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头稀土高新区不断提高

科技企业引育率、技术攻关成功

率、科技成果转化率，努力把科

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

质量发展最大增量。目前，该高

新区各级各类研发平台达 158

家、在研项目达1235项，拥有有

效发明专利105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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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咸宁高新区谋划布局

咸宁（武汉）离岸科创园，全力

打造人才高地，拿出“真金白

银”多措并举支持科技创新，

千方百计优化营商环境，全面

支撑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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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日，科技日报记者从济南高新区了解到，在近日公布的山东省

2023年度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上，济南高新区共 297家企业榜上有名，

数量居济南市各区县首位，入选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

小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济南高新区练就了一套“组合拳”。他们通

过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等创新产品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

加快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能力；通过各级各类人才

计划、首席数据官（CDO）试点、专精特新企业职称评定、“万名数字专员进企

业”等系列助企项目，扎实推进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发展壮大；大力开展“一企一

技术”研发中心、工业设计中心、软件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建设，发挥新型

研发机构产学研协同作用，培育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带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

升；开展专精特新企业融链固链行动，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提升。

据统计，截至目前，济南高新区已培育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755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719家。

从企业规模看，此次济南高新区入选的企业中，中小型企业 278 家，

民营企业 250 家，彰显了济南高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充沛活力；2022 年，

297 家企业的平均资产总额 1.1 亿元，平均营业收入为 7564 万元，较上年

度增长 19.1%，平均负债率低于 50%；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150%，平均净利润 358万元，平均纳税 244.6万元。

从产业领域看，制造业领域企业 80 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28

家，占全部入选数量的七成，与济南高新区主导产业方向相符；企业平均

从事主导产品领域的时间超过 9 年。262 家企业成长为国家电网等知名

企业的稳定供货商和优秀合作单位。

从创新能力看，280 家企业在产业链关键领域实现“补短板”“填空

白”，251 家企业属于工业“六基”领域；2022 年，297 家企业的平均研发费

用总额 960 万元，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为 22%，远超高新技

术企业标准；企业平均研发人员 29 人，研发人员占全部职工比重 44.7%，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山东莱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8家企业建

设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等国家级研发机构；山东新松工业软件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等 67家企业建设有山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山东软件工

程技术中心等 146个省级研发机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高。201家

企业拥有与主导产品有关的Ⅰ类知识产权；286家企业拥有与主导产品有

关的Ⅱ类知识产权，关键技术攻关能力显著提升。

济南高新区：

多措并举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5 月 20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新疆石河子开发区获悉，连日来，石河子

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深入各包保企业，开展走访调研活动，更好地解

决重点企业在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助推企业发展。

为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石河子开发区专门于4月中旬出台了《石河子

开发区全员包联帮扶企业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旨在以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为重点任务，切实为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全心全力扶

持企业发展壮大、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推动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方案》提出建立企业包保机制，形成 1条产业链由 1位领导牵头，1个

部门包保，部门全员参与的“1+1+N”工作模式。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要坚

持“两个到位”，即政策范围内能够解决的要解决到位，按照政策不能解决

的要解释到位。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要全面分析问题形成的原因，统筹

分类解决。

5月上旬，石河子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向晓梅

带队，对天山铝业年产 30万吨电池铝箔坯料项目进行调研。向晓梅向企

业及项目建设方详细介绍了师市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积极申

报。针对天山铝业部分职工反映“看病难”的问题，向晓梅表示，今年将在

当地设立卫生服务站，相关手续已上报有关部门等待批复。

向晓梅表示，石河子开发区专门出台了《石河子开发区全员包联帮扶

企业工作方案》，推行落实领导包联企业制度，表明了支持企业发展的强

大决心和坚决态度，希望企业坚定信心，抓住机遇，找准市场，加快推进相

关项目，争取早日投产达效。

据悉，下一步，石河子开发区还将持续发力，助企纾难解困，全力解决

企业生产、发展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大力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全力护航企业健康发展。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

