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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李白的一句“烟花三月下

扬州”，让扬州这座古城成为国人向往的

文化旅游胜地。如今，江苏扬州提出聚

焦产业科创名城、文化旅游名城、生态宜

居名城“三个名城”建设，奋力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新篇章。

近日，在“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勇挑

大梁——奋力书写‘走在前、做示范’新答

卷”系列新闻发布会扬州专场上，扬州市

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表示，扬州将着眼

服务支撑全省“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阵地”，全力以赴推进产业强市建设，致

力打造长三角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产业

科技创新高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2023 年，扬州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规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 52.9%，全市高

新技术企业突破 2000 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达到 2770 家，国家创新型城市能力评

价名列第 33位。

文化旅游古城扬州如何抓住机遇向

产业科创名城迈进？扬州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潘学元介绍，扬州将锚定产业

科创名城建设“主航道”，打造科创“新高

地”，大力实施“三项工程”，持续夯实创

新基础。

具体而言，扬州将实施传统产业焕

新工程，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转型，引导企业上“云”、设备加

“芯”、生产换“线”；实施新兴产业培强工

程，系统推动“6群 13链”产业集群发展，

大力招引培育一批产业生态主导型“链

主”企业，加大应用场景创新和本地产品

推广力度；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工程，积极

布局低空经济、氢能储能、元宇宙、零碳

负碳等未来产业，聚力打通产业链供应

链核心环节和技术堵点。

为打造科创“先行地”，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扬州将坚持

引培壮大“三类资源”，持续激发创新活

力。壮大科技人才资源，优化“绿扬金凤”

