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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 青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2018 年 10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省考察

期间，来到广州考察并发表了这一重要

论断。“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极大鼓舞

了我们。”广州派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派真生物”）创始人、董事长

兼首席科学家李华鹏近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这五年，我们实现了 60 倍

产 值 的 增 长 ，建 成 了 全 亚 洲 最 大 的

AAV（病毒载体）生产基地，并在海外建

设 PD实验室以及商业化生产基地。”

5年来，包括派真生物在内的广州开

发区、广州黄埔区逾4.8万家的中小企业不

仅贡献了3个“80%”：80%以上的规上工业

企业是中小企业，8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

业是中小企业，80%以上的发明专利、创

新成果和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并且还办

成了很多“大事”，它们勇于闯“无人区”，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取得无数个“全球第

一”。这一群“蚂蚁雄兵”正扛起千斤大

顶，在世界科技创新舞台上乘风破浪。

创新之变 企业潜心
“办大事”

记者近日走进位于广州开发区科

技企业加速器园区的“中小企业能办

大事”先行示范馆，发现一行字引人注

目——“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

来、讨不来的”。

突 破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是 实 现 高 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由之路。当地

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导致通讯基础设

施被破坏时，仅凭一枚芯片，即使在

没有公网的地区，也能通过北斗卫星

系统向外发送长达 1000 个汉字的求

助信息。该芯片的研发出自泰斗微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斗

微”）之手。

“数据的真实性，离不开精确时间

和精确空间两大要素。10 多年来，我

们一直致力于研发提供精确时间和精

确空间的基础要素。”泰斗微常务副总

经理许祥滨介绍，目前该公司已突破北

斗通讯技术，未来将在卫星通讯上投入

更多的研发。

5 年来，以泰斗微为代表的广州开

发区、广州黄埔区中小企业，铆足创新

的劲头，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抢占

行业发展制高点。

填补射频微波陶瓷电容器和微波

芯片电容器国内空白；电力大数据分析

平台实现全部国产化；实现蒸馏单硬脂

酸甘油酯提纯技术提取的产品含量超

过 99.9%，达到全球最高水平……一家

家广州开发区、广州黄埔区中小企业正

成长为行业领军企业，在各自领域独领

风骚、“办成大事”。

如今，在广州开发区、广州黄埔区

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高新技术企业

达 2573 家，跻身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的企业 119 家。上市企业累计达到

83 家，上市企业数量位居全市第一、国

家级经济开发区第一。

活力之变 让中小企
业有底气与信心

以创新优势赢得发展优势。5 年

来，广州开发区、广州黄埔区中小企业

“办大事”的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创新

是企业澎湃的动力之源。

李华鹏特别提到，作为初创企业，

要在市场上“冒尖”，除了在技术上要有

创新，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让

企业能静心攻克核心技术。“这些区里

都有。”李华鹏说。

怎样助力中小企业办大事、成大

事？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探索出

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融合、联动

和协同的新路径。

先行先试创建“中小企业能办大

事”创新示范区；在北上广深四个超大

城市中率先成立营商环境改革局；设立

广东省首个行政审批局，实现“一枚印

章管审批”；设立全国首个民营经济和

企业服务局，打造“企业吹哨、部门报

到”24 小时全天候服务新模式；率先

推出的“上管老、下管小”全链条人才

服务……为赋能“中小企业能办大事”，

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在创新体制

机制的“答卷”里，写下了无数个“率先”

和“首个”。

在全国首推“区块链+AI”商事服

务模式，企业开办线上线下实现 0.5 天

办结；在广东省首创“创新创业金钥

匙”，提供从开办、筹建到经营管理乃

至人才服务、政策兑现等全链条服务；

在全国首推“秒批”政务服务改革……

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营商环境

改革实现六次升级迭代，在提升服务

能级、优化营商环境生态体系上做足

了文章。

5 年里，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

区以改革创新为基础，变政策红利为制

度红利，建立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实

现“活力之变”。

一 个 富 有 活 力 的 创 新 生 态 ，更

加 激 发 出 全 区 中 小 企 业 内 生 动 力 ，

给予了它们坚定“办大事”的底气和

信心。

广州开发区：让“中小企业能办大事”
宏芯科技（泉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芯科技”）

