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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郑莉 通讯员孙嘉隆）记者 11 月 15 日获

悉，在江苏省无锡市近日举行的梁溪区第二届发展大会上，100

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金额达 380 亿元。

这些项目涵盖科技人才平台、智能制造、商贸服务、文旅融

合等领域，旨在布局产业新赛道，打造“产业新梁溪”。梁溪区正

在围绕产业结构“布新”、增长动力“转新”。

据悉，大会总体架构为“1+5+N”，即召开 1 场发展大会主会

议，举办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空天产业发展、千帆大模型暨百度

智能云、昇腾人工智能等 5 个分领域论坛，开展 N 场商贸洽谈、

资源推介、闭门交流等活动。

在会上，该区正式发布《关于梁溪区引进重点产业急需紧缺

人才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梁溪区促进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政策意见》，支持建设新型研发机构与高校开展全面合作；

成立 1000 万元“梁溪科技创新合作资金池”；对顶尖人才（团队）

给予最高 1 亿元综合支持，对落地人才工程给予最高 500 万元项

目支持，为科研创新与人才提供最优政策支持。

据 了 解 ，会 上 ，国 联 梁 溪 消 费 科 技 基 金 、梁 溪 科 技 城 数 字

经 济 产 业 母 基 金 、国 联 金 沙 江 空 天 产 业 基 金 、梁 溪 文 化 大 消 费

基 金 等 4 支 新 基 金 设 立 ，将 进 一 步 促 进 梁 溪 区 产 业 和 金 融 的

良 性 循 环 ，发 挥 金 融 撬 动 作 用 ，带 动 一 批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在 梁

溪集聚。

在活动现场，无锡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基地正式启动；梁溪科

技城与深海科学技术太湖实验室就船海智能应用大模型达成合

作，并与 16 家企业签约，全力打造百亿级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圈和

全国人工智能产业应用标杆。

无锡梁溪：

100个重点项目签约落地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记者 11 月 16 日获悉，首届湖南（廉

桥）中医药产业博览会近日在湖南省邵东市廉桥中药材交易中心开

幕。湖南省邵阳市政府与湖南中医药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当地各县市区（园区）、企业、院校签订产业合作、校企合作项目 28

个。会上记者还获悉，邵东市正在着力打造湖南省国家中医药综合

改革示范区先导区。

邵东市有 2000 多年中药材栽培历史，被誉为“中国中药材之

乡”“中国玉竹之乡”。邵阳市廉桥镇获批全国第一批中药材特

色小镇、产业强镇，被誉为“南国药都”。目前，邵东全市有中药

材资源 2062 种，总蕴藏量 651.3 万吨，中药材种植面积 21.7 万亩，

种植户 5 万余户。2022 年，邵东市中药材全产业链产值 124.03 亿

元，玉竹、玄参、射干等中药材的产销量和出口量领先全国，出口

创汇 3.26 亿元。

据悉，近年来，当地实施药材增效工程，投资 68 亿元，建设了

规模约 3 平方公里的廉桥医药产业科技园。自然堂、弘华药业、

润天集团等企业项目相继在此建成投产。当地还建设了目前全

国单体面积最大，亦为全国首家涉市场交易的中药材专业仓储

基地，建成了集商品集散、仓储物流、加工配送、电子商务为一体

的“智慧药市”，力促中药材产业“加工高端化、种植规模化、市场

便捷化”。

会上，邵东市委市政府还透露，邵东拟以“药”为媒，打造“智慧

化+数字化”驱动引擎，大力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强中药材标准

化体系建设和研究，瞄准建设“中药材大基地、培育中药大品种、做强

中医药大企业、打造中医药大品牌”目标，将廉桥打造成享誉全国的

药材宝地、康养福地。

湖南邵东：

打造中医药改革示范先导区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王成凯 魏婉丽 骆兴龙 记者朱彤）记者

11 月 16 日获悉，截至 10 月 30 日，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通过西气东

输这条现代能源“丝绸之路”，已累计向我国中东部地区输送天然

气突破 3400 亿立方米，相当于 2022 年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 1.5 倍。

年供气量也逐年增长至 2022 年的 253 亿立方米，为下游经济社会发

展、民生用气保障持续注入“暖流”。

西气东输工程投产 19 年来，塔里木油田始终把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和平稳供气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将天然气作为成长性、战略性

