 区）和 松 山 湖 材 料 实 验
室，夯实国际一流重大科研基础设
施建设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
级。二是稳步推进土地整备。松山
湖高新区以核心创新区为着力点，
启动土地统筹工作，推进部分村域
更新改造，全力为松山湖科学城建
设提供土地要素保障。三是营造浓
郁的科学氛围。松山湖高新区高水
平举办松山湖科学大会，高规格办
好大湾区院士峰会、华为开发者大
会、清华校友“三创”大赛等一批具
有广泛影响力的科技活动，打造松
山湖科学交流活动品牌。同时，加
大科普宣传力度，传播科学思想，弘
扬科学家精神，让“松山湖的空气中
飘着科学的味道”。

始终坚持把先进制造业作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松山湖
高新区始终坚持把发展实体经济的
着力点放在先进制造业上，推进新
型工业化，构建强大的先进制造业
竞争力。

一是把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松山湖高新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新
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制
造为核心，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
建设，做大做强运动健康、无人机、工
业互联网等主题软件产业园，构建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现代
产业发展新格局。二是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步伐。松山湖高新区深化与
龙头企业数字化项目的合作，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支持企业围绕 5G、云计
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等
新兴技术转型升级、增资扩产，推进

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三是牢
固确立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松
山湖高新区鼓励企业建设研发中心，
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
盖率超过 60%，推动企业规模和效益

“双倍增”，创新招商机制，做强存量
扩大增量。大力开展高企培育，继续
扶持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争
取到 2023 年高企存量突破 750 家，加
快形成企业梯队。

始终坚持把人才资源作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第一要素。松山湖高新区
以打造大湾区人才高地为目标，出台
了覆盖创新创业全过程的人才政策体
系，发挥大平台大装置的作用，吸引了
一批高层次战略科技人才、青年科技
人才扎根松山湖。

一是用好现有载体引才留才。
松山湖高新区依托高水平大学、大平
台，自主培养了一批科技领军人才、
创新人才、高水平技能人才，集聚了
19 名双聘院士、84 名各类国家级人
才 。 二 是 搭 建 多 层 次 人 才 交 流 平
台。松山湖高新区加快建设松山湖
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一中心多站
点”，集聚优势资源，打造功能完善、
作用突出的综合人才平台，提供更加
丰富的“优享松湖”系列人才配套服
务。三是打造高品质的留才环境。
松山湖高新区加快完善城市生活配
套，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大力营
造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开展特色品牌人才活动，举办“链接
世界”“人才对话”“港澳青年行”“全
国大学生走读松山湖”等活动，不断
扩大松山湖在人才圈的影响力，全力
打造大湾区人才高地。

凝心聚力做好三个“始终坚持”

江阴高新区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主动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和太湖湾科创带，主
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打造国内一
流的创新型国际化园区，让科创成为高
新区最强大的基因、最鲜亮的底色。

激发源动力，提高“科”的含金
量。江阴高新区建强产业链，招揽科
创项目，聚焦“1+3+1”现代产业体系，
突出“强链补链延链”导向，大力招引
龙头型、旗舰型科创项目，成功签约落
地中信泰富特钢主题产业园等超百亿
项目，持续撬动园区产业全链发展壮
大；注重企业集聚、资源集约、产业集
群，加快打造微电子、生命健康、新能
源三大主题产业园，高标准引育科技
含量高、后劲潜力大的科创项目，战略
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59%。

锻造强引擎，点燃“创”的爆发力。
江阴高新区聚力打造高能级科创载体，
以“一主导产业一研究院”为标准，加快
高能级创新载体建设，新增科创载体面
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累计培育国家级

创新平台超过10个；聚力打造高效益
“科创飞地”，更加主动融入区域创新网
络，高效运营北京、上海、深圳、武汉、西
安5大“科创飞地”，持续发挥美国、德
国、瑞典 3个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作用，
累计通过“飞地”引育科创人才项目53
个，持续扩大“朋友圈”、延伸“创新链”。

集结主力军，拉升“高”的天际
线。江阴高新区加快创新型企业培
育，实施创新型企业倍增计划，国家级
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数同比增长
46%，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300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比重超过 74%，全社会研发投
入占 GDP 比重超过 5%；加快高层次人
才引育，深化“蟠龙英才计划”柔性引
才机制，加快集聚高端人才，累计引进
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1000余人，其中
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 A 类入选者 29
人、省级各类人才115人、省双创团队
6个，以高层次人才推动高能级创新。