武汉研发中心加快突破我国光通信产业“缺芯”难题，

推动技术成果在泉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转化；福建美宏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宏科技”）在美国建设新型

打印材料研发中心，打破了国内原有高端彩色碳粉依

赖进口的窘局……

记者近日从福建省泉州市科技局获悉，泉州举行

全市创新大会，宏芯科技、美宏科技、飞通通信等一批

借脑引智“标兵”，获颁“泉州市企业异地研发机构”并

获得政策支持。

近年来，泉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

作。日前该市印发《关于加强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及系列配套政策（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提出勇当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主力军，构建

“开放创新、智造未来”的创新驱动发展新模式，引导企

业汇聚全国乃至全球创新资源，加强制约产业发展的

关键技术攻关，打造全国创新成果转化节点城市，加快

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创新和发展“晋江经验”。

推进开放式创新，让鞋服卫浴更
“聪明”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泉州民营

经济贡献了泉州 83%的 GDP、90%的技术创新成果、

97%的企业数量，推动当地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服装、

体育用品、厨卫水暖等生产基地之一，培育了安踏、匹

克、九牧等一批国际知名品牌。但也存在科教资源相

对匮乏、高层次领军人才偏少等发展“短板”。

为此，《实施意见》支持企业设立异地研发中心、产

学研异地联合创新中心等，高效嫁接利用所在地人才、

技术等优势创新资源，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技术有

效供给能力。“利用异地科研平台、人才团队等，推动前

端基础研究、技术孵化全国（全球）化，后端中试加速、

工业设计本地化，加快突破高端智能装备、原辅材料等

产业链薄弱环节，形成‘搬不走’的实体经济发展优

势。”泉州市科技局负责人说。

目前，通过“本地研发和异地研发”“科技创新与工

业设计”等一起抓，泉州正加快布局“智能+”“石墨

烯+”“工业设计+”等，引导企业建设异地研发中心、智

能车间、工业设计中心等，打通科技创新、技术孵化与

市场需求、产品开发的关节点，将传统纺织鞋服、厨卫

水暖等产业激活提升为智能可穿戴、高分子材料等新

兴产业。

如国内运动鞋龙头企业安踏集团在不同国家、区

域共建多个研发中心，依托“东华-安踏联合创新研究

院”，推进超轻超薄保暖、冰感透爽等技术研发；匹克在

陕西、北京等地设立异地研发中心，致力于新型智能鞋面材料的研发；九牧工业

设计中心用好工业设计点石成金，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世界前三的全球化企业

集团。

打造高能级平台，加快培育新产业新赛道

在新型显示领域电子精细化学品生产中，用于光刻工艺的显影液至关重要，

然而国内 95%以上的市场对其曾长期依赖进口。

面向市场需求，福建佑达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携手清源创新实验室通力合

作。依托清源实验室的研发力量、中试的场地和测试平台，合作双方经过攻关研

发出“高浓度 CF显影液”，解决了新型显示领域这一产品的“卡脖子”问题。清源

创新实验室正是福建首批布局的 4家省创新实验室之一。

新质生产力塑造的核心在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破解高端创新资源薄

弱、支撑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瓶颈，《实施意见》提出，聚焦支撑发展化工新材料、

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高标准建设化学工程省创新实验室（清源创新实验室）、高

效太阳电池装备与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重大科创平台。大力支持新型研发

机构建设，推动共建的 19家大院大所向“研究院+公司”转型。

据泉州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泉州民营企业已进入技术前沿并加速突破。如石狮飞通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飞通（上海）研发中心推进海洋通信导航、卫星通信研发，加快实现国

