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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6日，乌鲁木齐市水磨
沟区教育系统“智慧水磨·科创
未来”首届科技节开幕式在乌鲁
木齐市第76小学举办。学生们
在科技节展示活动中体验操控
机器人、趣味科学实验等项目，
听取专家科普讲座，感受科技创
新的魅力。

图为乌鲁木齐市第 76小学
学生在科技节上参观体验。

新华社记者 王菲摄

智慧科创

点亮童心

◎本报记者 雍 黎 实习生 陈佳妮

“2023 年，我们共获批 3 个重大科

研项目，获得 1300 万元的财政资金支

持，大幅提升了企业的科研创新能力。”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甘肃省定西

马铃薯研究所理事长李进福说。

健全的财政科技投入机制是定西

市 激 发 企 业 创 新 能 力 的 法 宝 。 2021

年，定西市出台了《定西市强化科技支

撑助力追赶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意在强化财政

对科技的支持，建立持续稳定增长的财

政科技投入机制，市、县区两级设立科

技创新专项资金。

记者从定西市强工业强科技行动

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得到一

组数据：2023 年定西市财政科技投入

达 5.44 亿 元 ，占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1.62%。在甘肃省率先推行普惠性研发

投入后补助政策以来，定西市先后为

208 家企业提供了 1563.81 万元的研发

后补助资金，有效激发了企业研发活

力，推动了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

量发展。

为特色产业赋能

马铃薯是定西市主导产业。一直

以来，该市马铃薯播种面积稳定在 280

万亩以上。定西马铃薯研究所是甘肃

省首家民营马铃薯研究和种薯生产企

业，从事马铃薯脱毒原原种、原种及商

品薯的研究、生产与销售，在马铃薯种

质资源保护、新品种选育、马铃薯种子

出口方面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近年来，随着公司的持续扩张，人

才短缺问题愈发明显，这严重制约了企

业转型升级。”李进福告诉记者，2023

年 4 月，定西市启动省级重点人才项

目，为定西马铃薯研究所争取项目资金

1000万元。

利用项目经费，定西马铃薯研究所

与中国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内蒙

古大学等国内高校展开合作，加大了对

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有效克服了

人才短缺问题。

同时，在充分的资金支持下，定西

马铃薯研究所与中国农业大学电气与

信息工程学院联合实施市级“揭榜挂

帅”项目——马铃薯原原种生产智能自

动控制开发，以智慧农业为突破口，采

用 AI 技术进行自动化技术改进，提高

了马铃薯的产量和质量。

为企业研发蓄力

近年来，定西市坚持工业化思维发

展农业产业，走特色化品牌引领之路，

其中就包括推动“定西宽粉”产业持续

发展壮大。

作为“定西宽粉”产业行业协会会

长单位，定西恒源清真淀粉制品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陈维霞介绍，2023 年以

来 ，公 司 获 得 财 政 资 金 467.61 万 元 。

利用这些资金，公司开发新产品 10 余

种，完成定西宽粉专用薯品种选育研

究、马铃薯鲜粉长货架期关键技术研

究等 2 项研究成果，申请实用新型专

利 10 件。

同样受到资金支持的还有定西市

三牛农机制造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是

生产旱作农业机械，产品涵盖中药材、

马铃薯机械化等八大系列逾百种。

“2023 年，定西市三牛农机制造有

限公司研发投入达 1500 万元，兑现研

发投入后补助经费 11 万元。”该公司

总经理赵明告诉记者，通过加大资金

投入，公司科技创新硕果累累，获得

国 家 专 利 126 件 ，其 中 发 明 专 利 26

件，并获得多项国家和省级创新与科

技进步奖。

赵明透露，公司自主研发的“高效

马铃薯膜上覆土联合作业机械”和“党

参露头栽培覆膜覆土联合作业机械”占

据国内市场 30%以上份额。

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定西市始终

以财政科技投入机制为抓手。“到 2025

年，定西市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更加完

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更加完备，科技

创新环境更加优化。”定西市科技局局

长王敏表示：“我们正围绕这一目标，加

强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促进科技创新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为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强化政策导向 激发创新活力
——甘肃定西出台强化科技支撑助力追赶发展实施方案

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看招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重庆主城都市区将构建网络型城市空间格局，成为建

