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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草木欣然的春末夏初，陕西榆林迎来了第

四届“创意创新创业”大赛，这是榆林市连续第四

年举办这一大赛，已成为该市的一项传统赛事，也

是该市科技界一年一度的盛会。

早在 2013 年，榆林市在全国率先提出了促进

“创意、创新、创业”的科技工作新理念，并成功地

举办了以“小众创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主

题的首届“三创”大赛，经过三年的发展，榆林市

“三创”大赛的规模和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今年的

大赛分为“高校组”和“社会组”两个组别进行，

“高校组”主要面向榆林产学研合作联盟 16 所成员

高校的在校大学生，“社会组”主要面向榆林辖区内

科技人员及创新、创业团队，参赛产品延伸到了特

色农业、能源化工、电商营销、节能环保、农副产

品加工、动漫创作、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物联网

等多个领域。

本次大赛期间，还举办了产学研联盟高校科技成

果专场推介对接会、“三创”书法作品邀请展等活动，

首次提出了实施“科技型企业333行动计划”，即：利

用3年时间，建立300家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突破300亿元的目标，并为此向全市发出倡议。

“三创”大赛的举办对全面提升榆林的科技创新

能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有机结合和科研成果的尽

快转化，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大学生就业工作起

到了积极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榆林市在产学

研合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

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一、依托产学研联盟，全
面推进协同创新

2014 年，榆林市邀请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西北大学等 13 所高校和市属 102 家企业，组

建成立了“榆林市产学研合作联盟”，该联盟是陕西

省第一个地市级产学研合作联盟，标志着榆林的产

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已经形成，目前，联盟成员高校

已增加至 16家。

1.构建了政府—企业—高校协同创新的合作模
式

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建立了公

正合理的利益共享合作机制。在这种协同创新模式

中，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而是与企业、

高校利益与共的合作参与者。把政府、企业和高校

捆绑在一起，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

2.聚集了一批产业发展急需的优秀人才和创新
团队

榆林市先后与北京大学、国家煤科总院、中国

矿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30 多所高校、院所签订了战略合

作和项目合作协议，引进高层次人才 200 多人，为

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技术诊断 560 多次，培训各类

人才 2600多人。

3.突破了一批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联盟成立以来，榆林市共安排校地、校企产学

研合作项目 200 余项，安排项目经费 2000 多万元。

初步形成了合作研发、技术转让、科技服务、共建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委托培养人才、建设科技园

区、资源共享合作等多种合作模式。

4.打造了一批产业技术公共创新服务平台
依托高校院校，在兰炭、金属镁、甲醇、聚氯

乙烯、石油、白绒山羊、红枣、马铃薯等领域共建

成 20 多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5 个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6 个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其中，

神木三江有限公司、府谷镁业集团分别与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合作建立了榆林兰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金属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清涧县与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合作共建立了红枣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榆林市

政府与西北大学合作，在西北大学共同组建成立了

榆林市沙漠植物资源重点实验室。

二、吸纳多方资源，推动
科技成果在榆林落地转化

“十二五”期间，全市共登记科技成果 213 项

（其中 2015 年达 60 件），获科学技术奖 204 项，其中

省级 20 项。申请专利 4710 件，授权专利 1941 件。

完成技术转让交易合同金额 27.4 亿元，每年都荣获

全省“技术交易工作先进市”称号。科技成果转化

率达 60%以上。

1.一批重大科技成果集中涌现
近年来，榆林市把推进能源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调结构的主攻方向，加强与高校、院所以及国

内外大型能源集团的合作，强力推进关键技术研

发，提升核心竞争力，先后开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产品和核心技术，其中“低阶粉煤回转

