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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锡山区东港镇山联村，是国家级生态

村、江苏省最美的乡村。早春二月，科技日报记

者来到这里采访，看到这里的高效农业有特色，

这里的休闲旅游红红火火。在村民孙健的眼里，

昔日债台高筑的贫困村，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幸

福村。

村党总支书记吴岳平曾这样对记者说，“山

联村，原来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男青年连对象也

难找的穷乡僻村。”事实上，8 年前，山联村全村

村级经济收入不到 2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仅在

6000元。

山联村如何脱贫致富？接待记者的全国人

大代表、山联村女大学生村干部朱虹告诉记者，

近年来，全村重点规划发展了现代农业观光区、

高效农业养殖区、生态人居区、休闲运动区、综合

服务配套区，特色发展带动了全村富民惠民。

2016 年，全村村级经济收入达到 700 万元，村民

人均收入超过 2.6万元。

“有了青山绿水，才有金山银金”

来到山联村的投资创业者、观光旅游者，看

到今天绿树成荫、白鹭栖息的山联村，绝对想不

到 8年前的这里，是工厂林立，污水横流，四处都

是乱墓。

吴岳平担任村书记后，他深刻体会到，山联

村要发展、要脱贫、要致富，必须要转变发展的理

念，只有把山联建成最美的村庄，山联方才能够

得到脱胎换骨的变化，吸引外来资本和创新创业

人才，加快发展特色经济，实现脱贫致富。

但是，真正要起步，对山联村来说，不是一件

容易之事。当时，位于无锡、常熟、江阴三市交界

处的山联村，全村总面积 6.8 平方公里，有 40 自

然村，农户 1740 多户，常住人口 6300 多人。然

而，全村可耕地仅有 3732亩、水面 1298亩。且村

里年轻人都在企业，留下来的绝大多数是 60 上

下的中老年人。

怎么办？吴岳平告诉记者，事实上，当时要

完全靠村级投入，带动工业产业转型，不现实。

唯一出路只有一条，根据本村实际和利用山水人

文资源优势，关停并转一批污染大、经济效益低

的工业企业，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和休闲旅游

产业。

思路决定出路。山联村以开展新农村建设

示范村争创活动为切入点，重点开展了全方位的

清理整治。

那时，听说村委对企业要实施关停并转，

对乱墓要统一整治，不少村民开始不理解、不

配合，吴岳平带着村干部主动深入到村民家里

做工作，说的最多的就是“有了青山绿水，才

有金山银金。”

几个月苦口婆心，换来了绝大多数村民的理

解与支持。村委在财力严重不足之下，硬着头

皮、顶着“压力”，首先在集中区域初期投入 76万

元，敷设污水管网 2.5 公里，排水管网 800 米，逐

步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覆盖。

为了不断提高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同时对

村内主干道、路灯、停车场等进行建设和完善，开

展清淤和石驳岸建设，开展墙面粉刷和围墙建

设，重点自然村和河道两旁、家前屋旁种植各种

花草树木，新增绿化。其中，仅开展墙面粉刷和

围墙建设，投入资金 200 多万元，对重点陈旧房

屋进行外墙粉刷，粉刷墙面超 20万平方米，全村

新增绿化达 5万平方米。

“山联村自然景观和村庄环境快速改观，

为我们后来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农业生态旅

游等现代农业产业，起到了重要的保障。”朱

虹深有感触地说。

“村民富，才是真正富”

有人说，“山联村现代农业观光产业特色

浓。”其实，这话说的一点不过头。

走进步山联村，整个村庄就是一个天然旅游

景区，近 4000 亩的红豆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

然氧吧，将 40 个自然村庄全部串联起来。在这

里，游客既可以欣赏江南农村独特的田园风光、

领略农耕文化，更能够来到农家小院品尝农家小

菜、山联米酒。

“我们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大胆尝试以

农富农的生态模式，着力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

式、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建设有特色的

集农产品生产、生态游乐、休闲观光和绿色消费

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产业链，走出了一条新农村建

设与经济发展、现代农业、生态旅游、富民强村相

得益彰的创新之路。”朱虹说。

几年来，山联村因地制宜发展本土的高效特

色农业经济。他们按照现代高效农业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的总体思路，依托现有的资源和产业优