设我国重要中心城市的主要承载地。3月 26日，《重庆市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解读

新闻发布会在重庆举办，会上对相关内容进行了阐释。

22个区县构成主城都市区

重庆作为 8.24 万平方公里、3400 万人口的超大规模城

市，发展空间巨大。《规划》基于资源禀赋条件和环境承载

力，构建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和渝东南武陵山区 3

个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承载 3600 万人

口容量的生产生活空间。

主城都市区是重庆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主战

场，渝东北三峡库区和渝东南武陵山区突出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和文旅融合、城乡协同发展。到 2035 年，全市城镇化

率约 80%，中心城区城镇化率约 95%。其中，主城都市区是

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区域，包括 22 个区县，构建“多中

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空间格局，分为中心城

区、渝西地区和渝东新城三个部分。

“《规划》为实现国家高质量发展制定了重庆的行动方

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兵表示，本轮《规

划》是重庆历史上第一部“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也是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在重庆的落地细化。

“重庆是 2019 年党中央、国务院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以来，全国首个获国务院批准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的城市。”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扈

万泰介绍，《规划》明确了重庆的城市性质和核心功能定位：

重庆是我国的直辖市，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和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构建‘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城市空间格局，有助

于改变原来‘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实现中心城区与周边郊

区新城梯次形成一个整体，功能互补、同城化发展，打造更

高能级、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主城都市区。”扈万泰表示。

打造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根据《规划》，重庆将控制中心城区中部槽谷的城镇规

模，重点在西部槽谷、东部槽谷发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以

及绿色新型产业。渝西地区规划渝西国际开放枢纽，深化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渝东新城与中心城区功能互补、融合互动，

规划一批现代化郊区新城。主城都市区集聚先进制造、科技

创新、开放平台、交通枢纽、金融商务、文化旅游、宜居生活等

核心功能，集聚国际人才、全球资本等高端要素，形成更高能级的开放共同体。

其中，规划布局“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空间。在两江新区、高新区、经开

区、综合保税区和工业园区布局先进制造业，在渝西地区实施先进制造业发展

“渝西跨越计划”，打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新高地。

规划布局“416”科技创新空间。发挥西部（重庆）科学城引领作用，建设成渝

（金凤）综合性科学中心，联动两江协同创新区、广阳湾智创生态城、荣昌高新区、

永川高新区等，打造西部科技创新中心。

“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求

着力解决片面追求规模、功能过度集中、人口过度集聚、大城市病加剧等问题。”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张睿表示，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

在于实现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重

庆将聚焦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增强中心城区科技创新、先进制造、门户枢纽、

金融消费等核心功能，加快两江新区、科学城等重大产业和功能的集聚，形成具

有重庆辨识度和国际竞争力的功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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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

全程铂）3 月 25 日，2024 年湖南省科技

创新工作会议在长沙举行。湖南省科

技厅党组书记李志坚在工作报告中提

出，2024 年，湖南将以长株潭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提质升级、建设湘江科学

城、“4+4 科创工程”、建设长沙全球研

发中心城市、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五

大标志性工程为总揽，大力实施创新提

升行动。

2023 年，在湖南省委省政府战略

部署下，科技系统重点打好“科技创新

攻坚仗”，积极实施科技“五大标志性工

程”和“4+4 科创工程”，全省研发经费

投入增长 14.2%，突破 1100 亿元，研发

投入强度达 2.41%，排名由全国第 12 位

跃居第 9 位。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突破

1.6 万 家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总 数 增 长

70%，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近 4000 亿

元，增长 50%。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

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

年。湖南科技系统主要目标为全社会

研发经费投入增长 12%以上，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 100 项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长 10%左右，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超 1000 家，在湘高校经认定登记技术