热解制取无烟煤工艺”、“将煤转化为可替代汽柴油

的轻质化煤焦油”、“粉煤回转干馏耦合制备轻质化

煤焦油”、“百万吨级煤间接液化技术”、“岩盐卤水

井下处理工艺”、“煤油气资源综合转化技术”和

“重质油催化热裂解技术”等 7项技术居世界领先水

平；自主研发的侏罗纪煤中低温干馏技术，使榆林

兰炭列入国家产业目录；天元化工煤焦油加氢项目

被誉为“榆林版煤制油”；中盐榆林盐化有限公司的

“岩盐井下卤水处理工艺研究与应用”技术突破了岩

盐井下卤水处理工艺中传统卤水地面“双碱”法处

理的技术瓶颈，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神府经

济开发区恒源煤化工有限公司的“小粒煤低温干馏

及干熄兰炭节能减排技术”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

奖；研究出台了 《兰炭产品技术条件》、《兰炭用煤

技术条件》、《兰炭产品品种及等级划分》 三个国家

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

2.吸纳科技成果的土壤逐步形成
为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推动省内外高校

院所的科研成果在榆林转化，不久前，榆林市政府

与西安交通大学签订了 《共建科技创新基地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在中国西部创新港建设榆林

基地，吸纳西安交大富集的科技资源，打造榆林科

研“飞地”，促进西安交大科研成果在榆林转化，

榆林市设立专项基金 5000 万元，支持双方合作项

目的研发、中试及产业化前期准备工作。这不仅是

榆林深入贯彻“创新引领、主动转型”发展战略的

重要举措，也是榆林资源优势和西安交通大学科教

优势的有机结合。与此同时，榆林市政府还与陕西

科技大学签订了 《加强轻工特色产业产学研合作议

定书》。标志着榆林市吸纳外来科技成果的大门已

经全面敞开。

为了推进产学研联盟高校的科技成果在榆林实现

转化，本次“三创”大赛期间，首次增加了榆林产学

研合作联盟科技成果专场推介对接会，由榆林的企业

提出技术需求，从榆林市产学研联盟各成员高校中征

集相应的技术成果，在本次对接会上集中发布，并完

成校企对接。本次对接会共征集到适合榆林产业发展

的科技成果项目 60多项，已成功对接 12项。这些项

目主要涉及能源化工、现代特色农业及环保等领域，

技术水平较高，有的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有的

填补榆林产业发展的空白，这些成果的转化落地，对

提升榆林市产业发展水平、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15 年 8 月 29 日，全国人大通过了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的决定》，

2016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若干规定的通知，4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行动方案》。如此密集的政策文件全部指向科技

成果转化，体现了成果转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在

当前全国科技工作中的特殊地位。为此，榆林市不

失时机的制定了详细的贯彻实施意见，重点从以下

五个方面推动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一是吸引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在榆林转化，推动成果转化与

创新创业互动融合，调动科技人员转化成果的积极

性。二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支撑服务体系，支持生

产力促进中心等中介机构提升技术转移服务功能，

培育一批技术经纪人。三是围绕能源化工、装备制

造、新材料、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发布一批

能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投资规模与产业带动作用

大的重大科技成果包，探索市场化的科技成果产业

化路径。四是培育具有榆林特色的科技成果产业化

基地，力争把榆林市建成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

范区。五是健全多渠道资金投入机制，争取国家科

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的支持。

三、开辟“星创天地”，借
力“科特派”助推精准扶贫

榆林全市 12个县 （区） 中有 9个贫困县、683个

贫困村，贫困人口达 28.15万。科技部门在扶贫攻坚

战中，精准施策、精细组织，探索出“建平台、促

双创、兴产业”的工作机制，取得了突出成效。

1.依托“星创天地”，建设创业服务平台
榆林市 2015 开始着力打造农业“星创天地”，

促进精准扶贫，首批建成 “星创天地”8 个，入驻

创客有大学生 132 名、技术成果拥有者 22 名、返乡

农民工 1068名；入孵小微企业 83家；同时有科技人

员 185 名、科技特派员 36 名、“三区”人才 21 名加

入；转化科技成果 25项，形成产品 47个。

一是拓展基地功能。以榆林学院、陕西正大技

师学院为核心，建成“星创天地”培训基地，推进

了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榆林分中心、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星创天地”科技企业孵化基地建设。增

