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处浙、闽、赣、皖四

省交界处的衢州，是浙江

化工产业的重要基地，拥

有国家氟硅新材料产业

基地和中国电子化学材

料产业基地两块“金字”

招牌。近年来，衢州深入

实施“工业强市、产业兴

市”战略，培育发展了新

材料、新能源、智能装备、

生命健康、特种纸等六大

标志性产业链。

作为数字经济的“优等

生”，山东高度重视数字基建

发展。在山东济南和青岛，两

个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

开通运行，由此让山东成全国

首个“双枢纽”省份；“千兆城

市”建设步伐也走在全国前

列，12个城市入选国家“千兆

城市”，数量居全国第二位；全

国首条5G网络全覆盖高速铁

路和智慧高速公路建成；物联

网终端数超1.64亿个，接入

流量居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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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宜兴市在深化校地合作方面，从“广度”与“深度”双快

速迈进，正走向“全面立体”协同创新阶段。

“宜兴将着力营造最优创新创业环境，努力在科技招商、科创

合作、载体建设、人才引育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让更多的高能级

载体、高科技项目、高水平成果在宜兴落地转化，吸引更多的人才

来宜兴创新创业，与我们共同奏响科创宜兴的最强音，在开辟新领

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中，推动宜兴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在近日举办的 2023 宜兴国际科创英才节启动仪式暨大院大所开

放合作大会上，宜兴市委书记封晓春说。

创新载体、人才政策“双向”发力

近年来，宜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通

过着力完善人才制度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不断优化人才发展

环境等举措，与大院大所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

互动频繁、合作紧密，在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平台建设、人才资源引

育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封晓春表示，人才是创新的引擎，产业是创新的基底。推动创

新驱动发展，关键要做好“产才融合”文章。而企业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技术转移宜兴分中心、科创飞地等，在高技术人才与企业之

间搭起了桥梁，在加强校企合作、促进产学研成果转化，以及产才

融合等方面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2022年，宜兴相继出台“科技创新 22条”“人才强市 30条”等重

磅政策，全力打造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政策体

系，不断积势蓄力、扩大开放，聚集了一大批高层次专家团队和科

技领军人才。

今年，宜兴瞄准科技与人才两大目标。日前发布的人才政策

中明确提出，可提供最高 1 亿元的综合支持。对科技领军人才项

目资助最高 800万元，创新团队项目资助最高 5000万元，入选无锡

市级以上重点人才工程最高奖励 200万元。

此外，宜兴还制定了针对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科技企业

家、大学生、博士后等不同人群的奖励支持政策。同时，在人才安

居、人才子女教育、人才金融、人才贷款方面也大力支持，以吸引更

多人才到宜兴创新创业，更多高能级载体、高科技项目、高水平成

果在宜兴落地转化。

据了解，3 年来，宜兴每年实施产学研及国际合作项目近 200

个，建成高校“朋友圈”40家、设立“科创飞地”10多个。目前，全市

已集聚各类人才近 40 万人，招引科技项目、新增科创载体屡创新

高，2022年科技型中小企业累计评价入库数居全省县级市第 2，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 4 年翻番、达 761 家，总投资超 500 亿元的陶都科

技新城规划建设。

产业转型、科技创新“双向”赋能

今年以来，宜兴更是坚持产业转型、科技创新“双向”赋能，积

极实施新一轮创新行动，着力将人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加速建

设“科创宜兴”和壮大现代化产业。

在不断的协同创新中，产业与科技双向赋能，实现良性循环。

目前，宜兴呈现电线电缆、节能环保等传统优势产业加速转型，新

能源、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蓬勃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不断提升，形成了新产业新业态。这主要

得益于人才引领、科创助力。

“集结‘最强力量’，打造发展‘最强动能’，宜兴闯出了一条‘向

新而行’的蝶变之路。”封晓春说。

宜兴环保研究院是南京大学首个校外政产学研平台，历经十

多年积淀，目前研究院已成长为江苏省内节能环保领域唯一的产

业技术创新中心和共性技术创新策源地，在宜兴培育带动了一大

批节能环保领域的成果转化项目和优质企业，构建了节能环保领

域蓬勃发展的产业生态。

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振林介绍，此次签约落户的南智

先进光电集成技术研究院，是南京大学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机构

代表。今后，该院将依托苏南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省光电技术创新

中心的框架机制，从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平台建设等方面全方位

服务宜兴产业发展。

江苏宜兴集结大院大所

建好建强科创产业“主阵地”