工程谋划推进，挑战超深、超高温、超高压、高含硫等世界级勘探开

发难题，全力提升天然气保供能力。

近年来，塔里木油田落实了克拉—克深、博孜—大北两个万亿

立方米大气区，成功开发我国陆上最深的克深 9 气田、我国陆上压

力最高的克深 13 气田等一批大中型气田，成为我国三大主力气区

之一。2022 年，油气产量当量达到 3310 万吨，其中天然气产量 323

亿立方米，为冬供提供了可靠的增量资源。

塔 里 木 油 田 天 然 气 西 气 东 输 第 一 站 位 于 全 长 4200 公 里 西

气东输一线的最西端，承担着塔里木油田 85%以上的天然气外

输任务，是连接天然气上游各气源地和下游输气管网的重要枢

纽站。

为了让这颗“心脏”健康跳动，塔里木油田精心组织管理运维，

加强安全风险管控，持续提升西气东输第一站供气保障能力。今

冬明春，塔里木油田向西气东输管网最高日供气量将达到 8000 万

立方米左右，按照三口之家一天用 0.5 立方米天然气计算，可满足

40 余万户家庭 1 年的用气需求。

塔里木油田公司油气运销事业部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常桂川表

示，当前，西气东输第一站年供气能力已从最初的 120 亿立方米，逐

步提升至 400 亿立方米，连续安全平稳供气 6900 多天，实现了“无一

时短供，无一日断供”的保供承诺。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

供气突破3400亿立方米

“通过线上申报贷款，不到 2 周时间，

无需抵押物的 400万元贷款资金便打到了

公司账上。”谈起“科创贷”，成都新基因格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亓宇忍

不住感叹。11月 14日，记者从成都市科技

局获悉，由该局联合银行、机构共同开发

的“科创贷”产品，目前已经实现累计放款

9748 笔，放款金额 300.92 亿元。其中 2023

年实现放款近 60亿元，同比增长 4.24%。

“科创贷”是面向成都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特别是入驻各类创新创业载体的初

创企业，通过政府资金帮助企业增信，联

合银行（包括经成都市金融办批准设立的

科技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保险公司开发

的一种信贷产品。

“科创型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便是人

才和技术。由于不少科创型企业以轻资

产为主，获取抵押贷款的周期长，难度也

较大。”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张弛说，

为此成都推出的“科创贷”等科技金融贷

款产品，主要围绕解决“高科技、高风险、

轻资产、无抵押物”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贷

款难的问题。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

“科创贷”直接获益企业之一。“作为科技

型企业，我们的大部分资产均为知识产权

及专用设备。‘科创贷’产品担保方式灵

活，有效地解决了公司短期的资金需求。”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李进表示，这类型科技金融信贷产

品，让企业在创新研发方面的投入更有信

心及底气。

在传统贷款模式下，面对“轻资产、重

智产”“无抵押、无担保”的科技型企业，银

行往往是想贷而不敢贷。那么“科创贷”如

何破题？记者了解到，“科创贷”通过引入

市区两级政府、保险公司、担保公司与银行

共同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并确立了政府

最高分担50%、银行最多承担50%的风险分

担比例，还建立了“银行+政府”“银行+政

府+保险”“银行+政府+担保”等多元化信

贷融资模式，实现多元化风险缓释模式。

“‘科创贷’运用政府专项资金作为风

险兜底，帮助银行和担保机构缓释了一定

程度的贷款损失风险。这一举措不仅降

低了客户的贷款门槛，还大幅下调了客户

的综合融资成本，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和科技型企业的欢迎。”成都银行中小企

业部产品研发科经理徐苏新说，作为“科

创贷”产品首家合作银行，成都银行目前

已累计发放科创贷 176 亿元，在科创贷整

体发放金额中占比近 60%，服务了 80%成

都市科创板上市企业。

同时，“科创贷”通过“银行+政府+担

保”的信贷融资模式，实现风险共担，金融

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得到了

大幅提升。“当前，‘科创贷’的研发团队还

在借助数据化、信息化等手段，不断创新

和改进，针对科技型企业的不同需求和特

点，提供更加精细化、个性化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为推动成都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