和“英才培育”计划，加大科技创新人才、

青年科技人才和“扬州工匠”的招引培育

力度。壮大科创企业资源，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滚动培育建设 10 个企业创新

联合体，共建 50家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构

建高企、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

的培育梯队。壮大金融“活水”资源，建立

科技创新容错纠错机制，优化科技型企业

专利质押、贷款贴息等服务，建好用好天

使科创基金、江苏省航空航天（扬州）产业

专项母基金等产业引导基金。

接下来，扬州将围绕打造“策源地”，

做实做优“三类载体平台”建设，持续释

放创新潜能。加强与中国科学院、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等大院大所的对接联系，

建设大院大所合作平台。强化园区建设

支撑体系，探索市场化产业培育模式，引

入高水平科技服务机构从事园区运营管

理，集聚创新要素、配置产业资源，建设

特色鲜明的专业园区。

江苏扬州：大力实施“三项工程”建设产业科创名城

“在深圳，我习惯了移动支付，不

再随身携带银行卡和现金了。”7 月 26

日，在深圳购物公园商圈消费的香港

人周家奇说，虽然他绑定的是香港账

户，但也没遇到因延迟扣费而需要等

待的情况。

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

之一，也是外籍人员和港澳同胞的重要

入境地。2024年上半年经深圳口岸出入

境人员 1.13 亿人次，同比增长 79%，全国

占比 39%。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近日对

外披露，他们率先开展代理见证开户

试 点 、移 动 支 付“ 外 卡 内 绑 ”“ 外 包 内

用”、数字人民币硬钱包，畅通“卡路、

码路、币路”，着力打造深圳全域支付

示范区。

2024 年上半年，外籍人员在深非现

金支付交易达到 6680 万笔、87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85%、100%。

推出支付服务新方案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相关负责

人介绍，他们创新推出的移动支付“外包

内用”“外卡内绑”产品，使得微信香港钱

包覆盖面从线下拓展到线上，从大湾区

扩大至全国。2024 年上半年，微信香港

钱包交易同比增长 3.5倍、4.3倍。

“大多数境外顾客习惯银行卡支付，

也比较依赖 POS 机刷卡等传统支付方

式。”该分行财付通支付通道产品负责人

说，“我们不断帮助他们解决使用移动支

付时遇到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他们对移

动支付的认可度。”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通过指导微

信支付、简化绑卡流程，使境外用户无需核

验身份即可绑定外卡。2024年上半年，深

圳微信支付外卡交易同比增长 4.1倍、5.4

倍，用户覆盖了200余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境外用户

不仅可以方便快捷地“买买买”，还可以

使用移动支付点外卖、坐公交、骑单车、

买门票等。

“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与香港八达通

互联互通，让港人在深圳也可以享受‘碰

一碰’就支付的便利。”中国人民银行深

圳市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统计，通过在机场、口岸设置自助

发卡机和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等举

措，深圳数字人民币硬钱包用户快速增

长。目前已发放数字人民币硬钱包近 3

万张，超过 3.6万部终端设备、2.3万家商

户、100余条公交线路支持“拍卡即付”。

适配各类场景新需求

“之前，如果周末乘地铁去大梅沙，

由于客流量大，信号会降格，有时候我们

还担心出不了站。”周家奇说。

现在，周家奇再也不用担心这样的

事。这得益于深圳推行的“智能解定+

延迟扣费”双模式解决方案。它让乘客

在无网无电的场景下也能支付。

深圳地铁 8 号线大梅沙工作人员麦

青青介绍，该方案既可以在地铁闸机联

网时，“正常查扣”深圳数字人民币硬钱

包余额，也可以在闸机突然断网时，自动

切换为“先出后扣”方式，避免闸口拥堵。

深圳还推出了“零钱包”服务。“零钱包”

是深圳辖内的银行针对老年人、境外人员习

惯使用现金支付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

“通过大数据精准定位，银行会根据客

户需求在‘零钱包’存放零钞和硬币。”中国

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相关负责人介绍，“零

钱包”设在的士驿站、交通枢纽等现金使用

率较高的场所，供客户随时兑换。

记者了解到，目前深圳有 1708 个银

行网点、32个外币兑换点，已累计兑换出

“零钱包”超 71万个。

“我们提前做了攻略，来深圳后用的

都是移动支付。”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即将结束行程的卢森堡游客奥布里告诉

记者，他们在机场专门兑换了“零钱包”，

各种面值都有，以此纪念此次中国之行。

畅通“卡路、码路、币路”——

深圳着力打造全域支付示范区

在云南省腾冲市的火山热海、清水乡司莫拉佤族

村、和顺古镇、北海湿地、银杏村等旅游景区，腾冲市科

协打造的科普宣传设施随处可见。

火山地质科普博物馆通过3D图文、影视厅等形式，生

动展现了火山地质知识。在司莫拉佤族村与和顺古镇，具

有人机交互功能的“智慧腾冲”电子屏等终端上显示着腾

冲市地质地貌、人文知识信息。这些设施不仅丰富了游客

的旅游体验，也为腾冲市全域科普工作注入了新活力。

今年以来，腾冲市科协着力把全域科普工作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围绕衣食住行、业教保医等重点