在儿童实木床领域深耕多年之后，山

东菏泽尔东商贸有限公司销售主管张杰和

同事们决定换个赛道。天华云数据中心的

出现恰到好处，利用数据和算力为前者挖

掘了一片新蓝海——布艺类沙发。这一单

品迅速走红，并成为该企业的拳头产品。

在齐鲁大地上采访，上述案例数不胜

数。一方面，传统产业亟待转型，寻找突破

口；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

算力深度介入各个产业中，旧貌换新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作为数字经济的“优等生”，山东高度重视

数字基建发展。在济南、青岛，两个国家级互

联网骨干直联点的建成开通，使山东成全国首

个“双枢纽”省份；“千兆城市”建设步伐也走

在全国前列，12个城市入选国家“千兆城市”，

数量居全国第二位；全国首条5G网络全覆盖

高速铁路和智慧高速公路建成；物联网终端数

超1.64亿个，接入流量居全国首位……

前瞻性布局新型基础设施，为山东孕

育了新的发展动能。由此，在工业、农业、

服务业各大领域，新的应用场景不断出现。

2022 年带来间接经济
效益82亿元

在浪潮集团的智能工厂里，工业互联

网平台助力下的智能锁附机器人，每 8 分

钟可自动锁完 130 颗螺丝。工厂还可同时

生产数十类产品，实现大规模定制，生产效

率提升 30%。

在算力行业，1 元的算力投入，将带动

3—4 元的经济产出，由此带动数字经济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省大数据局规划发

展处处长卢修名向记者透露：2022年，山东

因算力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超过 82亿元。

在菏泽市山东水发菏惠水务发展有限

公司水厂里，送水泵房、加氯加药间、净化

间、中控室，通过水厂信息化平台，工作人

员足不出户，便可实现水厂自控和生产数

据标准化提报及汇聚、远程实时生产监管、

生产经营数据在线实时查看，实现水库、水

厂、管网业务的全覆盖。

在该企业运营人员孔庆博看来，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水务技术的深度融合，

充分挖掘数据价值和逻辑关系，实现水

务系统的控制智能化、数据资源化、管理

精确化、决策科学化，保障着水务设施安

全运行。

“未来，算力将像水、电一样，成为人们

日常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是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的判断，“与算力相

关的新型数据中心、高性能存储、传输网络

等产业将有广阔发展空间。”

让企业在新赛道上“拔
节生长”

锂电、光电、医药健康、智能制造、大数

据是枣庄国家高新区的五大主导产业。如

果要了解这五大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它们

在国内相关领域内的位置，一个“智慧高

新”应用平台便可解决。

“ 智 慧 高 新 ”应 用 平 台 展 示 出 的 产

业 地 图 呈 现 了 五 大 主 导 产 业 发 展 情

况 ，同 时 对 锂 电 行 业 全 国 招 商 线 索 作

了呈现。

通过信息抓取引擎，其将五大产业在

全国范围内最新的招投标信息以及锂电行

业各个板块的重点商情作了一一呈现；该

平台还广泛与国内供应链 ToB 平台打通，

让企业可以一键直达。

上述应用的背后，鲁南大数据中心提

供了精准的算力支撑。

算力，正在深度改变着山东企业的生

长方式。在菏泽，天华云数据中心为电商

企业赋能，推动本土产业数字化发展，直接

带动了牡丹、山药、芦笋、沙土瓜子等农副

产品，家纺、演出服及家具企业、产业的转

型发展，仅一年时间，便推动天华电商数字

经济园区农副产品企业提高销售额达 500

万元。

出现在枣庄、菏泽等城市的数字化新

场景是山东发力数字基建，助推高质量发

展的具体案例，它们是“政府引导+企业主

导”模式的结果。

去年，山东省委将数字变革创新纳入

“十大创新”行动计划，聚焦数字政府、数字

经济、数字社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筹

推动治理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数字化

变革。

今年，山东将加快建设泛在领先的数

字基础设施，例如推动国家级“千兆城市”

全面覆盖、开展数据中心“提质增量”行动，

创建 80 个以上省级新型数据中心，全省在

用标准机架数达到 35万个。

根 据《中 国 算 力 发 展 指 数 白 皮 书

（2022 年）》，山 东 算 力 综 合 指 数 全 国 排

名第 6，从 10 名以外强势挺进全国第一

梯队。

数字基建正在改变山东企业“生长方式”