合同在本省转化占比 50%以上。

为实现上述目标，今年湖南将重

点抓好宏观统筹联动、推进“五大标志

性工程”建设、培育一流战略科技力

量、布局实施重大科研攻关任务等九

方面工作。在成果转化、新型研发机

构培育、科技金融等方面强化机制创

新和试点示范，争创国家区域科技创

新中心。

今年，湖南还将展开一批探索和试

点等新动作：探索支持“双一流”高校本

科生开展基础研究，启动新建首批高职

高专院校科研创新平台；绘制“4×4”现

代化产业体系创新图谱，强力支撑重点

产业倍增计划；出台《湖南省加快高等

院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推动

高校与高新区共建大学科技园；开展企

业库扩容试点，探索科技担保、科技保

险等试点；设立企业科技创新咨询委员

会，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建立战略研究

院，支持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和上下游企

业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探索长

沙研发、本地中试产业化的协同创新模

式；支持国家创新型县（市）探索更多可

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创新经验。

湖 南 ：2024 年 大 力 实 施 创 新 提 升 行 动

科技日报太原 3 月 26 日电 （记

者赵向南）“山西创新生态进一步优

化，从 2020 年到 2022 年，省属企业研

发投入年均增长率超过 20%，2023 年

省属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增幅 20%

以上，省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

新覆盖率达到 100%。”3 月 26 日，在山

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山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王文

保全面介绍省国资委和省属企业科技

创新时说。

山西省属企业有 18 家，分布在煤

炭、电力、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白

酒、信创、农业科技等领域。近年来，山

西省国资委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从全面统筹部署、全面优化科技创

新体系和创新生态、全面推动省属企业

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全面加强企业主

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才强

企战略“五个方面”，促进省属企业开展

科技创新活动。

据介绍，山西省属企业创新平台

体系基本形成，构建起了国家层面和

省级层面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研

究院梯次衔接的创新体系。已建成

国 家 级 各 类 研 发 创 新 平 台 27 个 ，其

中 2 个成功重组；省级各类研发创新

平台 194 个，其中省实验室 3 个，省重

点 实 验 室 18 个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中 试

基地 21 个。

山西省属企业科研重点为煤炭安

全开采及清洁高效利用、高端装备制

造、现代煤化工、新材料、数字信息技

术、现代物流、智慧交通、绿色建材等。

王文保介绍，山西省属企业科技研发水

平明显提升。“十四五”以来，省属企业

累计承担省部级以上课题 216 项，其中

国家级课题 25 项；共获省部级以上科

技奖励 164 项，其中国家级科学技术奖

励 5 项 ；申 请 专 利 近 万 件 ，授 权 专 利

7928件。

山 西 省 属 企 业 科 技 成 果 加 速 落

地应用，取得了显著效益。山西焦煤

“110”工 法 已 在 16 座 矿 井 60 个 工 作

面 应 用 ；华 阳 新 材 全 球 首 批 量 产

1GWh 钠离子电芯生产线投运，全国

首个 2000 吨钠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

项目投产；太重液压挖掘机、工程起

重机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潞安化工

晋华炉系列先进煤气化技术，近三年

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70%，形成产值

50 亿元。

山西：省属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增幅20%以上

（上接第一版）
“燕窝果生长周期长，对光照时间

和气候条件有严苛要求。”基地负责人

翁有良说，衢州能种出燕窝果，得益于

先进的农业设施和农业技术，夜间补

光便是其中一项。

为此，国网衢州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定期前往基地对补光灯等用电设备

进行检查，并深入田间地头，巡查农用

电力设备运行情况。近年来，该公司为

农户架设线路、新增变压器布点，全力

满足当地农业种植、养殖的用电需求。

受益于先进技术的还有北大荒建

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近日，这里

的技术人员正在对 24 棵山茄树进行

嫁接，不久后，茄子、人参果、番茄、龙

葵等蔬果就会在山茄树上“抱团生

长”。“山茄树是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

超级物种系列核心产品，可以实现一

年多产、四季结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十分可观。”技术人员汪敏介绍。

如何在保护生态和深度节水的前提

下，在西北寒旱地区和戈壁地区发展设施

农业？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进行了探索。

3 月的呼市，春寒料峭，清水河县

浑河滩智能温室项目建设正酣。挖掘

机挥舞着钢铁“手臂”，对大棚内的土地

进行平整，工人们则忙着辅配件安装。

“这批大棚预计 6 月份建成。明

年春节，就能吃上数字化智能大棚里

种出的蓝莓了。”项目总经理李永斌告

诉记者，该项目是内蒙古自治区单体

规模最大的设施农业基地，配套数字

化管理系统，建成后，将为呼和浩特市

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打造新样板。

“地还是那块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种法，如今丰产丰收还得靠科技种田！”望

着基地已启用的葡萄大棚，李永斌掩饰不

住欣喜，“经过一个冬天的呵护，棚里的葡

萄藤绿意正浓，今年收成又差不了！”