开展包保服务，助企纾困解难

5月 20日，位于湖北武汉东湖高新区

光谷芯中心 2 期的咸宁（武汉）离岸科创

园，建设正酣，全力奋战 6 月开园目标。

武汉向南，咸宁北上，一幅优势互补、携

手奋进的科创画卷徐徐展开。

近年来，咸宁高新区积极承接武汉

产业转移，逐渐形成了以饮料食品、电子

信息、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为主的五大特色产业，吸引一大

批优质企业落户。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该高新区谋划布局咸宁（武

汉）离岸科创园，全力打造人才高地，拿

出“真金白银”多措并举支持科技创新，

千方百计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支撑优势

产业高质量发展。

聚力强链补链

4月 15日，咸宁高新区产业协同发展

推介会再次亮相武汉东湖高新区（以下

简称光谷），5 家意向企业与咸宁高新区

签订入驻咸宁（武汉）离岸科创园协议。

至此，咸宁（武汉）离岸科创园已有 30 余

家光谷“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

相关项目签约入驻。

“研发在光谷，生产在咸宁高新区”

“引资在光谷，用资在咸宁高新区”“引才

在光谷，用才在咸宁高新区”——咸宁高

新区以创新模式打造咸宁（武汉）离岸科

创园，对接武汉科技创新资源，加快融入

光谷科创大走廊，补齐咸宁产业链短板。

武汉和信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部

位于光谷，而其通信器件和磁性器件生

产基地及销售中心则在咸宁高新区。“我

们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先进的实验设

备，把生产基地落户咸宁高新区，可与武

汉研发中心相互呼应，发挥出最大优势

效能。”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公司项目

建设正稳步推进，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

产值约 2.5亿元。

创新是咸宁高新区发展的根基。近

年来，咸宁高新区连续举办创新创业大

赛，提供高达百万元的创业大赛奖金支

持，并配套研发费用补贴、落户奖励、租

金补贴等，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提供高达

1亿元的股权投资支持。

此外，咸宁高新区持续推动科技企

业孵化载体建设，相继出台《咸宁高新区

加快新旧动能转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等，对获批的国家级、省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或众创空间予以奖励，支持

各级孵化载体快速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加大资源整合配置力度，持续

提升服务能力和孵化能力，努力培育更多

科技型企业，为咸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

力量。”咸宁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助力企业发展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也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主力军。

近年来，咸宁高新区切实解决企业

难题，不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该高新区推行“早茶汇”，解决企业急难

愁盼问题数百个；成立“员工共享联盟”，

巧妙解决企业用工难题；优化审批流程，

让企业办事更高效。此外，咸宁高新区

还推出“1+1+1+N”项目服务制度，为企

业提供量身定制的叠加服务，全生命周

期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据悉，咸宁高新区第一季度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涉及项目 22个，年度计划投

资 28.3 亿元。“我们积极推动具备开工条

件的项目及早开工、在建项目提速增量，

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政策和资金‘直送、

直办、直达、快办’，让企业尽早得到政策

红利，把‘作战图’‘施工图’变为‘实景图’，

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咸宁高新

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明凤说。

为此，咸宁高新区在前期实施工业

项目行政审批“证照分离”“先建后验”

