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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尹矫 姜小帆）记者 6月 17日获悉，

由武汉光谷国际生命健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运营，中交二航局承

建的生物创新园二期项目日前通过验收。

生物创新园二期项目位于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占地面积 100亩，净用

地面积约 6.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25万平方米，包含研发楼、宿舍楼、

厂房、食堂及相关配套设施。

中交二航局项目负责人毛治国介绍，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克

服了岩层开挖、超长斜坡筏板、大跨度钢结构连廊等施工难点。同时，

他们广泛将智能建造技术应用于现场视频调度管理、塔吊运行监控、夜

间施工管理等多个环节，采用新型盘扣工具式脚手架，确保工程建设安

全有序推进。

项目高度重视前期质量策划工作，强化技术方案、技术交底的过程管

控；全面推行“样板引路”制度，严格执行“三检”制度，实时对施工方案进

行优化调整。项目利用 BIM 深化设计模型，部署 BIM 集成管理平台，从

进度、质量、安全、设计优化等方面进行信息化管理，科学指导现场施工，

助力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项目累计获得省部级优秀 QC 成果 3 项，发布核心期刊论文 1 篇，先

后斩获“2023 年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

目”“湖北省建筑结构优质工程”等 2项国家级荣誉、6项省级荣誉及 7项市

级荣誉。

项目交付使用后，将重点导入生物医药、“IT+BT”融合生物科技企

业，以及研发创新机构和企业总部，为光谷打造“国内领先、亚洲一流、国

际知名”的大健康产业中心提供支撑。

光谷生物创新园二期

通过竣工验收

科技日报讯 （饶曼迪 记者何星辉）6 月 17 日，记者从贵阳综保区获

悉，截至目前，该区已经与北京工商大学、贵州商学院、贵州工商职业学院

等 13所高校就电商人才引育问题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针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引育难点，贵阳综保区积极探索校地联合人

才培养模式，促进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有机结合。

位于贵阳综保区的贵州跨境电商产业园是贵州唯一的跨境电子商务

产业园区，也是贵阳综保区打造的数字贸易“一区两园”产业中心项目。

贵阳综保区聚焦园区产业发展人才需求，搭建了政府牵头、企业开

单、学校培养的电商人才培育体系，与省内外高校联合，协力构建“应用

型+跨境电商+人才”“订单式”培育模式，共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人才

培养基地”等新平台。同时，贵阳综保区还强力整合校企合作资源，选派

10 名企业专家与 5 名高校教师组建校企协同育人“双师”团队，让高校教

师进入园区 25家跨境电商企业开展“解剖式”教学，推动教学理论与产业

实践有机融合。

贵阳综保区还创建了“真实项目+创业演练+竞赛赶超”人才培育

模式，让 2500 名在校大学生“变身”为“带货达人”，全面激发人才创业

原动力。

贵阳综保区校地联合

破解电商人才引育难题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彭昱 记者朱彤）6月 14日，克拉玛依市域产教联

合体在新疆克拉玛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举行成立仪式。来自全市的石油

石化能源上下游企业、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等120余家单位出席仪式。

这一产教联合体依托克拉玛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和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牵头成立。

产教联合体聚焦市域经济发展重点和职教发展难点，深化职业教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注克拉玛依市产业发展方向与人才需求，旨在提供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及现场工程师的平台。同

时，产教联合体努力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形成职业教

育改革与产业变革的良性循环。

“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

接，搭建出一个集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产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平台，为克

拉玛依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许永伟说。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魏新表示，学院将切实承担起联合

体秘书处的职责，凝聚各方力量，建设一个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市

域产教联合体，为克拉玛依市转型升级开辟新领域新赛道贡献力量。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副校长张红艳说：“克拉玛依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产教联合体的成立，是在探索产教融合新模式、推动高等

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将与联合体成

员单位一起努力，进一步加强与政校企交流与合作，不断强化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推动有组织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服务克拉玛依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克拉玛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产教联合体成立

“科大硅谷”是立足合肥城市区域新

空间打造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兴产业

聚集地示范工程。其聚焦创新成果转

化、创新企业孵化、创新生态优化，以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院所校友为纽

带，汇聚世界创新力量。

2022 年 6 月 13 日，安徽省政府正式

印发《“科大硅谷”建设实施方案》，确定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科大硅谷”

核心片区。

两年来，合肥高新区加快推进“科大硅

谷”合肥高新片区（以下简称高新片区）建

设发展，在人才和项目招引、平台搭建、科

创生态等方面协同推进，取得丰硕成果。

科创人才和“全球合伙人”落地

2022 年，许伟伟博士带着创业梦想

来到高新片区，成为合肥乘翎微电子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

许伟伟说，是合肥高新区的创新氛

围和完备的产业配套环境吸引了他。

为了吸引高质量科创项目和高层次

人才团队，合肥高新区出台“淘金计划”

工作方案，将高校院所源头技术“淘金”