势，以山联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有载体，引入

市场化经营机制，对 2000 多亩零星边角土地和

河道水面进行综合开发，建立生态龙虾养殖园、

红豆杉鸡养殖园、生态水产精养园、生态菊花种

植园、乡土文化感知采摘园、特色观光农业园等

现代农业特色园区，创出“生态龙虾”、“红豆杉

鸡”、“生态草鸡蛋”和“贡黄菊”成为“省”农业特

色品牌。

吴岳平常说，“村民富，才是真正富。”

为此，山联村更加注重发展致富农业产业链

有效延伸，不断提高农民就业创业的能力，利用

顾山山地独特的地理位置，进行中药种植，并和

农家乐餐饮相结合，开发农家药膳；以锡张高速

与 S228 道口发展物流园区，通过建设水产品批

发市场，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农产品的商品化、

农业服务的社会化纳入经营一体化的轨道中，加

快农产品推广和流通，有效提升了农民在生产经

营环节中的收益。

同时，还不断完善旅游元素。相继修复了山

塘、溪涧、碑志、果林等一系列人文和自然景观。

如今，山联村已形成 30多家重点农家乐，带动村

民就业近 200人，还创办了一批农家客栈。这个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农村典型示范村，先后被

评为中国最美村镇“宜居奖”、全国休闲渔业示范

基地、中国美丽乡村创建试点。

朱虹告诉记者，今年，山联村在成功引种优

质菊花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力争

新增就业 300人，把山联村建成名符其实的风景

优美、人文荟萃、和谐幸福的“菊花村”。

无锡山联村：特色发展带动富民惠民
□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许加彬

全国两会前夕，科技日报记者来到无锡

市惠山区调研了解到，2015 年，惠山区新增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44家，省级高企后备企

业 14 家，省民营科技企业 84 家、省科技型中

小 企 业 90 家 ；全 区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产 值 达

462.5亿元，占规上工业的比重达 39.6%。

惠山区如何取得这些新的成果？“我区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增强企业创新

能力为核心，强化科技与经济的有效对接，求

创新、谋发展、抓落实，为全区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无锡市惠山

区科技局局长虞洁说。

加强技术创新，推进产业发展。这是惠

山区的做法之一。2015 年，惠山区以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工

作重点，推动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

向产业链高端集聚，实现传统产业高新化、高

新技术产业化。

惠山区围绕无锡市创建苏南自主创新示

范区“一区三核多特”的布局，整合资源，确定

惠山特色园区的空间规划，将数字园、软件

园、生命园与石墨烯发展示范区整体纳入无

锡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特色园区，进

一步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同时，

为加快推进石墨烯产业发展，成功创建了国

家火炬无锡石墨烯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

目前，无锡石墨烯产业发展示范区已引

进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

等多个在石墨烯领域的一流研发团队。围绕

超级电容器研发、导电薄膜应用、导热发热材

料应用三大领域引进企业和团队 30余个。

去年，全区 R&D 经费投入达到 19.37 亿

元，占 GDP 的比重达 2.97%；153 家企业享受

了“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加

计扣除额达4.09亿元；89家高新技术企业享受

15%的税率，减免所得税1.86亿元。新增省级

高新技术产品94只，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备案396项，备案研发经费15.86亿元。

加强资源整合，推进协同创新。这是惠山

区的做法之二。近年来，惠山区积极推进企业

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高层次、宽领域、多形式

的合作创新，大力推进“一镇一院一产业”协同

创新。尤其是重点通过哈工大无锡研究院、华

科大无锡研究院、数字园力合国际技术转移中

心等科技平台，积极引进海外科研院校的人才

和技术，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集聚。

其中，六大产业技术研究院通过集聚创

新资源，针对惠山相关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开

展创新研发，新达成合作项目 41 项。止目

前，全区有产学研合作的规上企业达 420家，

占规上企业总数的 51.9%。

同时，惠山区着力提升科技金融的支撑

作用。2015 年，针对企业需求，加大了省、市

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补偿贷款政策的宣传力

度，帮助科技型企业积极争取“苏科贷”、“锡

科贷”等科技贷款，51 家企业获得市科技风

险补偿贷款 1.521 亿元，16 家企业获得省风

险补偿贷款 1.1958亿元。

加强载体建设，打造创业平台。这是惠山区的做法之三。惠山区

重点推进企业向重点实验室、技术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生

工作站等研发机构建设，全面提升企业持续创新能力。

统计显示，2015 年，全区新增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5 家、市级 13

家、省级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2家；新增市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1家，市级