设施农业铺就丰收路

（上接第一版）
“这些是我们培育的番茄种苗，4

月中旬可以挂果，5月中旬就能采摘。”

该农场技术负责人许鹤铭告诉记者。

对于温室栽培，如何保证番茄仍

是人们记忆中的味道？许鹤铭说，这

要得益于温室智能化控制系统。该系

统基于先进的传感器技术、数据分析，

以及人工智能算法，能够实时监测植

物根系周围的环境，还能够自动调整

营养液配比，确保植物在不同生长阶

段都能获得最适宜的营养供应。

在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铄果椿家

庭农场，记者看到，这里除了严格管控

樱桃各项生长指标外，还采用了最新生

态栽培技术，实现了全程标准化种植。

经营模式集约化

“我从父亲手中接手果园后，开始

探索观光农业。”谢硕章介绍，他将果

园打造成中小学生开展研学、科普农

业知识的休闲农场。

集约化经营不仅鼓起了农民的钱

袋子，也孕育出乡村新业态。

“我们建有良种繁育区、生产区，

所生产的黑小麦良种可供周边农户生

产所用。”尝到家庭农场经营甜头的河

北省馆陶县黑小麦农场主范月青，站

在田埂上笑盈盈地对记者说，这得益

于农业部门推广的“一码通”赋码和应

用“随手记”记账软件。

“我们实行家庭农场名录制度，建

立了录入和退出机制。”河北省农业农

村厅农村合作经济处处长刘海生介

绍，目前名录里的家庭农场有 14.4 万

个。其中，9200 多个农场实现了“一

码通”赋码，6600 多个农场应用了“随

手记”记账软件。

经过培育，一批产业特色明显、示

范作用大的家庭农场崭露头角。

“目前，我区拥有省级示范家庭农

场 17 家，多家被评为市级‘十佳’家庭

农场。”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农业农村

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振宇介绍，家庭农

场已由注重数量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只有内强素质，外强能力，家庭

农场才能不断强大。”农业农村部管理

干部学院家庭农场发展中心主任于占

海认为，“在培育壮大上要因地制宜，

家庭农场才能走得更远。”

家庭农场开启致富门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诏宇）近日，

国网电力空间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的数字电网空间信息平台，顺利在该公

司空间数据内网云应用投产。这标志

着电网三维空间信息管理领域信息化

水平迈上新台阶，步入智能化、云端化

应用的新纪元，为电力行业的创新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

目前，该平台研发团队持续监控平

台运行状态，全力开展基础架构性能优

化、空间数据集成处理分析等工作，整

体实际应用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据了解，国网电力空间技术有限

公司为支撑数字电网建设，重点聚焦

电网常规航巡、激光扫描、卫星遥感、

气象预警业务，开展输电线路激光点

云三维空间信息与通道本体数据融

合、基于二三维联动的数据管理等技

术研究。

自 2015 年起开展技术攻坚以来，

公司成功研发三维双引擎协同联动技

术架构，实现电网三维大场景与微观精

细化场景的无缝融合，构建超过 17 万

公里输电线路三维数字孪生底座，为国

网公司华北分部、华中分部、甘肃公司、

山西公司、西藏公司等提供服务。

此次云上投产，国网电力空间技术

有限公司采用了先进的云计算技术，通

过构建高效的数据处理和分析系统，整

合了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等先进技

术手段，优化完善智能规划选线、电网

通道地物要素精细化管理、电网环境信

息监测与预警分析、输电线路状态模拟

仿真、电网应急调度指挥等功能模块共

计 200 余项功能点，为电网规划、建设、

运行和维护提供了全方位、多维度的信

息支持。

云 技 术 为 数 字 电 网 空 间 信 息 平

台提供了强大且集中的计算能力，空

间数据处理分析效能相比传统模式

下 分 散 的 计 算 环 境 提 升 近 60% 。 同

时，基于国家电网公司统一的内网云

建设应用策略，平台云上应用可有力

支持跨地域、多终端的并发访问和协

同工作，为下一步集成对接电网各专

业信息系统，支撑电网设备数字化管

理，构建数智化坚强电网奠定了坚实

基础。

电 网 数 智 化 空 间 信 息 平 台 实 现 云 上 投 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