作为招引项目的重要方向。

截至 2023 年底，在高新片区注册且

运营的科技型企业达到 703家。此外，合

肥高新区引育服务各类人才团队项目

136个落户在高新片区。

高新片区建设以来，合肥高新区遴

选招募契合该片区创新生态发展需求的

合伙人机构，已落地“全球合伙人”14家。

4月 24日，未来光锥加速器开园仪式

举办。

“未来光锥本身就想做企业加速方

面的尝试。通过与科大硅谷团队的沟

通，我们发现有些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就

申请了‘科大硅谷’‘全球合伙人’。”北京

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CEO、未来

光锥合伙人嵇晓华说。

截至目前，高新片区“全球合伙人”已

累计推介重点项目178个，落地项目75个。

高能级创新平台快速集聚

两年来，深空探测实验室、江淮前沿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在

高新片区集聚，并且已经开始发挥科技

创新策源等作用。

创新平台的建成投用，为科技成果

加速转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作

为创新主体，合肥高新区高科技企业也

纷纷瞄准核心科技开展攻坚。

依托科大硅谷高新园，全国首批量

子信息未来产业科技园获批建设。此

外，高新片区还落户了北京理工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建设的 6 家新型研发

机构。截至 2023 年底，高新片区集聚各

类高能级创新平台已达 16个。

营造卓越创新创业生态

营造卓越创新创业生态，是“科大硅

谷”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合肥高新区聚焦科技金融，打造“科

大硅谷”风投创投街区，近两年来新增引

进各类金融机构 63 家，落户基金 11 只，

总规模超 300亿元。同时，合肥高新区创

新科技金融产品，新增无形资产融资租

赁、谷 e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并升级“科大

硅谷创业贷”“淘金贷”等，全面服务“科

大硅谷”人才创新创业，已助力高新片区

的 130余家科创企业获得贷款近 4亿元。

合肥高新区聚焦专项政策，出台“创

九条”“金九条”等专项政策，与“科大硅

谷”专项政策形成错位联动，助力科创企

业落地发展。合肥高新区还创新设立

“科大硅谷”质量奖，支持引导高新片区

的企业增强质量品牌意识。

两年来，合肥高新区打造投早投小

基金“朋友圈”，定期征集项目融资需求，

开展专场精准对接。截至目前，已为高

新片区的 110 多家企业对接 200 多家投

资基金，解决超 3亿元融资需求。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王俊生表

示，合肥高新区将继续发挥创新资源集聚

效应，依托“全球合伙人”开展资源链接、科

创服务、投资孵化等，加快推进“科大硅谷”

风投创投集聚，争取更多引导基金直投项

目落户发展。此外，合肥高新区还将建立

面向初创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的特色科创

服务体系，将高新片区打造成为一个创新

要素引领、高端产业汇聚的“创新之谷”。

“科大硅谷”核心区的两年“蝶变”

开沟、放种、施肥、盖土……六月，在甘肃定西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定西市农科院马铃薯试验田里，科研人

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试验种植，田中一派忙碌的劳

作景象。

近年来，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以科技创新、

人才引育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推动科技智力成果示范落

地，打造转化农业新技术的主阵地。

“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经过 20 多年的建设，

已发展成为集科研开发、引进示范、辐射带动、产业孵

化、培训交流、观光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

型、综合性农业示范园区，步入发展快车道。”园区管委

会主任汪进玉说。

政策“补血”与服务“送暖”结合

按照“一区多园”的发展思路，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总规划面积约 37 万亩，其中核心区占地 2 万亩、

示范区占地 5万亩、辐射带动区占地 30万亩。

定西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敏表示，在省市科

技部门的指导下，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强化政策

引导，贯彻落实《甘肃省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措施》《定西

市强化科技支撑助力追赶发展实施方案》等省市“强科

技”行动政策措施，政策“补血”与服务“送暖”相结合，激

发园区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十四五”以来，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累计

270 家企业获得省市科技创新奖补资金 2827.6 万元，落

实企业研发补助资金 1054.75万元。

甘肃薯香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示范区的高

新技术企业。服务于该公司的科技特派员杨新俊介绍：

“在市县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真金白银给企业兑现

科技创新奖补资金，充分体现了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重

视。有这样的政策支持，我们当然愿意增加研发投入。”

围绕产业需求集聚创新要素

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坚持围绕产业需求，引

导各类创新要素集聚，极大地推动了产业发展。

近年来，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以科技创新助

推马铃薯产业升级。2016年，定西市农科院科研人员发

现马铃薯组培设备存在生产效率低、污染率高的问题，

便引进上海组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高压灭菌灌

装一体设备，实现了灌装灭菌全程自动化，降低了劳动

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示范带动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定西市乃至甘肃省马铃薯脱毒苗生产企业组培

设备完成更新换代。

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旱作农业科技园区

的典型代表。定西市农科院积极开展抗旱育种，目前通

过审定和登记的定薯系列马铃薯新品种有 8 个，累计推

广 650多万亩，成果惠及六盘山片区 27.53万户农民。

“定薯 1号为淀粉及鲜薯食用型品种，定薯 2号为鲜

薯食用型品种，定薯 3号为全粉及淀粉加工型品种……”