工业设计中心 40 家；华科大无锡研究院获批无锡市产业技术研究院，

同时依托该院建设的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研究所入选江苏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预备所，获培育经费 600 万元。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

构覆盖率已达 51%。

虞洁介绍，惠山区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上，对符合条件

的众创空间在资金奖励、公司注册、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支持。目前，

建成芒种众创空间、紫荆梦享会、惠创众创空间和恒客空间等 4家市级

众创空间，惠创众创空间获批省级众创空间，引进相关企业团队 80 多

个，产业方向涵盖电子商务、O2O、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等方面。

加强自主创新，提升专利产出。这是惠山区的做法之四。惠山区

重点推动企业的专利创造能力、核心竞争力和专利产出，促进专利技术

孵化转化。

通过优化知识产权发展环境、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加大知识产

权运用和保护力度，2015 年，全区共专利申请 9864 件；发明专利申请

3786件；专利授权 5518件；国际 PCT 专利申请 6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到 22.25件。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惠山

区如何开好局起好步？“我区将紧紧围绕科技创新发展这一战略目标，

坚持‘企业是主体、产业是方向、人才是支撑、环境是保障’的工作导向，

理清思路、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务求实效，、为高水平建设创新型惠山

作出更大贡献。”虞洁说。

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3.02%，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0.5%以上，力争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达200

家，发明专利申请量 3600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24件，新增企业研

发机构80家。这是惠山区在科技创新重点工作上提出的新目标。

虞洁告诉记者，今年，惠山区将以加强产业技术创新为重点，着力

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以整合创新要素为重点，着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以激发创新创业活力为重点，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抓

落实和见实效为重点，着力加强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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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环保等主导

产业逆势上扬，优势不断放大，全园应税销售、规

模以上工业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超过

10%，在前 30 家环保骨干企业中，20 家增幅超过

100%。

在“辉煌 30 年中国开发区（园区）发展示

范案例”推选活动中，环科园以产业集群优势

突出、技术创新实力强劲、产业模式创新引领

等特色，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全国

20 个开发区一起入选“示范案例”，且同时被

评为“中国创新力园区”，其创新能力越来越

令人瞩目。

“新常态下，我们对环保产业有了新的认识，

以创新发展理念，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新路。近

年来，宜兴环科园作为国内唯一以环保产业为特

色的国家级高新区，积极探索环保产业发展的新

路径、新模式和新机制，以‘六次产业’理论为指

导，强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扶持培育四次、五

次产业，加快打造一批有爆发力的环保企业、有

竞争力的环保产品和高附加值的品牌，全力构建

环保产业发展新体系，打造行业领先地位的区域

绿色产业群和‘中国环保第一园’，着力为中国

环保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宜兴市委常委、宜

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管委会主任朱旭峰说。

部省合作促进宜兴环保
先行先试

在国内环保产业，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是

1992 年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开

发区，也是唯一以环保产业命名的特色高新区。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提升

环保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水平，国家科技部和环

保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为发展环保经济共同出

台合作机制，推动宜兴先行先试，探索一条适合

中国环保产业发展的科学之路。”朱旭峰说。

2013 年 10 月举行的首届“中国环保技术与

产业发展推进会”上，科技部和江苏省政府联合

出台《共同推进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创新发

展合作计划（2013—2015）》。大会同时确定将推

进会永久会址落户在宜兴。省部合作有力地加

强了宜兴环科园环保产业创新发展整体部署，使

宜兴环科园在建设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环保科

技成果对接平台、高水平公共服务平台等方面，

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5 年 10 月，科技部和江苏省政府决定进

一步推进环科园创新发展，制定了《部省宜兴合

作计划（2016—2020）》，重点支持加强科技创新

发展战略布局、建设环保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商

业模式创新和新业态培育、支持环保产业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培育环保科技创新人才、支持宜兴

