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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叶青）4月上旬，琶

洲打造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示范区发布

会在广州市海珠区琶洲举办。会上宣布，

广州市支持海珠区建设国内首个人工智

能大模型应用示范区，海珠区揭牌琶洲人

工智能大模型合规指导服务中心，推介

《海珠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三年行动计

划》，集中发布 4个大模型项目。

今年 3月，《广州市支持海珠区建设人

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示范区实施方案》正式

印发实施。这是国内首个聚焦行业大模

型产业发展的方案。该方案提出全力推

动海珠区打造国内领先的人工智能大模

型应用示范区，力争到 2026 年，推动人工

智能大模型在 8 个以上行业深度应用，推

广典型应用场景不少于 30个、选树标杆企

业 50 家、储备算法超 5000 个，带动示范区

主营业务收入超 5000亿元。

为支撑大模型发展，海珠区着力打

造“六大平台”，包括政策助力平台、算力

供给平台、合规指导服务中心、孵化培育

平台、金融赋能平台、生态集聚平台。广

州市、海珠区 3 年将总共投入超 10 亿元，

从大模型硬件基础层、AI 应用层以及数

字经济人才侧三个维度给予支持，对完

成大模型或算法备案的给予最高 100 万

元奖励。

为满足大模型企业对算力的需求，

海 珠 区 重 点 部 署 本 地 算 力 、构 建 算 力

调 度 平 台 ，加 快 提 升 智 能 算 力 供 给 。

目 前 ，海 珠 区 已 推 动 琶 洲 算 谷 沙 溪 智

算 中 心 新 增 100P 算 力 ，计 划 上 半 年 完

成部署。

此外，海珠区正会同广州市属国企加

快设立琶洲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撬

动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计划基金总规模不

少于 100亿元，以投代引，培育优质产业集

群。海珠区预计今年完成首期基金设立，

规模不少于 10亿元。

截至目前，海珠区已有 21个大模型应

用项目落地。今年，海珠区还将争取再引

导 10个以上大模型完成备案、20个以上完

成算法备案、引育 50 个以上行业应用项

目，形成集聚发展态势。

广州海珠区将打造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示范区

“这项高纯纳米氧化铝生产技术是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一项

重大突破。新厂正式投产后，我们将实现规模化生产。”4月 12日，江

西鹏腾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姜鹏俊指着发明专利证书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该技术是企业与科研机构共同研发的。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江西省抚州市

金溪县正聚焦绿色化、高端化、链群化发展，努力打造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香料香精、化工新材料、铜基新材料三大集群，

通过培育创新主体，为“大美金溪”注入强劲动能。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据悉，金溪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的科

技企业梯次培育体系。

此外，金溪县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技术攻关，企业科技创新

水平得到提升。通统光电公司在科技创新政策的支持下，与南昌航

空大学合作，突破关键技术，改进生产工艺，研发出窄带滤光片等高

端新产品。公司还与中国联通合作，打造 5G+智慧工厂，生产效益提

升 20%以上。

金溪点对点精准对接，助推华宇香料、思派思香料等 32 家企业

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 20 余所高等院校以及中国

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香料研究所等 20余家科研机构建立

密切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企业研发能力、竞争力。在招才引智方

面，金溪县大力实施人才“引、育、用、留”四大工程，设立招才引智工

作站，定期举办高层次人才联谊会和博士联合会。

下一步，金溪县将深入实施科技兴赣六大行动，重点围绕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健全科研攻关体系、发展科