民生领域，在广度、力度、深度上持续拓展，积极探索科

普新特色。

探索智慧科普模式

新媒体技术的革新正改变着传统科普模式。腾冲

市科协充分利用腾冲市融媒体中心平台，实现科普信

息的精准分类、定向推送和广泛传播。

腾冲市科协精心打造“科普腾冲”微信公众号，推

出“遥感科普”“前沿科技”“科学家精神”“农技天地”等

栏目，以短视频等形式，向公众传播实用政策、生活常

识、应急知识。平台还开设了“指尖科学课堂”，整合丰

富的科普资源。平台的用户关注度、文章推送量及阅

读总量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

与此同时，腾冲市科协积极拓展科普传播渠道，在

腾冲市广播电台开设《科普百科》节目，让科普之声伴

随市民与游客的出行。腾冲市电视台也推出了《主播

说科普》节目，共同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科

普传播矩阵，使科普信息广泛传播。

此外，腾冲市将科普资源与优质文旅内容深度融

合。在腾冲市的多个标志性公共场所，如三桥广场、瑷

珲公园、靖边广场及文星楼，处处可见“智慧腾冲”电子

屏。每逢刀杆节、龙川江傣族泼水节等民族节庆活动，

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游玩。腾冲市科协“见缝插针”开

展民生科普、应急科普以及生态科普等活动，形成了科

学、文明、健康的社会风尚。这使腾冲走出一条“科

普+”融合的新路子，让大众旅游从走马观花式的“赶景

点”，向“被吸引”的深度游览、互动式休闲转变。

腾冲市秉承持续创新理念，推动科普工作“常变常

新”，不仅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极大地

提升了科普宣传的实效性与影响力。

建立多方联动机制

在创新科普模式基础上，腾冲市夯实科普工作属

地落实责任，构建科普资源联动推送体系。

截至目前，腾冲市新建或改建村级办公场所220个、乡

镇文化站19个、农家书屋220个，整合资源打造了50个示

范科普活动室，并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科技与科普活动中

心、三桥公园、植物园、猴桥国门新村四地设置科普画廊。

腾冲市上下联动、齐抓共管，逐步形成“全领域行动、全地域

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工作新格局。

除了深入街道社区，腾冲市科协还联动企业，壮大

科普工作力量。今年 1月，腾冲市科协到相关企业走访

调研，不仅宣传了科协的职能与使命，还细致了解了企

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科技研发进展及人才需求。5月 16

日，华宇生物科技（腾冲）有限公司召开企业科协第一

次代表大会，腾冲市实现了企业科协“零”的突破。

“腾冲市科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指导和支持，企

业科协的成立为公司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让

我们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该公司负

责人介绍。此外，腾冲市内一家康养产业创新研究院

科协组织也正在筹备中。

腾冲市科协紧密联动科技工作者，积极发挥专家工作

站、农技协、科普示范基地等平台的作用，为产业发展提供

高质量的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撑。同时，腾冲市科协联合各

成员单位，对全市科技人才进行摸底，充实科普专家人才

库。现已有100余名各领域专家入库，为后续开展技术指

导、示范、培训等科技与科普服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拓展“科普大篷车”平台

在腾冲市，“科普大篷车”无人不知，是一张富有

特色的科普名片。无论是在腾冲市区，还是在山高

路远谷深的乡村，都有它们的身影。一辆辆“科普大

篷车”就是一个个集科普展览、互动体验和教育宣传

于一体的流动科普平台，深入学校、社区、农村等基

层单位，展示“激光琴”“太阳能发电”“无人机飞行”

等前沿科技展品，开展机器人表演、VR 体验等活动，

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拓宽了他们的科

学视野。

“ 科 普 大 篷 车 ”促 进 了 腾 冲 市 科 普 资 源 的 均 衡

配 置 ，缩 小 了 城 乡 、区 域 之 间 的 科 普 差 距 ，有 助 于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 依 托“ 科 普 大 篷 车 ”，腾 冲 市 科 协

持 续 推 进 基 层 农 技 协 服 务“ 三 农 ”工 作 ，实 现 科 普

资源共享。

腾冲市傈僳族群众告诉记者，“科普大篷车”开到

村里，给科普活动室送来了傈僳族语、汉语的《核桃栽

培技术》《草果栽培技术》《红花油茶栽培技术》等双语

书籍。“以前种地缺乏科学知识和技术支持，仅凭经验

摸索。现在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定期上门，手把手教

我们科学种养殖知识。”一位村民说。

截至目前，腾冲市已在 6个边境村成立了科普协会

和科普志愿服务队等组织，健全科普活动室、科普惠农

服务站等基本设施，并在边境乡镇猴桥镇国门新村新

建 40平方米科普长廊，定期更新宣传内容，确保科普信

息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此外，腾冲市科协不断优化“三长”和农函大培

训内容，创新培训形式，着力培养少数民族科技致富

带头人和新型职业农民。今年上半年，腾冲市科协

已成功举办各类科普活动 10 场，有效助力相关产业

发展。

云南腾冲培育特色科普品牌

“科普大篷车”开进腾冲市北海湿地保护区，向公众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知识。 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魏依晨）7 月 26 日，记者获悉，江西省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中心揭牌仪式暨江西省“1+M+N”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建设协

调推进会近日在江西省科学院举行。

江西省政府副省长夏文勇说，江西正在探索建设纵向涵盖省、市、县、园

区和企业，横向涵盖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金融机构的“1+M+N”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该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江西省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服务体系建设迈出了关键步伐，将为江西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