定西市农科院马铃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韩儆仁对他们

研发出的马铃薯新品种如数家珍。

2023 年，针对马铃薯原种繁育体系不完善、品种混

杂、良种匮乏、耕作管理粗放等问题，甘肃定西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在核心区建立了涵盖农田大数据采集、水

肥药一体化节水灌溉、无人机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机械

化种植收获等多种现代化手段的智慧化原种繁育基地

200 亩。

同时，“国家高原夏菜（甘蓝）绿色高效栽培标准化

示范区”建设项目落户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激

活了园区蔬菜产业发展的“一池春水”。定西市经作站

站长师立伟介绍，这一标准化示范区建设面积 11 万亩，

涵盖安定、临洮等 5县区 20多个乡镇。

“我们联合顺吉合作社开展甘蓝新品种引进试验多

年，2023 年引进试种甘蓝品种 88 个。在此基础上，今年

筛选 58 个品种，创新开展土壤处理试验 7 项，通过逐年

比较，筛选出适合当地种植的最优品种。”甘肃定西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科技特派员刘红兵说。

高校院所技术指导一线

记者走进安定区内官营镇高原夏菜技术集成及产

业孵化基地时，定西顺吉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

保萍正在组织技术人员加紧育苗。

张保萍介绍，定西顺吉蔬菜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开

展蔬菜的育苗、种植、销售，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

所、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等的专家常年对合作社的农民进

行技术指导。目前，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正在与

甘肃农业大学筹划成立科技小院。

在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定西巨盆草

牧业有限公司院内堆放整齐的草料包正在等待加工。

该公司是一家集饲草加工、牛羊繁育、有机肥生产、科研

推广于一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与兰州大学、甘肃省农

业科学院等高校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兰州大学的教授为我们提供乳酸菌并指导草加工，

使得我们在疫病防治方面技术基本成熟，园区管委会还积

极联系当地兽医专家及时提供疫病防治等技术指导服

务。”定西巨盆草牧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刘博说。

通过实施科研项目、“三区”科技人才服务等方式，

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在定西市“六县一区”及周

边地区，建立马铃薯、中药材等产业领域的产学研新品

种、新技术集成展示、示范基地 59 个，集成应用新技术

44 项，推广示范品种 87 个，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面积达到

19521.54亩。

甘肃定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打造农业新技术转化主阵地

“项目建设过程中还有什么需要协

调解决的，随时打电话或者发微信沟通，

我们项目管家 24小时为你们提供帮办代

办服务！”炎炎夏日，准格尔经济开发区

各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项目管

家”郝晶放下电话，奔赴项目建设一线。

自今年春季上任项目管家以来，郝晶

隔三差五便会来到所管辖的内蒙古久泰

馨远新材料有限公司万吨级二氧化碳制

芳烃项目施工现场，及时帮助企业解决项

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问题。

大到各类项目审批手续的帮办代办，小到

企业员工的食宿问题，事无巨细。

“项目管家几乎是全程护航。目前

我们项目所有建设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种堵点问题也及时

得到了解决，正在全力以赴加速建设。”

内蒙古久泰馨远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唐宗宝说。

让项目建设实现“加速跑”，精心服

务是关键。像郝晶这样的项目管家几乎

遍布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在招商引资的

推动下，大批外地企业落户准格尔经济

开发区，项目管家以“进家门、见家人、办

家事”的服务理念，为企业提供全流程精

准服务。

内蒙古华宜卓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宜卓材料）是一家来自河南

的企业，2023 年下半年，该公司投资建设

的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在准格尔经济

开发区准格尔产业园正式开工建设。

为了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准格尔经

济开发区第一时间组建项目管家团队，

及时帮助华宜卓材料办理项目前期手

续，并及时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痛点

堵点。“我们这种外地企业办事经常找不

到地方、找不对人，有了项目管家就可以

当‘甩手掌柜’了，有什么问题找他们就

可以及时解决，我们也能轻装上阵，全力

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达产。”华宜卓材料

总经理王强说。

项目审批是推动项目落地的“第一

关”，也是检验营商环境成色的“试金

石”。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政务服务分中

心开通“重点项目绿色通道”，设置项目

帮办代办服务窗口，由项目管家与窗口

服务人员协同配合，围绕申报资料准备、

审批流程优化、审批问题解答等环节，为

重点项目提供特事特办、急事快办、高效

便捷的审批服务。

“通过开通绿色通道，全流程帮办代

办，项目管家服务大大缩短了项目审批

时间，保障项目高效落地。”准格尔经济

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云雪峰说。

项目建设是推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强劲支撑，而优质

的营商环境是保障项目高效落地的前提

条件。今年以来，准格尔经济开发区共

有 44个重点项目享受到了暖心的管家服

务 并 陆 续 落 地 开 工 ，项 目 总 投 资 额 达

3390.9亿元。

准格尔经济开发区：“项目管家”助企轻松上阵

图为生物创新园二期实景。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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