营造好生态，增强“新”的聚合
力。江阴高新区打好试点牌，用好企
业创新积分制、科技金融创新服务“十
百千万”专项行动、省知识产权示范园
区等试点，加快形成试点集群效应；打
好服务牌，深化“拿地即开工”“证照分
离”等审批改革工作，主动破解资源瓶

颈、打造特色生态；做大股权投资、天
使投资、产业发展等基金规模，谋划设
立高新区母基金，完善全生命周期的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竭力提供最优质、
最周到的园区服务。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江阴高新
区将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
善科技创新体系，不断推动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到 2025 年，跻身国内一流
创新型国际化园区，全力奏响高新区
科技创新发展的最强音。

江阴高新区要围绕塑造苏南自创
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江阴样本”，推动
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建
设，开拓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绿色发
展，推进智能化改造，实施品牌化战
略，积极融入区域一体化，为建设长三
角乃至全国先进制造业科创中心提供
有力支撑；围绕建设世界级特钢及金
属制品产业集群，聚焦科研，加速产业
基础高级化，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金
属材料产业高地；围绕建设现代中医
药谷，推动现代中药领域走向特色化，
生物药、化学药领域走向自主化，医疗
器械及诊断试剂领域走向专注化，生
物医药产业格局走向集群化；围绕培
育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的新
增长极，开展由内而外的产业培育。

让科创成为园区最鲜亮的底色

姚飞扬 贵阳综合保税区

党工委书记
胡小刚 衡阳高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黄思明 宁夏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产业园区

管委会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产业
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
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

贵阳综合保税区作为贵州首个内
陆综合保税区，是国家加工贸易产业
园、中国（贵阳）跨境电商综试区的核
心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肩负着推动内陆开放，承接产业转移，
加快与长三角经济带、粤港澳经济带
及西部经济带区域融合发展的历史任
务和新时代使命。

十年来，贵阳综合保税区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贵阳综
合保税区从荒滩变园区，从村舍变高
楼，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已经建成贵
阳国际陆港、跨境电商进出口商贸中
心、国际物流供应链中心、粮油进出口
集散分拨中心，助推贵州发展迈上新

台阶。
十年来，贵阳综合保税区紧紧围

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抢抓“一带一
路”战略、国发〔2022〕2号文件出台的
重大机遇，以深化改革、科技创新、产
业集群为抓手，奋力推动贵州贵阳对
外开放。目前，已有1600多家企业入
驻贵阳综合保税区。贵州高水平开放

“桥头堡”建设已经初具规模。
十年来，贵阳综合保税区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深化
与广西、云南、重庆等地区战略互动，
加快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促进区域
深度融合发展；积极搭建贵州首个跨
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推动 180 余家
外 贸 企 业 入 驻 。 实 现 1210、9610、
9710、9810 四种跨境电商海关监管
模式全覆盖；开通中欧班列 36 列，推
动 1784 箱货值 12143 万美元的“黔
货”直通欧洲；实现中老铁路与中欧
班列交汇衔接，推动与沿海广州港、
北部湾港等口岸实现“港区联动”，积
极构建“下南洋”“多港联动、多式联
运”陆海联运体系。目前，贵阳综合
保税区已汇集全省 150 余家外贸企
业。贵州“双循环”格局已经步入了
发展快车道。

十年来，贵阳综合保税区突出
“两主一特”产业，重点发展储能电池

产业链，奋力做强工业经济、做优跨
境电商、做大服务贸易，全力打造“内
外 联 动 、双 向 互 济 ”的 产 业 发 展 格
局。2022 年 1 至 10 月，贵阳综合保
税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91.6%，成为贵州首个进出口总额超
百亿的园区。

贵阳综合保税区将聚焦内陆综合
保税区功能定位，发挥政策、资源优
势，实施更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形成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
开放新格局。

下一步，贵阳综合保税区将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以党建为引领，紧紧围绕贵州“四
新”“四化”、贵阳“四主”“四市”战略，
聚力贵阳国际陆港建设，以做大、做
强、做优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电子信
息产业、新能源产业、跨境电商、保税
加工、保税物流和现代国际外包服务
业为奋斗目标，全方位优化创新发展
环境，推动各类人才加速涌入，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贵
阳综合保税区还将着力发展实体经
济，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产业集群”
取得新进展、开创新局面、谱写新篇
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作出新的贡献。