转化贡献金融力量。”徐苏新说。

“企业在我们这里填报信息并完成注

册，进而生成企业的画像信息，随后便可

以申报支持项目。”张弛说，通过运用财政

风险补偿资金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开

发科技金融信用贷款产品，将有力发挥财

政科技资金放大作用，帮助更多科技企业

获得信用贷款支持，有效解决科技企业

“缺抵押”“融资慢”的问题。目前在成都，

“科创贷”产品已累计服务各类上市企业

30余家。

发放“科创贷”超300亿元

成都探索科技金融精准服务新模式

清洁的煤、简装的气、液态的氢、移动

的电，绿色甲醇如今扮演着越来越丰富的

角色。在世界追求绿色转型的浪潮中，绿

色甲醇作为一种潜在的清洁可再生燃料，

正逐渐受到关注。

日前，2023 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甲醇经济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在山西晋中

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于此，

围绕“智慧能源 绿色共赢”主题分享观点，

推进全球能源领域广泛交流和务实合作。

甲醇燃料竞争力日益加强

甲醇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基础原料，也

是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一种重要

的清洁燃料。随着甲醇燃料生产技术的

不断进步，其生产成本逐渐降低，使得甲

醇燃料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日益增强。

论坛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醇醚燃料及醇醚清洁汽车专业委员会发

布了《2023 中国甲醇燃料调研报告》，其中

指出，中国甲醇燃料形成一定的规模，

2022 年中国甲醇燃料消费总量达到 786.3

万吨；中国甲醇在车用燃料领域的应用进

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2022 年国内汽

车用甲醇燃料消费量突破百万吨，较 2019

年增加了 30.9万吨。

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刘

科表示，绿色甲醇作为长时储能技术，是

取代进口石油及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

之一。传统的电池储能技术容量较小，如

太阳能在一天之中只有 20%的高效发电时

间。甲醇技术的出现为长时间储能和碳

中和提供了一种科技路径。

“发展甲醇经济意义巨大，从国家层面

来说，有助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能源

多元化发展；从行业层面来说，甲醇在购置

成本、使用方面都非常具有经济性，用甲醇

替换汽柴油驱动运力，可以进一步改变汽车

行业能源结构现状。”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

车集团CEO范现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用好产业基础释放发展潜力

山西省晋中市是全国最早从事甲醇燃

料和甲醇汽车应用的试点城市之一，具有

“研究起步早、产业基础优、技术支撑强、配

套链条长”等特点，经过多年探索发展，初

步形成甲醇生产研发、装备制造、输配加注

的全产业链体系，是我国推广运用甲醇经

济成果最多、产业化力度最大的城市。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

委李青山指出，当前甲醇经济已经成为山

西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打造能源多元化发

展格局，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和推进能源革

命综合改革试点的重大任务和战略选择。

面对资源与产业的发展优势，山西甲

醇产业如何发挥优势，释放发展潜力？

在论坛上，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

副院长、太原理工大学教授李晋平给出

建议。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提高甲醇的

生产效率和能源利用率，降低生产过程

中的碳排放。同时，可以积极推动甲醇

与其他清洁能源的混合使用，例如与氢

能源、电力等进行互补，提高能源的综合

利用效率。

“晋中有发展甲醇经济和新能源产业

的坚实基础。”全国醇醚燃料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吴跃曲建议，

希望晋中通过打造千亿级甲醇经济示范

区，推动更多有效政策落地，培养发展一

批具有领先技术、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企

业，建立规范性、标准化管理体系，助力甲

醇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山西甲醇燃料产业为地区发展“加油”
◎实习生 冯皓钦 本报记者 韩 荣

11 月 7 日，国家蛋鸡体系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宁中华又一次从北京赶到千里之外的山东省济宁市

汶上县。他此行的目的是见一位遇到难题的老朋友。在

汶上，山东金秋农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秋农

牧）董事长贾正国早早地站在公司门口迎接，两位老朋友

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宁中华是济宁市科协组建的农业科技专家库成员。让

贾正国尝到新品种畅销甜头的粉壳鸡蛋、绿壳鸡蛋便是宁

中华教授的手笔。12年来，科学家与企业家通力配合，让金

秋农牧连闯两关，直至成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在济宁市 1.1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像宁中华一样的

科协专家还有不少。他们聚集到当地的主导产业链上，

沿着产业链条寻找断点，查漏补缺，疏通堵点，直至推动

产业驶入高质量发展的高速路。

“三库一团”为高质量发
展提供引擎

南葛村是济宁市下辖县级市邹城大束镇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村子。但是，这两年却因为种蘑菇而声名鹊起，