“零审批”“零收费”基础上，结合项目、企

业发展所需，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解

决企业急难愁盼。

面对企业的外贸和内销需求，咸宁

高新区通过开通外贸专列、园内互促互

销、拓宽外部销路等方式，畅通产品销售

内外双循环。随着中欧班列“长江号”的

发车，咸宁高新区梳理中欧班列主要线

路、关键站点等信息，了解咸宁市 107 家

外贸企业货物进出口情况，助力企业产

品向外销售。

咸宁高新区还新增“线上帮代办服

务”，将帮办代办范围进一步扩大、类别

进一步细化、流程进一步延伸、时限进一

步压缩，做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

腿”，项目难题帮着办，让全体党员干部

下沉企业解难题、送服务、话发展。

借力成势、做优服务

咸宁高新区以离岸创新促发展

5 月 19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内蒙古包头稀土高新区

管委会了解到，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 2022年度

评估结果日前公布，包头稀土高新区在全国 35个城市的

参评园区中脱颖而出，获评优秀园区，获此殊荣的园区

全国仅 3家。

作为全国唯一以“稀土”资源命名的国家级高新区，

包头稀土高新区以产业转型升级为突破口，积极发挥科

技创新引领作用，集聚创新资源要素、培育多元创新载

体、构建创新服务体系，多措并举唱好创新“重头戏”。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加速产业链“更新迭代”，推动

传统产业高端化、优势产业集群化、新兴产业规模化，助

力包头稀土高新区产业转型升级、蝶变焕新。

拓宽应用领域 集聚高
端创新资源

据 2022 年统计，我国耐火材料的年产能约为 4000

万吨，稀土在耐火材料中的添加比例达到 5%，不仅可以

解决当前工业企业高温窑炉节能降耗难题，对稀土镧铈

资源的平衡利用也将起到推动作用。

近日，包头稀土高新区和包头市安德稀耐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德公司）瞄准这一产业发展突破口，

由安德公司投资，在包头稀土高新区建设年产 12万吨镧

铈应用稀土新材料转化基地项目，该企业成为全国第一

家把稀土镧铈材料应用到耐火材料中的企业。

记者采访了解到，安德公司在行业内率先开发出稀

土复合高导热压入料、稀土锁热控能材料、稀土热障辐

射涂料等数十种稀土耐火功能产品，已获得 19项国家专

利，部分专利已在钢铁、建材、稀土等行业的工业窑炉进

行应用。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更是推动包头稀土高新区高质

量发展的动力源。包头稀土高新区企业内蒙古北方重

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股份）坚持技术创

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双轮”驱动，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生

命周期的矿车和矿山运输系统解决方案，推动关键核心

零部件国产化。

北方股份产品研究院项目经理董志明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他们自主研发的 TR100AT 无人驾驶矿用自卸

车是北方股份的拳头产品，专门针对矿山的恶劣环境设

计，自重为 69吨，额定载重为 91吨，具有可靠性高、耐力

性强等特点，该车型的研制和应用大幅推动了矿山无人

化、智能化发展进程。截至目前，该车在全球范围内已

销售 6000余台。

包头稀土高新区不断提高科技企业引育率、技术

攻关成功率、科技成果转化率，努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

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目前，该高新区

各级各类研发平台达 158 家、在研项目达 1235 项，拥有

有效发明专利 1057 项。2022 年，包头稀土高新区组织

推荐企业申报中央、自治区、包头市级科技项目 74 个，

累计为企业争取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引导、“科技

兴蒙”等科技专项资金超两亿元。一系列重要科研要

素集聚，正加速推进包头稀土高新区主导产业强链延

链补链。

加快动能转换 推动产
业集群发展

近日，在包头稀土高新区希望工业园区包头华鼎铜

业发展有限公司电解车间里，两台专用行车在 236 个电

解槽上方往返穿梭，提取原料和产品。作为公司最重要

的车间之一，这里每天源源不断地产出高纯阴极铜。

“依靠创新，公司实现企业生产效益和员工收入双

提升。”包头华鼎铜业发展有限公司厂长智恩荣说。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记者走进包头稀土高新区另

