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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晔 通讯员 姚金铭

近日，山东省青岛高新区科技创新

工作捷报频传。

青岛高新区坚持“实体立区、产业强

区”理念，引导区内企业加快实施创新发

展战略，推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融

合。通过开展“深化作风能力 优化营商

环境”专项行动，青岛高新区全程跟进重

点企业，摸清企业办事痛点、堵点、难点，

打出服务“组合拳”，护航企业创新发展。

金融助企添设备“抢”订单

前不久，青岛海瑞德模塑有限公司

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添置了一批先进

生产设备，由此进入了比亚迪、歌尔等大

企业的供应商体系。

青岛海瑞德模塑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琦向记者介绍，多亏青岛高新区推出的融

资租赁奖补政策，企业发展进入了“快车

道”。

“我们融资 160 多万元，青岛高新区

给予我们 25%到 30%的利息补贴，帮我们

减轻了负担。”林琦表示。

为解决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流动资金

难题，今年，青岛高新区联合青岛市属国

企打造了“科技金桥贷”信贷产品。该信

贷产品不需要企业资产抵押，费率也比

市场同类产品更低，重点帮企业克服银

行贷款到期转贷、流动资金紧张等困难。

“截至目前，我们共为200多家企业提

供了21亿元左右的‘科技金桥贷’产品。从

客户经理尽调到审批放款，一般控制在3个

工作日以内。”青岛高新区高创科技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霍利华介绍。

近几年，青岛高新区创新推出“高新贷”

“高新投”“高新融”系列产品，为企业创新引

来“金融活水”。

“今年以来，青岛高新区新增发放‘高

新贷’2.57亿元，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500

多万元。政府投资基金累计投资企业 11

家，投资金额达 1.76亿元。我们还组织开

展了16场产融对接活动，发放科技金融补

助 1500多万元。”青岛高新区科技金融部

金融办主管梁传斌表示，下一步，该区将

通过聚集优质金融资源、搭建企业上市联

盟、构建多元化产融对接服务体系等多项

举措，为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便利化服务“简”出效能

近日，在青岛高新区，林德（中国）叉

车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白美

嘉体验了一次“足不出户”办好业务。

原来，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于

日前购进了 4台叉车，需要办理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由于公司生产任务繁重，工

作人员抽不开身。青岛高新区行政审批

服务部的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远程指导，

帮助企业在申报当天完成材料审核、制

证、邮寄工作。

在青岛高新区，不仅审批服务“零跑

腿”，项目建设也有了“快捷建”。作为青

岛市建设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的重点项

目之一，青岛综合立体交通产业示范园

项目备受关注。为推进项目加快落地建

设，青岛高新区“快捷建”服务专班从产

业项目洽谈、签约到开工、投产全程跟

进，为项目提供全流程“一对一”服务。

“我们为项目提供了主动上门、政策

宣讲、安全交底等服务，项目从签约到开

工仅用了 3个月时间，跑出了项目落地的

‘高新速度’。”青岛高新区建设部建筑业

发展和服务办公室负责人王沛介绍，目

前该项目正在进行主体施工，计划 2024

年 6月 30日完工。

重塑科创“软实力”

近年来，青岛高新区“放管服”改革

再提速，出台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三年行

动方案，提出 79 条提升举措，细化 182 项

工作任务，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

创新发展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办事效能，青岛高

新区在产业孵化载体内设立一站式服务

大厅和帮办中心，让企业不出园区就能办

理业务，打造“10分钟”政务服务圈。截至

目前，青岛高新区已启用 4家一站式服务

大厅和 8家政务服务帮办中心，为园区上

千家企业提供了就近帮办代办业务。

青岛高新区全力打造数字化、便捷化

的高效政务服务生态，在园区推广智能登

记“秒批”系统，并结合地区实际，创新研

发了线上地址预订、系统自动预判等功

能。该系统大大压缩了审批流程和办理

时限。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

2023年前三季度，青岛高新区实有经营主

体同比增长17.58%、实有企业数量同比增

长13.1%，两项指标均位列青岛市第一。

“营商环境无小事，企业有什么问题我

们就帮着解决什么问题。”青岛高新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强化服务理念，努力

打造更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更优越的营

商环境，为科技型企业茁壮成长保驾护航。

青岛高新区：强化服务理念 护航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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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陈科 实习记者李诏宇）11月14日记者获悉，日前四川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3年度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新认定名单，绵