派市农科院、牧研所等 9 个高校院所为法人科技特

派员与 9个贫困县对接，促进创业孵化。

二是延伸服务内容。该市将“互联网+”作为

“星创天地”的重要建设内容，搭建了科技特派员

“电商平台”和“农技通微信平台”，与防伪溯源二

维码技术相结合，实现“码上购买”和线上线下

“一点七包”服务，即为创客提供创业创意“金点

子”，同时提供政策包、人才包、土地包、资金包、

技术成果包、产品包、电商包支持。

三是创新发展模式。不断地总结完善成功经验,

提炼出一批操作简单、易于复制的发展模式，并组

织推广。如生态易经谷、沃野种苗、山地有机苹果

等 3 家“星创天地”的科技园区发展模式，大地种

业、东方红小杂粮、蝎源、海韵果乡等 4 家“星创

天地”的龙头企业带动模式，以及新丝路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牵头建立的金融支撑模式等。

2.完善工作机制，激发“科特派”活力
通过机制创新，使科技特派员融入“星创天

地”和精准扶贫，实现“三员”变“五员”，即在原

来的农业技术推广员、农业信息传播员、产业发展

的创新员的基础上，还要成为科技精准扶贫示范

员、农产品线上销售员，“科特派”已成为农民脱贫

致富的主要引领者。

一是建立科技特派员驻村制度。采取“1+1”

的选派模式，每名科技特派员选派到一个企业、园

区、基地及专业合作社开展科技创新创业，包扶一

个贫困村提供公益的专业技术服务，每年为每个贫

困村至少培育 10—15 个科技示范户，帮助每个贫困

户掌握 2—3 项脱贫实用技术。目前已实现科技特派

员对贫困村的“全覆盖”。

二是试点科技特派员结对扶贫。科技特派员按

照精准产业、精准牵头单位 （龙头企业或合作社）、

精准贫困户的要求，采取一帮一、结对子等形式，

培育合作社技术骨干、种养殖示范户。目前，已在

9个贫困县建设了 160个科技示范村。

三是支持利益联结。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科技特

派员领办园区、资金入股、技术承包、返租倒包、

土地流转等九种创业形式。领办、创办的共同体企

业 132个、专业合作社 224个，创业项目直接参与农

户达到 6000多户。

四是强化政策扶持。设立“科特派”专项经费

500 万元、“星创天地”建设专项资金 800 万元。将

“星创天地”建设纳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府以发

放创新券的形式给予后补助。形成“政府支持+企

业自筹+社会融资”的多渠道投融资方式。

3.做强特色产业，实现持久扶贫
该市以“星创天地”为载体，以科技特派员为

抓手，狠抓特色产业链和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

设，形成特色产业多种模式发展，奠定了科技精准

扶贫的坚实基础。

一是开辟“星创”扶贫新途径。在精准确定扶

贫对象、深入分析致贫原因的基础上，选择三种途

径纳入“星创天地”分别解决：对于农村部分“能

人”，支持其成为“星创天地”主体或创客；对于缺

文化、缺技术、缺资金、缺自主创业原动力的贫困

户，组织他们加入“星创天地”；对农村智障、身残

或其他弱势人群，用优惠政策鼓励“星创天地”吸

纳他们就业。

二是支持贫困县区特色产业链发展。围绕县区主

导产业技术需求，将支持县区的重大项目进行调整，

凝练出羊子、马铃薯、小杂粮、设施果蔬、红枣等重

点产业创新链 9个，做到产业精准、技术问题精准、

项目精准，以“星创天地”为单元组织专家、特派员

实施了一批科技扶贫示范项目。并配套建立了 32 个

农业专家大院, 建设了17个“科特派”创业链。

三是构建以“星创”为纽带的特色产业创新联

盟。以“星创”特色产业创新联盟的形式把高校院

所、星创天地、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创客联合

起来，开展协同创新。目前已组建了羊子、小杂粮

等 7个“星创”特色产业创新联盟。

推进“政产学研用”结合 打造科技创新引擎
——写在陕西榆林第四届“创意创新创业”大赛期间

□ 本报记者 谢 宏

榆林市产学研合作联盟成立大会

榆林市与陕西科技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榆林市与西安交大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从“星创天地”走出去的科技特派员撑起大产业“科特派”助推精准扶贫取得实效

陕西榆林第四届“三创”大赛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