技金融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江西金溪将实施科技兴赣行动

近日，在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泽城村写生基地，一款型号为丰翼

方舟 40的物流无人机进入了最后调试及空运审批阶段。

左权县正着力推动“空中送餐”项目在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应

用。届时，从基地出餐到用户取餐，最快只需 10分钟。

“将来在山上作画，外卖也能打飞的，再也不用担心吃饭问题

了。”前来泽城村写生的学生郑景文听说“空中送餐”项目后高兴地告

诉记者。

据了解，承担送餐任务的无人机采用八轴设计，单次可携带 10

千克货物，平均飞行速度达每小时 50 千米，充满电最长可飞行 20

千米。

工程师李鑫介绍，目前“空中送餐”项目以泽城驿站为起点，配送

东安山村、西安村两个配送点。无人机配送具有速度快、过程可控的

优点，是即时物流运输的得力工具。

“本项目可以极大缩短送餐时间，省时省力。”李鑫介绍，物流无

人机拥有高精度的自动降落及避障系统，能够平稳、准确、自动降落，

降落精准度达厘米级。通过无人机信息回传系统，可以实时查看无

人机飞行数据，监控快件安全。

“低空经济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升交通运输效率、推动科

技创新等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山西左权

着力推动“空中送餐”项目应用

“一批产品不良率偏高，但下一批次又正

常了。服务中心能帮忙排查一下问题吗？”

“有些技术研发需要比较高端的仪器，

单独购入又不太划算。能否提供支持？”

“我们所处的传统行业市场紧缩，公

司急迫需要转型升级。能否为我们提供

转型方面的规划指导？”

……

近日，记者走进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的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启动区。在区域

技术创新一站式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

中心），前来咨询、洽谈合作的企业团队络

绎不绝。针对他们提出的各种需求，服务

中心人员一一解答。

2023 年底，为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相互促进，苏州相城区与长三角先进材

料研究院（以下简称长材院）共建区域技术

创新一站式服务中心，在科技与产业之间

搭建桥梁，围绕区域服务、企业服务、产业

服务等方面，形成了22项创新服务菜单。

提供全周期服务

走进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高端装备关键环材研发与应

用研究联合实验室”的牌匾映入眼帘。

在实验室里，由长材院派驻的多名科

研人员正在用设备检测分析模具钢的使

用情况。长材院与公司的科研人员合力

攻关，围绕高端装备用高温合金、特种合

金、轻合金的应用需求及未来发展，在材

料服役性能和表征、材料塑性加工和热处

理研究等领域进行讨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实验室成立半年

多来，科研团队已在材料成型、模具性能

提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公司技术副总裁宋亚东表示，企业注

重技术创新，和多所高校有产学研合作。

但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仍面临着创新

能力不足的问题，需要更专业的科研团队

来解决技术痛点。

区域技术创新一站式服务中心负责

人、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院高级顾问程晓

农介绍，中心成立以来，组建了一支专业

技术团队，深入企业一线，实地了解产线

现状，解决遇到的技术难题。成立 3 个月

以来，服务中心共接待服务各类需求超

100项。

目前，服务中心依托长材院研发团队

以及材料分析表征平台、材料大数据平

台、失效分析中心、材料制备加工中试平

台等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全生

命周期的服务。

同时，服务中心汇聚了苏州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材料学科长三角

创新联盟、材料类重点实验室长三角创新

联盟、长三角高校先进材料创新联盟等 25

家专业研究所的科技、人才资源优势，针

对企业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重塑传统产业优势

依靠技术创新、要素创新等优势，苏

州 相 城 正 重 塑 传 统 产 业 竞 争 优 势 ，向

“新”而行。

日前，相城区企业苏州领裕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与服务中心签订了技术服务合

同，公司希望服务中心背后的长材院能提

供技术支持。

“我们新产品开发过程中遇到技术瓶

颈，需要有专业团队帮助分析问题。服务

中心为我们量身定制了项目合作方案。”

领裕电子总经理顾大南说。

先 进 材 料 是 相 城 区 的 支 柱 产 业 之

一。“我们在走访中发现，企业对于技术的

需求是很具体的，而我们的技术背景还不

足以服务企业。现在，有了长材院的技术

人员跟我们一起走访企业，我们就能为企

业提供更高效的技术服务。”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赵宸德告诉记者，区域技术创新一