成了远近闻名的香菇种植示范基地。

南葛村的崛起离不开一位科协老专家——张金香。

记者见到张金香的时候，这位年逾六十岁的济宁市

老科技工作者先进个人正在当地的食用菌大棚里劳动。

在菇农们眼中，从香菇菌棒的注水、疏蕾到香菇大棚的通

风、喷水，从香菇菌种繁育到栽培技术，从食用菌产品加

工到市场营销，“老专家没有玩不转的”。

在他的推动下，29 名南葛村菇农先后加入当地的食

用菌种植合作社，香菇种植基地达到满棚状态，每年 400

余万元的产值鼓起了农民兄弟的腰包。

济宁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勇告诉记者：“我们依

托 51 家市级学会、7 家高校与众多科研院所等平台阵地，

充分发挥专家人才智力密集优势，整合全市各级各类科

技、科普资源，组建农业科技专家库、青少年科技专家库、

医学健康科普专家库、科普艺术团‘三库一团’，汇聚 327

位优秀科技工作者、科普工作者，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引擎，为科技和科普贡献力量。”

“科协是科技工作者之家，有着丰富的人才和技术资

源，如何把这些资源与农村、农业的实际相结合，把先进

的技术推广开来，引导村民依靠知识、依靠科技增收致

富，是我一直在思考实践的课题。”说这句话的是山东省

科协派驻济宁市梁山县雷黄村第一书记褚新民。

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通过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引进推广优质品种、实用技术，实现集体增收村民致富。

产业链在哪里，专家就在
哪里

雷黄村的产业基础并不好，农民们世世代代以种地

为主。2022 年金秋，褚新民与山东省种业集团争取捐赠

了部分“济麦 22”原种，争取省级学会捐赠了部分农资，打

造了 100亩小麦良种试验田。

由山东农科院培育而成的“济麦 22”产量高且稳定，

种植面积已经连续 10年保持全国第一。

有了好品种，关键怎么种。在种植过程中，褚新民带领

当地百姓施用有机肥，推广定期喷灌、合理追肥、“一飞三

防”等实用技术，还定期邀请专家现场指导，小麦长势好，产

量也高，可以给村集体带来十几万元的收入。除此之外，他

还使用第一书记衔接资金建设了一座建筑面积 3000平方

米的仓储库房，每年又能给村集体增收10多万元。

“产业链在哪里，科协专家就在哪里；痛点在哪里，科协

专家就研究哪里。”这句话是对济宁科协专家们的真实写照。

12 年前，贾正民还在彷徨——仅仅几千只芦花鸡，纯

度还远远不够，一年二三百万元的收入勉强维持企业运

行。满腹经纶的宁中华目光毕竟老辣，一眼就看出了问

题，“你的选育方法不对”。

专家介入，立即给出答案。原先人工群养的芦花鸡

变成了“一只鸡一个笼”，育种方面从原先的小作坊变成

了大工厂，效果很明显。如今，贾正国已经拥有 2 万多只

原种芦花鸡，扩繁群达到了 18 万只，每年 2 亿多元的产值

让他感到满意。

记者了解到，金秋农牧从小发展到大，从省到市，再

到县，三级科协部门为其带来的专家还有很多，比如中国

科学院院士吴常信在这里建立了院士工作站，山东农业

大学教授唐辉送来的新技术让贾正国的芦花鸡打破了近

亲繁殖的困境，展现了科技的魅力……

不过，在贾正国心目中，在专家支持之外，科协对企

业的扶持还有很多。

2010 年左右，贾正国的企业正经历从个体户到公司

化的转型，但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资金成了大问题。

关键时刻，当地科协送来了一个 20万元的扶持项目，成为

贾正国心目中“雪中送炭”般的举动。

贾正国说：“当时，没有这 20万元，可能就没有我们的

今天。”

山东济宁科协发挥人才库优势

专家出手助产业驶上“高速路”

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芦花鸡养殖户马海涛受益于科协专家的技术辅导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芦花鸡养殖户马海涛受益于科协专家的技术辅导。。图图
为马海涛站在自家鸡舍内向专家介绍近期的养殖情况为马海涛站在自家鸡舍内向专家介绍近期的养殖情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延斌王延斌摄摄

图为在山西
晋中的吉利甲醇
汽车生产车间，
工人正在最后检
查一批即将走下
生产线的汽车。

本报记者

韩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