产船舶通信导航产品的进口替代，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拓展；福建华清电子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打破国外氮化铝陶瓷基板垄断，其产品已广泛应用于5G通讯、航

天军工等高技术领域，成长为中国氮化铝陶瓷行业的开创者和领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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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第六届世界声
博会暨 2023科大讯飞全球 1024
开发者节在安徽省合肥市开幕。
本届声博会为期 6 天，现场设有
科技馆、工业馆、行业馆、教育馆、
生活馆、生态馆等多个主题展馆，
展出人工智能领域最新科技成果
及应用。

图为观众在第六届世界声博
会上参观机器人产品。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前沿科技亮相

世界声博会

“国内深水核心配套装备数量较

少、类型相对单一；适应超深水、超高压

作业能力有待提升；关键设备、高性能

材料目前仍需进口。”10 月 24 日，在海

南三亚举行的首届海南自贸港国际科

技创新合作论坛暨深海技术创新大会

（以下简称“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沉积学家、石油地质学家、石油天然

气勘探专家马永生提出了深化国际科

技创新合作的愿景。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石油集

团公司首席科学家谢玉洪在作“中国海

洋深水油气工程技术与装备战略研究”

报告时提到，面向未来深水油气勘探开

发需求，我国“海油人”面临四大技术挑

战：复杂钻井工艺、核心装备、安全应急

保障、智能化数字化。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海洋科技特别

是深海技术在总体规划、基础研究、技

术装备研发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成

果。但是，当前全球海洋科技发展日新

月异，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如

何持续开展海洋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

研究、关键技术装备攻关和人才培养？

如何促进共建共享，形成优势互补、协

同发展的海洋国际合作格局？大会政

界学界人士共论挑战与机遇。

海南省四面环海，所辖海域面积

200 万平方公里，在发展海洋经济上有

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同时，自贸港建

设以来，海南发挥自然优势资源，加快

打造南繁种业、深海、航天“陆海空”科

技创新高地，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已经成

为种业、深海科技创新资源汇集地。

海南省省长刘小明表示：“当前海南

自贸港建设稳步推进，成为引领中国新

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

户。开放是海南最大的优势，海南把国

际科技合作作为自由贸易港国际化的支

柱，坚持开放创新，实施更加开放更加便

利的科技合作和人文交流措施，营造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加大力度引

进科研机构、科技人才和团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

委员会副主席阿默尔·扎卡利亚·哈穆

达表示，深海在维持地球生命方面的作

用至关重要，价值巨大，只有通过对话

合作和共同努力，才能抓住机遇，克服

深海挑战。他建议，促进各国之间海洋

知识共享，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开拓深

海科创未来。

据悉，本次大会同期还举办深海技

术创新大会、深部生命国际论坛、西太

区域蓝碳合作与中国蓝碳发展论坛、深

海矿产资源利用和保护国际论坛、中小

型海洋高新技术企业应用场景与创新

技术发布会、深海先进技术与装备展览

等多个配套活动。大会由海南省政府、

中国科学技术部、中国科学院指导，海

南省科学技术厅和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

理中心联合主办。当日，来自近 20 个

国家的 170家机构约 400名中外代表参

加会议。

（科技日报三亚10月24日电）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开拓深海科创未来
——首届海南自贸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论坛暨深海技术创新大会开幕