阳市新增79户。其中，绵阳高新区（科技城直管区）新增绵阳高新区恒奥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等21户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新增数量位居全市第一。

近年来，绵阳高新区（科技城直管区）围绕新能源等三大主导产业和

智能终端、磁性材料及应用两大特色产业布局发展。

在此过程中，绵阳高新区（科技城直管区）用好中央、省、市各项优惠

政策，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激发区内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

以此次入选的绵阳高新区恒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

于 2005 年 1 月，主要生产通信基站电源系统及关键零部件、逆变器等。

2022年，该公司被评为绵阳市民营企业税收贡献 100强、科技研发 30强。

同时，绵阳高新区（科技城直管区）还制定出台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推出更多暖企惠企利企政策，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据介绍，按照目前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管理的方式，企业通过认定成

为四川省创新型中小企业后，即可申报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在通过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的认定之后，企业可继续申报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绵阳高新区（科技城直管区）

新增21户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图为绵阳高新区（科技城直管区）恒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 刘军摄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讯员 王嘉敏 范敏玲

国内率先单独设立“质量强基”专项政策、全国首创“标准物质/标准

样品研制生产扶持”项目、最高给予 500万元扶持……在近日举办的广州

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质量强区成果交流暨政策发布活动上，《广州市黄

埔区 广州开发区质量强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3.0版（以下简称《办法》3.0

版）正式发布。《办法》3.0版共 6章 25 条，设立扶持项目 23 个，在推动品质

强区建设、标准强区建设和推进质量强基三个方面进行政策创新，打造区

域质量发展示范标杆。

当天，获得广东省市政府质量奖的 4家企业和 5家国家级典型优秀案

例企业代表获颁金牌。

在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上不断发力

据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管局总工程师岳霄霄介绍，新出台的《办法》

3.0版紧紧围绕今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最新要求，进行政策设计和大胆创新。

《办法》3.0 版在全国率先单独设立“质量强基”章节，对广州开发区、

广州黄埔区新通过验收的，属于《纲要》中重点指出的各类国家级、省级质

量基础设施，给予单项最高 150万元扶持。

《办法》3.0 版鼓励企业加强质量品牌建设，通过“品牌认证—卓越绩

效—政府质量奖”路径，不断提升品牌成熟度和美誉度，对获得中国质量奖

的卓越企业给予 500万元的扶持，对获得国家级工程质量奖项的企业给予

50万元扶持。对建立完善质量品牌体系的小微企业也给予5万元扶持。

“不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微企业，都能从政策中得到合适的扶

持。”岳霄霄表示。

近年来，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在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上不断发力，

2022年启动建设首批 11家质量基础设施服务工作站，领域涵盖智能装备、

智能家居、新能源、美妆大健康、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服务内容融合标准、

计量、检验检测、认证认可、质量管理、品牌培育、知识产权等质量要素，支撑

企业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质量服务需求。如由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牵

头的智能家居服务工作站，在帮助企业解决出口认证时效周期长问题方面，

通过本地化的检测检验以及快速的注册服务为企业解决这一堵点，认证出

口周期缩短超50%，促进相关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300万美元。

鼓励企业加强质量品牌建设

提高工程质量是质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办法》3.0版对获工程质

量奖项的项目给予资金补贴，将有利于激发更多创新成果和先进技术，进

一步提高城市建筑品质和城市形象。

《办法》3.0 版在全国首创“标准物质/标准样品研制生产扶持”项目，

增强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办法》3.0版鼓励支

持更多农业企业在质量强区政策引领下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打造注

重质量创新、绿色发展的现代农业黄埔样版。”广州市黄埔区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陶风表示。