环科园建设科技金融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推动

宜兴环科园为全国环保产业创新发展提供示范。

记者了解到，部省合作共同打造宜兴环保经

济以来，宜兴环科园紧密围绕“宜兴合作计划”的

要求，着力解决传统环保产业向现代环保产业转

型、环保产业内生增长动力如何激发等问题，使

部省合作成为宜兴环科园突破发展瓶颈的“定海

神针”。

集聚创新资源。江苏省支持宜兴环科园研

究制定加快环保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实施方

案，全面落实合作计划。科技部、江苏省通过国

家科技计划及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专项等，支持宜兴环科园开展技术攻关

和成果产业化。

近年来，先后有国家科技兴贸节能环保创新

基地、国家节能降耗水处理装备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国家千人计划环保产业研究院等 10大“国字

号”平台相继落户。省内唯一的环保领域专业研

究院——江苏省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落户，完成

了科技部环保数据库建设、环保产业规划图解的

编制，成为环保部、科技部的决策智囊。

构建集群优势。在省政府的鼓励下，宜兴环

保产业起步早、发展快、影响力大，已经形成了

1700 多家环保企业、3000 多家环保配套企业的

环保产业集群。宜兴环保从水处理技术起步，到

目前已形成了以环保工程承包为龙头，以环保设

备制造为重点，以原辅材料及零部件配套为支撑

的完整产业链。

现在，园区环保产品涉及水、声、气、固、仪

及配套产品等六大类、200 多个系列、2000 多个

品种，是中国最大的水处理产业装备生产集聚

地。环保产品年销售规模超过 500 亿元，水处

理设备的自我配套率高达 98%，国内市场占有

率达 40%。

深化国际合作。在科技部、环保部的支持

下，宜兴环科园国际合作步伐明显加快，建成

了中德、中韩、中以、中新、中芬等 10 个国际清

洁对接中心。一大批国际先进技术在园区企业

中实施转化。7 家企业在马来西亚、俄罗斯、美

国设立生产基地和代表处；凌志环保、江华集

团分别与美国 PARC 研究中心、以色列魏兹曼

研究院联合成立了创新研究院；国际水协会主

席格雷·戴格院士在哈宜研究院建立了外籍院

士工作站。

与环保部国际合作中心、中环国投公司合作

成立“国际环保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加快国际环

保技术交流和转移、承接国家部委海外援建工程

等，目前正在实施的国际技术合作项目 51项。

产学研协同创新。在科技部的支持下，新建

立各级各类企业研发机构 112家，其中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1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基本实现全覆

盖。园区企业与国内外 300 多家高校和科研机

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目前正在

实施的产学研合作项目达 460多项。

统计显示，新授权的各类专利 2300 件，其中

发明专利授权 230 件。目前园区企业拥有各类

有效专利 5300 多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550 件，

万名人口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超过 40件。新承

担并实施各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130多项，其中

国家 863 计划项目 13 项，国家支撑计划项目 11

项，国家水专项项目 2 项，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

金项目 23 项，一批企业在环保技术细分领域处

于国内领先水平，其中有 3项环保科技创新成果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新认定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28家，累计达到 81家，企业创新实力得到

明显提升。

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投资 7.8 亿元，完成国

家环保产品质量检验监督中心、宜兴国际环保展

示中心、中宜环保学院、中宜鹏鹞环境工程设计

院、宜正环保电子商务平台、国家环保科技成果

网与一批环保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到目前为止，已建成了科技企业孵化、环保

技术公共研发、环境工程设计、环保产品检测检

验、环保人才培训、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技术转

移、环保科技成果（产品）展示、环保产品交易等

10 大环保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形成较为完整的

产业支撑体系。

尤其建立了覆盖孵化期、初创期、成长期、

成熟期科技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金融支

撑体系。设立总规模 5000 万元的种子基金，完

成了 21 个孵化型、初创型科技企业投资项目；

设立首期规模 2.5 亿元的环保产业专项投资基

金，完成了 4 个成长型科技企业投资项目；设立

总规模 2 亿元的股权投资基金，依托宜兴环保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完成 8 个环保优势特色