◎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 讯 员 陈志波 黄建团 王燕双

K聚焦科技自立自强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看招看招

（上接第一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

部部长石泰峰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

中央主席郝明金，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

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先后代

表各民主党派中央、人民团体致贺词。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国 务 院

副总理刘国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全国政协

副主席王勇出席大会。全国政协副主

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主持大会。

大会对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

进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会前，王沪宁等领导同志会见了

全国工商联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受表

彰的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

工作者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

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负责人，工商联系统有关负责同志及

代表，受表彰的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

代表和先进工作者，民营经济人士代

表等参加大会。

（上接第一版）
“ 公 民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从

2020 年 的 10.56% 提 升 到 2022 年 的

12.93%。”据科技部科技人才与科学普及

司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科普能力建

设成效显著，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

一直以来，湖北省委、省政府重点

推进科普工作，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6%，高于

全国预期发展水平。

同时，湖北持续加大经费投入，优

化科普资源供给和服务，科普活动富有

特色、科普阵地富有影响、科普服务富

有成效，近年来与科技部共同主办科学

“鄂”知道·专家科普“开放麦”，连续 4

年组织举办“科学家红毯秀”。

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邵新宇

表示，当前，湖北正加快建设武汉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全力打造

全国科技创新高地，迫切需要发挥好科

普在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上的重

要基础性作用。接下来，湖北将着力加

强科普能力建设，强化科普价值引领，

厚植全民科学素质沃土，打造科普建设

高地。

科普进校园托举科学梦想

“随着不断旋转的陀螺，我们已经

从神舟十号任务进入到空间站时代。”

东湖论坛主旨论坛上，英雄航天员、国

家科普大使王亚平带来一件陪她经历

了多次飞天、意义重大的“教具”——陀

螺，并以《放飞科学梦想》为题，现场开

讲“太空课堂”。

这是黄冈市英山县金铺中学学生

付可馨第二次听王亚平的科普课。

2022 年 3 月，“天宫课堂”第二课在

中国空间站开讲，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

员王亚平进行授课。金铺中学连线太

空，全校640名师生同步进行相关实验。

自 2014 年以来，金铺中学多次邀

请黄旭华、张金麟、朱英富 3 位中国工

程院院士以及其他专家走进校园、走进

课堂，开展科普教育活动，在偏远山村

点燃了科技的星火，也在学生心中播下

科学的种子。

金铺中学教师陈荣军介绍，科普让

一所乡村学校和院士结下深厚友谊，3

位院士在学校留下了 10 多幅题字，这

些题字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就是“科教

兴国”。

梦想带着一种神奇力量。“今年，曾

经和黄旭华院士交流过的学生郑维苔

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在科普研学中参观

过武汉大学的学生段渤雅如愿考入武

汉大学。”陈荣军说。

“勇担时代使命，做科普事业引领

者；躬身科普一线，做科普服务先行者；

托举科学梦想，做科学教育践行者。”在

东湖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培根、傅廷栋、龚健雅、马丁、严新平、杨

春和、高宗余，中国科学院院士谢树成，

719 所首席科学家张锦岚，以及湖北省

中小学校长代表共同启动“百名院士进

百校讲科普”活动，并向两院院士发出

倡议。

近年来，湖北打造的“荆楚院士行”

“荆楚科普大讲堂”“院士工作科普”“院

士科普大讲堂”等院士科普活动成效显

著、深受欢迎，加速推动形成科学普及与

科技创新两翼齐飞、协同发展的局面。

追逐科学之光 科创与科普两翼齐飞
（上接第一版）

“总书记强调工会要认真履行维

权服务基本职责，着力解决关系职工

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基层

工会的一员，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

一步聚焦职工需求，努力帮助职工解

决急难愁盼问题，让职工更加真切地

感受到工会大家庭的温暖。”河南省洛

阳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铁十五

局汉中产业园项目工会主席唐菊说。

工会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会工作创新发展

的不竭动力。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要 继 续 深

化工会改革和建设，作为一名工会

人，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在肩。”中

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陈红兵表示，我们要不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 ，持 续 推 动 建 会 强

会、维护职工权益、推进企业民主管

理，充分激发一线工人创新创造热

情，聚焦关键核心技术，让更多创新

成果竞相涌现。

江苏省泰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副主席耿晓利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中“要创新工作方式，努力为职工群

众提供精准、贴心的服务”这句话印象

深刻。他告诉记者，近年来，泰州市网

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快递和外卖送

餐行业工会联合会等工会组织相继成

立。今后各级工会要以总书记重要讲

话为指引，深入了解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的所需所盼，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

他们的“关键小事”，让“工”字号服务

更好惠及职工生产生活。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奋勇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