站在衢江大桥上远眺，可见两岸绿树成荫，水天相

映。沿江向南，突出绿色产业标签的衢州智造新城，注重

招引高端项目、强化科技创新，加快推动价值链向“微笑曲

线”两端攀升，折射出浙江衢州工业经济转型发展的后劲。

“春雨润泽后的衢州，空气尤显清新，可以改变人们对

化工城市的固有印象。”3月下旬，浙大衢州“两院”（浙江大

学工程师学院衢州分院和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副院长朱

耕宇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科技支撑产业转型是关

键所在。

地处浙、闽、赣、皖四省交界处的衢州，是浙江化工产

业的重要基地，拥有国家氟硅新材料产业基地和中国电子

化学材料产业基地两块“金字”招牌。近年来，衢州深入实

施“工业强市、产业兴市”战略，培育发展了新材料、新能

源、智能装备、生命健康、特种纸等六大标志性产业链。

2022 年，衢州市全年 GDP 首次破 2000 亿元大关，增

速位列全省第二，从 1500 亿元增至 2000 亿元，仅用了 3 年

时间。同年，衢州市工业投资、制造业投资、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分别增长 46.3%、60.3%、116.4%，增幅均为浙江省

内第一。

打造化工新材料科创高地

今年 3月，对于衢州鹏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来说，相当

忙碌——在衢州智造新城内占地 282亩的一期电芯厂房刚

竣工验收，首批新设备接着入场调试。

该公司总经理王艳双介绍，按计划，衢州鹏辉储能电

池项目将于今年 6 月份投产，首期产能 10GWh，建成后可

实现年产值超 70 亿元。企业将凭借高自动化生产线及储

能电芯技术，助力衢州锂电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截至 2 月底，衢州智造新城已开工 69 个市重点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 31亿元。

作为衢州的首位产业，当地新材料产业主要涉及氟硅

新材料、动力电池材料、电子化学材料三大主要领域。

2022年，全市新材料产业实现规上产值 850亿元，同比增长

46.3%。

衢州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郑志成介绍，衢州正全

面实施工业强市十大专项行动，围绕六大产业链，打造千

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部署创新研究院，推进重大科创平

台建设，加强市校合作、聚力招才引智。

2018 年，浙大衢州“两院”落地揭牌。近 5 年来，契合

当地产业所需，总投资 20 多亿元，浙大衢州“两院”已形成

“8 个研究所+1 个中试实验实训基地+1 个分析测试中心”

的科研布局。

“化工新材料领域的技术转移转化，尤其需要中试场

地。目前中试实验实训基地已承接中试项目 20余项，拥有

中试生产线 20 余条，吸引了多家省内外企业慕名前来，正

形成衢州招商引资的 2.0 模式。”朱耕宇介绍，目前浙大衢

州“两院”已经孵化 7 家企业，今年有望新增 4—5 家；与巨

化集团作为核心共建单位，建设浙江省高端化学品技术创

新中心。

数周前，聚焦六大产业创新需求，衢州市政府分别与

南京工业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化工大学超重力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共建衢州基地和膜材料创新研

究院、高端电子化学品创新研究院和化工新材料创新研究

院，致力于实现“引进一个院士、带来一个团队、带动一个

产业”的生动局面。

产学研融合重在人尽其才

“在一次衢江区举办的产业研讨会上，我们与几家企

业交流得知，改善工艺以提升高耗能特种纸的环保性能，

在当地很有需求。”入职以来，浙大衢州“两院”特种聚合物

研究所副所长 Lim Khak Ho（林嘉河）和衢州企业“打”得

火热。

不久前，第七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浙江）暨 2022年浙江

省技术需求“揭榜挂帅”大赛总决赛上，Lim Khak Ho团队

凭借环保高性能标签离型纸关键技术开发项目斩获金点

子奖，并和需求方达成合作签约。

“我到企业调研时，听过不少‘高薪聘来博士却留不住’

的情况。产学研合作，核心是要帮企业解决人的问题。”衢

州市科技局副局长胡姣良告诉记者，需要增强企业和人才

互动频率，形成“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合作模式。

去年，衢州市科技局组织召开衢州市重大科创平台联

席会议，谋划制订了《重大科创平台融合地方创新发展实

施方案》《衢州市高能级科创平台比晾晒实施方案（试

行）》，加强紧密创新主体和创新要素供需侧联系，推进产

学研合作项目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

“公开的研讨对接会是一种方式，也要考虑到企业技

术需求具有封闭性，所以企业倾向于私下交流。”朱耕宇介

绍，浙大衢州“两院”对科研人员的要求之一是——除做实

验之外，剩下的时间多跑企业，跟企业家面对面交流，了解

更多核心需求，真正为企业解决问题。

同样于 2018年落地衢州的东南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

2022年为 100多家企业提供数字化改造服务上千次。举例

而言，该院与浙江天际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成为天际互感器建设“未来工厂”的数字孪生产品核