为进一步推动该区标准和产品“走出去”，《办法》3.0版在广东省首创

区级国际标准化专家工作室的基础上，新增“标准化国际奖项扶持”和“一

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标准扶持”等新项目，全方位支持区内企业借“标

准”之船出海参与国际竞争。

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国际营销公司总经理朱喜群对《办法》3.0 版

充满期待。他表示，新政的发布为企业质量系统建设带来信心。尤其是

政策中为企业提供的包括检测认证标准、基础研究、计量等在内的一系列

一站式技术服务，将有助于提升企业整体业务质量。

据介绍，广州开发区、广州市黄埔区连续11年开展区级质量管理小组活

动，参与单位数量由40家增至600多家，注册质量管理小组数从608个增加到

3300多个，解决质量问题隐患数超1.8万个，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159亿元。

广州开发区

发布“质量强区政策”3.0版

污水处理厂披上“光伏外衣”，不仅能治污还能发

电！近日，江苏省首个在污水处理厂上空建设索结构柔

性支架光伏电站项目正式完工。

记者走进苏州高新区白荡水质净化厂，只见污水池

上方布满了一排排光伏发电板，苏州高新绿色低碳科技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高新绿碳公司）技术人

员告诉记者，他们采用了索结构柔性支架技术，将光伏

电站建在污水处理厂上空，充分利用这片空间，实现了

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该项目预计年均发电量可达 300 万千瓦，相当于每

年节约标准煤 915 吨，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287.5

吨。全部光伏发电量优先提供给厂区净水处理设备使

用，多余电量上传国家电网。

当前，多个绿色低碳省市级“首个”正接连落地苏

州高新区，在绿色低碳产业领域新能源、新技术、新业

态发展上抢占制高点。绿色正成为苏州高新区高质量

发展的鲜亮底色，在这片绿意盎然的热土上孕育着蓬

勃活力。

加快转型 擦亮高质量
发展底色

在苏州高新区内企业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协鑫集团）的颗粒硅生产基地，一颗颗直径约 2毫