争当贵州高水平开放“桥头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作为国家级高新区，我们将牢固
树立新发展理念，立足“高”“新”定位，
坚持“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方向，
以科技创新赋能“两主一特”产业升
级，以高质量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
展，努力打造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

加强平台建设，强化创新主体培
育。我们将坚持打造高能级创新创业
平台，由园区管委会牵头，带动社会资
本投入参与双创工作，依托衡州大道数
字经济走廊，做优做精创新中心、湘南
湘西软件产业园等九大产业园区；全力
打造“众创+孵化+加速+产业园”体系，
通过“四大”物理承载空间，构建覆盖企
业全生命周期、创新全产业链条的“两
全”科创生态，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

度融合；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
型中小企业，做优高企后备企业库，持
续推进创新引领型企业梯次接续发展，
力争三年内高新技术企业累计突破
400家，后备库企业数量不少于500家。

加大研发力度，强化关键技术攻
关。我们将积极引导企业通过自主研
发和产学研合作，建设重点实验室、工
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科技研发
平台，三年内新设立各类平台不少于
50个，推动实现园区内规上企业研发
平台全覆盖；加强创新成果与产业对
接、创新项目与现实生产力对接，促进
产业链与创新链精准对接，打造产业链
为基础、创新链为引领的产业升级版，
支持凯新特种新材料、华灏新材料等申
报 2023年湖南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
推动企业研发生产再结累累硕果。

加快成果转化，强化校地校企合
作。我们将充分利用衡阳科创港、潇
湘科技要素大市场、软件赋能中心等
平台资源，与高校、技术交易机构深入
合作，支持企业加快科技成果孵化转
化，持续加强校地、校企合作，着力推
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建设，推动更多前

沿科技成果在园区落地转化，重点支
持北航衡阳产学研中心、上海交大衡
阳材料与装备创新中心、南华衡山科
创园等产学研平台做大做强。

加速人才集聚，强化产业生态构
建。科技人才是创新发展的新生动
力。我们将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
才，让创新才智充分涌流，创造活力竞
相迸发。我们将持续推进“人才雁阵”
计划、“万雁入衡”行动落实落地，运用

“UP”、柔性引才等模式招才引智，重点
引进“三尖”型科技创新人才和高端科
创团队，力争三年内引育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团队20个、高层次人才300名以
上；进一步营造创新氛围，厚植双创土
壤，持续打响衡阳数字经济日、“高新
杯”创新创业大赛等双创活动品牌，优
化人才配套服务，打造具备创新氛围、
学者气息、宜居宜业的科技园区环境。

科技号角已吹响，新的征程已启
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衡阳高新
区将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以冲
锋在前、勇往直前、一往无前的姿态，
争当潇湘大地上科技创新的“领头雁”
和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锚定“高”“新”目标，激活发展引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专精特新企业是
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支撑，也是
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近年来，龙岩高新区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工程机械、环保
装备、汽车专用车等主导产业，推动创
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培
育一批国家、省级专精特新，制造业

“专项冠军”企业。这些企业成为了推
动龙岩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
量。龙工控股新能源装载机在机械数
字化、智能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实现“零排放、零污染、低噪音”；龙净
环保向固废处理、“智慧环保岛”等新
领域延伸，全力打造“国际环保产业第
一品牌”；福龙马集团大力实施“制造+
服务”，打造城市智能服务管家；龙合
智能新能源智能装卸系统，填补了国
内智能仓储末端出入库“最后一公里”
的应用技术领域空白。2022年11月，

福建省工业（产业）园区发展工作联席
会议办公室发布了 2021 年度全省试
点园区标准化建设评价（评估）结果。
在科技创新专项评价中，龙岩高新区
名列16家试点园区中的第一名。

龙岩高新区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持续树立“企业
为大”理念，引导企业聚焦主业、强化创
新，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和领域掌握“独
门绝技”，构建支持中小企业走好专精
特新道路的长效机制，加快打造宜创宜
业宜居新城区、产业发展新高地。

一是要引育并举构建梯度培育体
系。龙岩高新区突出抓好高端机械装
备制造、电子信息、新医药与大健康三
大主导产业，大力招引、培育一批掌握
关键共性技术、引领行业发展、综合竞
争力强的“三高”企业、项目；通过干部
挂钩联动、专题辅导培训等方式，建立
高企后备库，逐步形成“科技型中小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的“小升高，高升强”梯
度培育体系。