展增添新动力。

据介绍，“1+M+N”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指的是“1 个江西省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M 个设区市分中心+N 个高校院所分中心”。其中，

“M”中心侧重科技成果需求端，“N”中心侧重科技成果供给端，江西省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则是协调和调度各分中心创新资源的中心枢纽，为全省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搭平台”“引资源”“建生态”“做示范”，促进科技成

果“有组织转化”，支撑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

量发展。

江西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依托江西省科学院建设。前期，江西

省科学院通过“科技副总”“产业科技特派团”等活动，初步建立了覆盖全

省园区企业的成果转化网络；通过“国家级大院大所产业技术进江西”活

动，与 120 余家“国字头”科研院所搭建了全方位合作渠道。此次江西省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成立，江西省科学院倾注各方面资源，建好用好转

化中心，聚焦该省“1269”行动计划重点产业链，搭建线上、线下两个平台，

做好政策落实指引、资源集聚统筹、技术交易管理等工作，力争推动一批

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资源共建、共享、共用，为江西省发展新

质生产力赋能助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要挖掘‘真需求’、提供‘真成果’，让成果

供给与技术需求精准对接。”江西省委科技办主任，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

宋德雄说，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加强协同，合力推进建成高效能的全省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

江西成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蕴 郝晓明）记者 7 月 26 日获悉，大连市科技局与

天津联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近日举行签约仪式，成立大连联创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平台“连科荟”。该平台在全国首创“线上交易平台+技术经理人市

场化合作”模式，在整合本地创新资源基础上，联动全国科技资源，提高成果

转化与技术交易服务能力，打造数字科创平台示范样板。

据介绍，大连市科技局将充分发挥“连科荟”平台示范带动作用，推广

“政府引导+市场化运营”创新模式。大连市科技局将以该平台为中心，联

动大连市区域科技平台，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网络，以市场化机制

优化大连成果转化服务体系。

记者了解到，大连市科技局将利用技术优势，深入挖掘大连市高校院所

创新成果和企业技术需求；利用资源优势，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科技成果转化

对接；利用推广优势，抢抓央地合作、院地合作机遇，主动推介该市科技资

源；利用运营模式，提升技术经理人服务水平，不断强化技术转移人才队伍

建设。大连市科技局力争通过“连科荟”平台每年发布技术需求 300 项以

上，对接转化科技成果 50 项以上，培育技术经理人 100 人以上，对接科技招

商项目 30个以上。

大连：

建“连科荟”平台 促创新成果转化

近日，两辆满载煤炭的卡尔动力 L4级自动驾驶新能源重型卡车由内蒙

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驶入康巴什区，前往内蒙古京能康巴什热电有限

公司卸煤，这标志着康巴什区煤运开启自动驾驶模式。

今年 3 月，康巴什区为鄂尔多斯市卡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颁发了首张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牌照。经过几个月的运营测试，L4级自动驾驶编队正式

启动商业化运营，开辟了一条重要的煤炭运输路线。该路线年运量达到百

万吨级，全程 50公里，包含高速公路、一级公路等多个复杂道路场景。

“自动驾驶编队的成功运营，进一步推动鄂尔多斯自动驾驶产业发展以

及物流行业智能化升级，为我市运输行业描绘了一幅全新蓝图。”鄂尔多斯

市高质量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志强说。

此前不久，工信部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

门公布了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名单，鄂尔多斯市成

功入选，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城市。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车路云一体化”是通过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将

人、车、路、云的物理空间、信息空间融合为一体，基于系统协同感知、决策和

控制，实现智能网联汽车交通系统安全、节能、舒适及高效运行的信息物理

系统。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车路云一体化”作为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正逐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鄂尔多斯市作为西北领先、国内一流的特色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基

地，在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该市先后开展高级别自动驾

驶货运重卡、自动驾驶矿用车、自动驾驶公交、出租车、零售车、清扫车等多种

车型的测试示范，累计测试里程超600万公里，服务人数超3万人次。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

煤运开启自动驾驶模式

卡尔动力高级别自动驾驶货运车行驶在路况复杂的国道上。 任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