心供应商，通过数字孪生数据与模型集成融合，推动企业

全业务流程闭环优化。

根据衢州市科技局统计，2022年，浙大衢州“两院”、东南

数字经济发展研究院等7家科创平台共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

320余场，参与企业千余家；与企业开展联合攻关、签订横向

合同 422项，合同经费 1.42亿元，其中与衢州企业合作占比

72.03%；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近3000次，转化科技成果73项。

山区县跑出创新“加速度”

今年 1 月，随着开化县绿色硅材料省级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成功获批，衢州市共有国家级高新区 1家，省级高新区

5家，是浙江省首个创建省级高新区县域全覆盖的地级市。

《浙 江 省“315”科 技 创 新 体 系 建 设 工 程 实 施 方 案

（2023—2027 年）》提出实施全域创新能级跨越提升行动，

要支持工业大县建设产业科创平台，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和

研发机构建设力度；建立“一县一策”精准支持机制，深入

实施山区 26县高质量发展科技专项。

胡姣良介绍，位于浙西南山区的衢州，辖内县（市、区）

均属于“浙江山区 26县”，发展速度一度因科技人才基础薄

弱、高能级创新平台缺位、顶级高等院校缺乏受到限制。

近年来，随着一批科创平台相继落地，衢州对标省创

新型县（市、区），加大对县域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按

照突出制造业、产业发展前景较好、产业分类适度精准 3个

原则，引导每个县聚焦 2个重点产业。

具体而言，柯城区以轴承智能装备和运动健康为主；

衢江区以多式联运主导型现代商贸物流业和通用高分子

有机材料为主；龙游县以碳基纸基新材料、精密数控和轨

道交通装备为主；江山市以智能家居和智慧能源装备为

主；常山县以高端装备零部件和“两柚一茶”特色农产品深

加工为主；开化县以有机硅新材料和糖醇为主。

以开化县为例，当地建立县领导挂联省内国企高效机

制，与浙大衢州“两院”、电科大长三角研究院等大院名校深入

洽谈合作。2022年，当地达成院县合作20余项，国家“特支计

划”、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均实现“零”的突破；浙江省“尖

兵”“领雁”技术攻关项目成功立项3项，创历史新高。

衢州市副市长李宁表示，县域的高质量发展一定要依

靠科技创新这个制胜未来的关键变量，加快推进江山市、

龙游县科技体制改革攻坚试点工作，以期实现科技创新整

体效能跃升。

当前，围绕六大标志性产业链，衢州持续强化产业链、

创新链、人才链、资本链、服务链融合、集成发力，打造一批

“拆不散、搬不走、压不垮”的产业集群，促进工业发展“从

项目到产业、从基地到高地、从局部到全域”的转变。

““链链””就六大产业就六大产业

浙江衢州要当工业发展浙江衢州要当工业发展““后劲生后劲生””

浙大衢州浙大衢州““两院两院””研究员正在操作多层共挤吹膜实验装置研究员正在操作多层共挤吹膜实验装置。。 洪恒飞洪恒飞摄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4月 4日，“英才汇聚·志向高原”2023

年西藏首场招才引智政策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据悉，该活动围

绕高原生态、地质、医药、农牧、高新数字、清洁能源、教育等重点领

域，发布高层次人才引进需求 157个。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蛟向广大人才发出邀

约。他说，近年来，西藏深入实施人才“育、引、用、留”四大工程，制

定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西藏人才工作的若干措施（试

行）》，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加快推

进高原特色人才基地建设。

据了解，此次西藏引进高层次人才划分为四类，分别是顶尖人

才、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级领军人才及其他高层次人才。通过调

入、创新创业方式引进的人才最高给予 200余万元的个人补助，及

200 万元科研补助，并给予职称评聘、住房政策、医疗保障、家属安

置等多项专属优待服务。

此外，西藏还通过鼓励引进人才申报“珠峰英才”计划、支持引

进人才创新创业、激励引进人才成果转化、实行配套表彰奖励政策

等，多措并举帮助引进人才取得成就。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子分子纳米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李家明表示，愿尽己所能为西藏在众多领域的研究中提供支持和

帮助，在参与和服务国家战略中作出贡献。

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教授何茂春先后 55 次进藏，

他表示，随着国家投入力度不断增大，西藏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日趋

完善，而且西藏地理位置特殊、自然资源丰富，在生物研究、物理研

究、地质研究乃至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都具备独特优势。

西藏在京发布

157个高层次人才引进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