站式服务中心成立后，科技部门对企业的

技术服务更精准了。

相城区科技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依托

长材院等大院大所，企业在前沿新材料、

金属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等领域遇到的

技术难题能得到解决。科技部门还提供

材料研发、设计、制备、加工、表征、分析等

全生命周期服务，并开展培训，助力企业

人才培养。同时，服务中心还支持相关企

业开展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众

筹科研、项目孵化等合作，共同推动地方

产业发展。

目前，相城区已集聚先进材料企业

732 家。2023 年，全区先进材料产业销售

收入 937.4 亿元，同比增长 4.1%；净入库税

收 28.3亿元，同比增长 42.4%。

成立短短3个月，服务中心已为上百家

企业机构提供了各类服务，服务范围也从

相城辐射到张家港、无锡、上海等长三角区

域城市。2023 年，相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1194.78 亿 元 ，占 规 上 工 业 产 值 比 重

65.3%。在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的同时，相城区实现了区域协同发展，

以科技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能”。

苏州相城：科技服务小窗口传递产业创新大能量

“2023 年，我们享受了研发费用后补

助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这不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还增强了企

业应对市场风险、提高发展质量和水平的

信心与决心。”4 月 18 日，记者在内蒙古显

鸿科技股份公司采访时，公司总裁办副主

任刘悦勤说，“企业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科

技创新相关政策的支持，在政策扶持下，

我们企业发展会更好。”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加快推进“科

技兴蒙”行动，强化创新政策导向作用，先

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兴蒙”行动

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内蒙古自

治区研发投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21—

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企业研究开发投

入财政后补助办法》《科技惠企政策二十

二条》等多项政策措施，逐步完善政策支

撑体系，持续提升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

激励与精准支持。“内蒙古科技厅全方位、

多角度地出台了一系列惠企政策，从制度

上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对企

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为企业创新发展

提供新机遇。”内蒙古科技厅政策法规处

处长张晓颖表示。

完善梯次培育机制

“我们一路成长，从科技型中小企业

发展为高新技术企业，离不开政策扶持。

创新政策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实力渐

强。”内蒙古易飞航空科技董事长兼总经

理李峰表示，“我们以创新为引擎，通过不

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摸索掌握无人机领

域先进技术。”

自内蒙古科技厅加速推进创新型企业

“双倍增双提升”行动以来，内蒙古建立完

善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育机制，对首次认定

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30万元研发奖

励，对首次认定的重点领域科技领军企业

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万元资金支持。

2023 年，内蒙古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中 小 企 业 总 数 分 别 达 到 1887 家 和 2539

家，数量较上年增长超过 20%和 60%，科技

领军企业数量达 40家，体现了内蒙古在科

技领域的蓬勃发展之势。

自治区科技厅和基金管理运营机构

与地方金融监管局、金融机构、内蒙古股

权交易中心共建科创联盟，在自治区股

权交易市场设立“科技创新板”，并对“科

技创新板”挂牌企业，每家给予 20 万元后

补助支持，用于企业开展资本市场配套

服务。

此外，内蒙古科技厅还大力推进科技

金融融合进程，加速企业梯次培育进程，

鼓励并引导优质科技型企业加快与多层

次资本市场对接。《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兴

蒙”行动 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明

确提出，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的科技型企业，给予一次性 500 万元奖

补。今年以来，全区共有 80家企业进入上

市后备企业库，其中 52 家为高新技术企

业，占比达 65%。

推动惠企政策落地

研发投入是企业提高技术研究开发

水平和效率、获取创新能量的源泉。

近年来，内蒙古科技厅将强化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作为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重要抓手。此外，内蒙古科技厅还

实施规上工业企业“三个全覆盖”和国有

企业“三清零”行动，并持续推动惠企政策

落地落实，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在内蒙古制定的支持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奖励措施中，记者看到，自治区政府

按年度给予单个企业最高 500万元财政后

补助，已连续 2 年给予 1089 家企业研发投

入后补助资金 2.4 亿元；专项支持科技型

中小企业研发，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领军企业研发经费奖补资金 1.9 亿元，连