一大园区——光伏新能源产业园区。在这里，双良新能

科技（包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良新能科技）一期

5GW 超级光能高效组件项目已经投产运营，该项目属

于光伏产业链终端产品类项目，产线采用了行业内先进

技术，产品具有功率大、效能高等特点。

双良新能科技一期项目不远处，金风科技包头风机

总装厂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该项目开发经理贾

祖欣介绍说，金风科技的 5H 机型以上风力发电机组是

陆上风电大功率机组，该机组可利用智慧捕风系统实时

监测风力风向，增加发电效率。

凭借在源头上寻突破，在创新上谋跨越，包头稀土

高新区将新兴产业培育做到了极致。目前，光伏新能源

产业园千亿级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同时，包头稀土高

新区进一步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包头稀土高新区以

稀土产业为依托，延伸磁性材料、储氢材料、抛光材料等

产业链，2022 年已形成约 500 亿元的产值规模；以有色

金属产业为依托，形成了从电解铝铜到精铝、精铜杆、

板、带、箔、丝全产业链加工体系。

强化服务保障 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

企业从提交材料到联审受理再到完成办理施工许

可相关手续，涉及建设、人防等 7 个审批环节，包头稀土

高新区将这些环节缩短为 70分钟。

为推进 500 千伏超高压线路迁改，确保双良新能科

技三期 50GW 大尺寸单晶硅拉晶项目顺利开工，包头稀

土高新区相关部门主动上门、精准帮扶，多次进行现场

踏勘，克服天气寒冷、时间紧迫等多项难题，创造了用时

44天为特高压“搬家”的新纪录。

今年以来，包头稀土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推出“双

提前”服务，即提前牵头组织预审会，提前对接共同为项

目梳理流程、提醒剩余手续注意事项、指导手续办理、为

项目提前对接临电方案；实施“专班+专员”服务，即全程

无缝衔接、帮办代办，一路护航项目建设直至投产。新

的服务模式，进一步帮助企业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让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正是得益于包头稀土高新区一系列政策和资金扶

持，以及相关部门提供的‘保姆式’服务，才让公司在短

短几年内实现突飞猛进发展，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跃升

至行业前列。”包头江馨微电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

德光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近年来，包头江馨微电机科技

有限公司始终致力于实现技术突破。目前，公司已建成

行业领先的全自动化 VCM 生产服务体系，拥有专利 77

项。

谋划在前、协调在早。包头稀土高新区针对重点项

目，实施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一企一策”为企业提供解

决方案，力求“审批、监督、服务”责任链条无缝对接，最

大限度为项目开工建设节省时间成本，为各类经营主体

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在

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营商环境测评中，包头稀土高新区

成为唯一获评优秀的开发区。

“包头稀土高新区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核心战略和产

业强区主导战略‘双轮驱动’，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效率，

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优势产业‘高端集群化’、

新兴产业‘低碳规模化’，使产业转型实现了从有到优、

从优到强的飞跃，持续推进‘产业集群+特色专业园区’

的产业发展之路走深走实。”包头稀土高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强表示。

包头稀土高新区：

项目“串珠成链”，产业蝶变升级

图为包头稀土高新区双良新能科技光伏组件生产车间图为包头稀土高新区双良新能科技光伏组件生产车间。。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5月 19日，“数”说沈阳政企对接会——首

次“浑南蓝空间”新经济生态会议召开。50余家数字经济企业代表齐聚一

堂，为赋能沈阳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会议以数字经济如何壮大及助力沈阳高新区产业发展为主题，交流

企业及产业在数字化建设和发展中的探索与实践，助力民营企业把握数

字化发展机遇，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痛点难题，推动相关企业积极参与

沈阳高新区浑南科技城建设，促进沈阳高新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

展，为沈阳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沈阳市发改委二级巡视员、沈阳数字经济企业协会会长陈伟昌以“沈

阳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及政策”为主题，分享了数字经济与城市发展的相关

举措和建议。沈阳高新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赵晓东以“数智浑南”为主

题，介绍了浑南科技城建设及“数智浑南”建设情况。

参会代表先后调研了浑南科技城、辽宁宏图创展测绘勘察有限公司

等，就数字生态赋能企业发展、促进浑南科技城建设和沈阳高新区发展提

出建设性意见。沈阳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付羿在讲话中表示，发展数

字经济正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能，沈阳市工商联将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创新工作机制、建立工作专班，着力打通政企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实现服务企业“零距离”，助力“浑南蓝空间”越办越好。

“浑南蓝空间”会议召开

探路沈阳高新区数字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