企业股权合作投资项目；引进外部产业投资基

金 8 个，基金总规模 50 亿元，完成 25 个投资项

目，与平安银行合作，设立总规模 300 亿元的环

境工程 PPP 模式专项投资基金。此外，积极推

动企业开展资本经营，新培育上市企业 2 家，

“新三板”挂牌企业 3 家。

探索建设环境医院解决
治污难题

宜兴环科园积极探索环保产业发展的新机

制、新模式。面对新形势，宜兴环科园积极建设

中宜环境医院。

如何来建？宜兴环科园以宜兴环保产业集

团为龙头，以特色优势企业为依托，采用联盟组

织机制，集成人才、技术、市场、资本等要素资源，

构建从环境诊断、方案设计、工程总承包到运营

管理的“一站式”环境综合服务体系。

“我们以环境医院模式引领产业组织方式的

转型，构建一平台（实体化运营平台）、一联盟（环

境医院合作联盟）、二池（优秀企业池、资金池）、

三库（专家咨询库、技术储备库、项目信息库）运

营体系，促进最优秀的环保专业人才、最先进的

环保技术、最优质的产业资本向环境医院聚合，

实现优质要素的深度融合。”朱旭峰说。

“中宜环境医院”模式在 2014 年举办的“第

二届中国环保技术产业发展推进会”上推出后，

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值得一提的，国内有环境治理需求的业主纷

纷对接“中宜环境医院”，采用“环境医院”模式正

在推进的区域性环境治理工程达 30多项。

在朱旭峰看来，“环境医院”模式的创新，有

效地促进了人才、技术、资本、市场无缝对接，创

新链、资金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人才资源、创新

资源、市场资源高效配置，实现了环境治理与产

业发展互动并进。

去年来，宜兴环科园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出台“682”创业推进计划，依托低碳大厦等 6

大功能载体平台，建立了宜兴环保黑马营、苏南

国家示范区宜兴环科园服务中心、蒲公英创客空

间，搭建了多元化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为创客

活动聚集提供了孵化空间。“环保黑马营”成为省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目前，宜兴环科园通过多平台、全方位合作，

特别是与国内最大的环境咨询团队——E20 环

境平台团队加盟联合运作，韩国最大的环境服务

公司 KECC、环保部南京环科所联合中国瑞林集

团、中冶联合利保联合签约入驻，形成了省产业

研究院“水所”、中宜生态土中心等一批特色专

科，和云南昆明、河北农业大学建成了“环境医

院”分院。

与此，随着“环境医院”全面推进，创新国际

化成为园区新亮点。近年来，宜兴环科园以新

举措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双高人才、海归

人才，以及重大科技项目。今年 2 月 15 日，宜兴

环科园与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立大学正式

签约，三方将在南工 2011 协同创新中心宜兴石

墨烯新材料产业园内，合作共建联合应用研究

中心，重点研究包括防腐蚀、防生物附着石墨

烯环保涂层，超临界流体氧化法处理污泥、污

水工艺开发等。

“新常态”下，环保产业发展有了新变化。当

前，国家战略瞄准“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环保

产业上升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随着各类政策

法规执行力度的加大，环保由传统的“工程验收”

向“环境效果”转变，关注焦点从污染物达标和减

排效能，转变为针对区域、流域断面数据的考核，

这就要求集成人才、技术、资金、服务等创新服务

元素，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宜兴环科园依托 40 年的产业积淀和 20 多

年的创新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以环

保工程建设和装备配套为核心业务的产业聚集

区。当前，园区围绕创新创业大体系的建设，

已经搭建了技术合作、产业服务、创业服务和

市场对接等四大平台，为产业变革和升级提供

强有力的支撑。

但是，朱旭峰认为，放在“六次产业”划分理

论的大框架下，环保作为跨学科、跨领域、跨专业

的特殊产业，不但涉及一二三产，而且还需要第

四、第五产业的无缝对接，未来更是产业链附加

值提升、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大产业。

为此，宜兴环科园积极研究和解读“六次产

业”划分理论，从中汲取灵感和养分，并以此指

导环保产业和专业园区的转型之路，加快建立

完善环保产业发展新体系，将园区多年来凝聚

的资源优势、基础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转型

优势，打造国内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环保产业发

展集群，推动宜兴从“中国环保之乡”转向“中

国环保之都”。

宜兴环科园：打造“中国环保第一园”
□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王学君 闵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