续 5 年给予 1764 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

费补助 3.9 亿元；落实全区规上工业企业

研发费用 259.2 亿元……多项数据亮眼，

惠企政策落实效果进一步显现。

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自 2015

年到 2023 年，累计投入 25 亿元，在呼和浩

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国内首家动物疫

苗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产业园，每年将销

售 收 入 的 10％ 投 入 到 企 业 研 发 与 技 改

中。“政策与资金双重支持，缓解了企业阶

段性现金流不足的问题，提振了发展信

心，也为我们加大研发投入提供底气。”该

公司项目经理张建宏说，“研发投入增长

与税费大幅减免，为企业发展增添了强劲

动力。”

2023 年，全区 350 家企业享受高新技

术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政策，减免所得税

额 48 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 14%、15.3%；

1476 户企业享受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加计

扣除额 109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3.6%、

78.7%。

构建协同创新体系

近日，内蒙古黄河流域掀起了一场水

资源节约集约科技创新的热潮，“黄河典

型支流与城市雨洪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及

示范”项目作为内蒙古“揭榜挂帅”项目意

义非凡。

该项目由内蒙古黄河流域雨洪资源

高效利用创新联合体承担，将解决黄河流

域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关键核心技术

难题，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提供科技助力。内蒙古黄河流域雨洪资

源高效利用创新联合体由鄂尔多斯市圣

圆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中国水利

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

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等 10 家单位

参与。

近两年来，内蒙古科技厅持续推行

“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项目组织方

式，聚焦亟须科技攻关关键问题。通过

“企业出题”方式，围绕种业、黄河流域水

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稀土、新能源装备、防

沙治沙等重点领域，自治区广聚天下英

才，实施 38 项科技重大示范工程，引导区

内外企业、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 121

家，吸引区内外近 800 家企业高校和研究

机构参与，集聚创新人才超 4000 人，产学

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形成。

张晓颖向记者介绍：“我们不断加快打

造高能级创新平台，通过集聚优质研发团

队和创新资源，为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奠

定基础。实施创新平台能级提升行动，对

新认定的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研发经费补助。对新认定的国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全国‘质量标杆’企

业，给予100万元一次性研发经费补助。”

据统计，2023 年全年，内蒙古支持企

业牵头建设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41家、新型

研发机构 38 家、企业研发中心 1034 家，下

达奖补资金 1.9 亿元；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中有研发活动、有研发经费投入、设

立研发机构、申请发明专利的企业占比分

别达 34.84%、33.56%、29.04%、24.53%，规上

工业企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占比增幅居

全国前列。

企业搞创新 政府来奖补

内蒙古政策“红包”激发创新活力

图为金宇保灵生物药品有限公司科研人员在实验室进行兽用疫苗研发。
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记者杨宇航）4月 13日，西藏自治区在海南省海口

市举办招商引资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

据了解，此次推介会由自治区商务厅、投资促进局等单位共同组

织，邀请百余名企业代表。会上，自治区和拉萨市有关部门详细阐述

了区域投资政策，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拉萨综合保税区重点推介了

园区招商情况，两家西藏特色企业展示了特色产品。

与会企业代表普遍认为，此次会议给了他们深入了解西藏投资

环境、相关政策的机会。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多方共同发声，充分

展示了西藏优越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为企业家们搭建了信息交

流和合作的桥梁。

推介会上，云南建投西藏区域总部项目和昌都大唐清洁能源基

地产业园项目成功签约，投资额 5.14亿元。签约企业代表承诺，将积

极与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接，推动项目落地，并加强市场调查，确

保项目顺利建设和运营。同时，他们高度认可西藏的产业政策、金融

扶持政策等，并期待在新能源、项目开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领域

开展更多合作。

中国大唐集团代表杨倩在签约仪式上表示：“中国大唐将在自治

区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稳固合作基础，积极履行央企责任，为西藏经

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西藏招商引资推介会在海南举行

图为丰翼方舟40物流无人机在山西左权上空亮相。
张文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