米的铅灰色小球正源源不断地从生产线上被制造出

来。该企业技术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全球率先投产的硅

烷流化床法（FBR）颗粒硅，可减少投资 30%，降低生产电

耗 65%，球状的形态也能带来更高的熔化速率，有利于

节约工时、提升单产，为中国光伏平价上网铺平道路。

“从以改良西门子法生产多晶硅，到用我们自己的

技术生产颗粒硅，协鑫集团不断以创新为企业发展注入

动力。”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说。

协鑫集团的创新发展在苏州高新区并非个例。近

年来，苏州高新区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步伐，坚持

产业新兴化、结构低碳化、园区绿色化，发展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

产业，推动一批绿色低碳产业领域优秀企业涌现。

2022 年 ，苏 州 高 新 区 集 聚 绿 色 低 碳 产 业 企 业 95

家。企业涵盖清洁能源、清洁生产、节能环保、生态环境

及绿色服务等绿色低碳核心产业，其中规上绿色工业企

业 72 家，绿色服务业企业 23 家，2023 年上半年产值

300.9亿元，同比增长 27%。

循着高端化、智能化的方向前行，苏州高新区打造

绿色产业高地，加快引育新动能。园区在分布式光伏、

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上开辟新赛道，不

断激活创新因子、集聚创新要素，依靠产业增量添绿。

目前，在光伏产业领域，苏州高新区形成了以协鑫

光伏科技为核心的硅片切割行业，以阿特斯为核心的电

池片及组件生产行业，以贝尔特光伏、赢润尚善为核心

的接线盒、背板等光伏装置设备制造行业，以固德威为

核心的太阳能逆变器等并网及储能系统生产行业，以晶

银新材料为核心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正面用银浆等配

套辅料生产行业。

借力科技“绿”变催生
“智”变

在绿色低碳发展之路上，苏州高新区以大院大所为

支撑，聚拢高端科创资源，吸引多个大规模企业投资合

作，打造“政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绿色技术协同创新体

系。园区集聚清华大学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国网（苏

州）城市能源研究院、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南

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等重点技术创新平台。

目前，苏州高新区正在推动 5G、工业互联网标识、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全链条、全要素赋能绿色

制造业发展，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绿色制造业融合发

展试点示范，加快数字化低碳解决方案应用推广，不断

提高产业创新能力。

此 外 ，苏 州 高 新 区 全 力 打 造 绿 色 低 碳 产 业 园 区

（GLC Park）品牌和绿色产业集聚高地。作为苏州市首

个国资绿色低碳发展推进主体，苏高新绿碳公司锚定绿

色产业领域，通过分批建设打造 GLC Park孵化器、加速

器及产业集聚区，搭建从基础设施到招商引智的绿色产

业核心载体，加快绿色创新技术成果转化，承载各类企

业稳定发展，统筹区域产业资源，提高绿色产业发展能

级。

打通血脉 金融“活水”
激活发展动能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脉，血脉通，发展才有动力。

为了培育“绿动力”，激活“绿动能”，当下，苏州高新区正

全面提升金融工具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引来绿色金融

“活水”助力绿色低碳产业创新集群建设。

江苏省首单规模 2亿元的“碳中和”绿色债券在苏州

高新区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园区内具有碳减排效益的

绿色建筑项目，在直接融资市场实现了精准突破，推动全

区优质资源精准配置，预计可实现协同二氧化碳减排量

633.22吨/年、节能量237.16吨标准煤/年。苏州高新区制

定“绿色租赁”金融服务方案，深化绿色金融协同赋能，提

高区域绿色低碳企业融资可得性，加大对区内绿色低碳和

节能环保产业支持力度。园区大力推动各种绿色低碳应

用场景的开发合作，通过举办“苏州高新区低碳科技+保

险创新发展推介会”等专题活动，激发绿色低碳产业与银

行、保险等金融资源的协同互补效应，推动超低能耗建筑

示范项目、智能微网示范项目及光储充一体化示范项目等

深度合作与健康发展。如今，金融力量正汇聚成汩汩“活

水”，润泽绿色产业集群加速发展。

东依拥有 2500 年历史的苏州古城，西临烟波浩渺

的万顷太湖，眼下，“绿色基因”已悄然渗透在苏州高新

区高质量发展的各个方面，也收获了诸多国家级的“绿

色名片”。全国首批绿色园区、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绿

色低碳示范园区、江苏省碳达峰碳中和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苏州高新区“真山真水园中城、科技人文新天堂”

的绿色发展理念，让“高”“新”发展初见成效，“点绿成

金”成为现实。

锚定绿色低碳，激活创新因子

苏州高新区：让“点绿成金”成为现实

◎本报记者 宋迎迎 通讯员 肖玲玲

图为苏州高新区企业协鑫光伏超薄大尺寸单晶硅片生产车间内图为苏州高新区企业协鑫光伏超薄大尺寸单晶硅片生产车间内，，工人在从事生产工作工人在从事生产工作。。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进一步推动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产业园区作为创新资源的聚集地，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着排头兵的作用。据此，本报推出聚焦长江经济带园区特别策划，选择长江经济带上的部分代

表性园区，展现它们推动科技创新、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青 岛 高 新青 岛 高 新
区开展区开展““快捷建快捷建””
专项服务专项服务，，推动推动
项目早开工项目早开工、、快快
建设建设。。图为项图为项
目建设现场目建设现场。。

青岛高新青岛高新
区供图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