二是强化载体加强关键技术攻

关。龙岩高新区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项目支持和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
培育力度，鼓励企业参加全国各类创
新创业大赛；完善“企业创新积分制”，
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推动
龙净环保、福龙马、龙夏电子、龙合智
能等企业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合
作，地校企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和人才
培养，打造集联合攻关、成果转化、产
业孵化和人才聚集为一体的创新平
台，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和成本。

三是精准施策厚植企业创新土
壤。龙岩高新区瞄准制约中小企业发
展的堵点、痛点，优化政策供给，持续
完善鼓励科技创新15条、支持企业入
驻孵化13条等一系列创新创业政策，
积极落实各级惠企政策奖补资金，鼓
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
务，支持中小企业采取信用贷款、知识
产权质押等多种方式融资；通过举办
产融对接会、企业工程管理提升培训
会、数字化转型培训会等，积极践行全
生命周期服务，进一步厚植科技型中
小企业创新土壤，引导企业加快向专
精特新发展。

厚植专精特新企业成长沃土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
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我们将以科技创
新赋能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
中国葡萄酒“当惊世界殊”。

优化酿酒葡萄品种，保障产业发
展种质安全。园区管委会紧跟国内
外酿酒葡萄新品种培育，积极引导产
区持续开展新品种引进、筛选、驯化、
扩繁、抗性育种和品种区域化研究，
建立完善酿酒葡萄苗木母本园、采穗
圃、繁育圃三级繁育体系，扶持产区
酿酒葡萄良种扩繁企业，支持研发用
品种资源圃建设。管委会将以酿酒
葡萄种苗检验检测中心建设为契机，

搭建葡萄种苗综合性检测平台，完善
产区苗木抽检制度，加强产区酿酒葡
萄品种鉴定、病毒检测能力，保障葡
萄酒产业种质资源安全。

研发引进关键技术，解决产业发
展瓶颈问题。目前，管委会已经启动

“葡萄酒陈酿期间橡木桶替代材料装
备研制”项目，解决产区橡木桶使用
量巨大、成本过高的“卡脖子”问题；
联合宁夏科技厅发布“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个性化智能核心技术攻关与示
范”揭榜挂帅项目，提升产品市场竞
争力与美誉度。未来，管委会还将实
施一批科技项目，以有效解决产区机
械化水平低、种植水肥一体化普及不
广等问题；启动实施葡萄酒产业数字
化服务项目，实现种植、酿造、灌装等
全流程可溯。

聚力整合多方资源，加强产业创
新转化水平。按照国务院批复同意
的《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
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要
求，管委会已经启动产业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的建设。该中心将为产区酒
庄企业提供研发、中试、成果转移转
化的开放式公共服务平台。同时，管
委会积极创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与高校院所建立深度合作
关系，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农村
部共同合作开展“宁夏贺兰山东麓酿
酒葡萄园生态安全种植和资源循环
利用”项目，进一步提高创新能力，力
争从源头改善酿酒葡萄质量、产量和
葡萄园管理水平。

坚持生态优先发展，提升产业绿
色生态价值。管委会实施张骞葡萄
郡（碳汇世界葡萄园）项目，建设世界
最大的下沉式生态型葡萄酒产业园，
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样板项目；构建宁夏贺兰山东麓
酿酒葡萄病虫害、灾害监测预警及绿
色防控体系，实现产业绿色发展；通
过实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园区碳
资产评估及示范应用”重点项目，探
索葡萄产业碳汇交易机制。开展葡
萄枝条、葡萄皮渣废弃物利用，原花

青素、白藜芦醇等功能性物质提取，
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

强化创新人才培育，增强产业主
体创新能力。管委会坚持围绕产业
链、创新链布局人才链，培育葡萄酒
学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社会化
教育培训三级教育体系；创新“产学
结合”“研学结合”等培训方式，通过
开展特色培训，每年培养 300名以上
创新型技术人才；通过组织开展葡
萄酒企业家创新意识培训班、中国
创新挑战赛（宁夏）葡萄酒产业技术
需求专场对接会等活动培育科技型
葡萄酒庄（企业），强化市场主体创
新能力。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是 产 业 发 展 之
基。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聚焦葡萄酒产业链与科技创新深
度融合、人才智力交流互动、瓶颈问
题科技攻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不
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葡萄酒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赋能增势。

以科技创新赋能葡萄酒产业发展
袁 静 龙岩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