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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王钟伟 记者孙明
河）新年伊始，“科技部徐南平副部长点赞山东

农业科技园区体系建设先进做法”入选中国农

业科技园区十件大事。在此之前，科技部调研

组专程调研山东农业科技园区工作，对山东率

先实现农业科技园区全覆盖给以肯定。

截至 2016 年底，山东省建设了黄河三角

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 个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省政府批准建设了 12 个省级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省科技厅、财政厅联

合批准建设了 69 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初步构

建起省级农业科技园、省级农高区、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国家农高示范区四级联动、梯

次发展的农业科技园区体系，全省涉农县

（市、区）基本实现了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区

的全覆盖，这在全国各省尚属首次。

在农业科技园区的辐射下，山东各地发

展差异化、个性化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带

动全省每个农业县（市、区）打造 1—2 个产

业规模超 10 亿元的优势产业，提升了区域特

色产业规模和高新化水平，形成规模集聚和

品牌效应，涌现出潍坊寿光设施蔬菜、青烟

威海洋生物、临沂生态化肥等为代表的全国

驰名的优势产业集群。

农 业 科 技 园 区 率 先 示 范 一 二 三 产 融

合。山东近年先后建设了“寿光果菜品种权

交易中心”等为代表的农业科技成果转移服

务机构，组织了寿光、兰陵蔬菜科技博览会

等展示孵化活动，提高了县域、农村承接农

业高科技成果转移、加速产业转化的能力，

促进了成果转移服务规范化、成果效益最大

化。

农业科技园区还为科技精准扶贫提供了

平台和抓手。巨野县太平镇中邓楼村新建的

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带动当地农民发展娃娃

菜、有机菜花等种植，仅去年 7 月份以来出产

蔬菜 20 万公斤，用工 2000 余人次，全村贫困

户全部脱贫。围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在科

技援藏、援疆、援青、井冈山精准扶贫等对口

支援中，复制了山东依靠农业科技园区推进

对口帮扶精准可持续的模式做法，收到良好

成效。

纵向“顶天立地”横向无缝衔接

山东率先实现农业科技园区全覆盖

一间整齐排放着桌椅的工作房里，20

余名工作人员在熟练地重复同一个动作：

左手“粘”张文档放在桌面机器的“灯”下，

右手迅速在机器上点击。不足 1 秒，这张

文档就同步产生了缩微胶片影像和彩色数

字影像。

这一场景，来自湖南省隆平高科技园

内，一家拥有独创“缩微数字一体化”技术

的服务外包型中小企业——湖南琴海数码

股份有限公司。每天，医院患者病历、各类

档案等纸质文档，在这里被转化为现代化

的微缩胶片与数字影像存储，并实现文档

的信息化管理。

做为全国应用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

的档案缩微数码专业公司，琴海数码 2015

年底挂牌新三板。不断通过创新来“玩转”

档案的它，未来规模想象力无限。

四年前，它刚落户隆平高科技园时，却

是另一番光景：亏损严重，随时面临“关门”

的风险。“我们是这里土生土长起来的服务

外包企业，高科技园给了我们很大的扶持，

帮我们渡过了难关。”该公司董事长陈正全

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做“伯乐”：广纳可孵
化的“潜力股”

隆平高科技园是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服

务外包示范园区，目前园区服务外包年业务

量超过20亿元，聚集了电子商务、软件开发、

研发设计、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的服

务外包企业，现已成长起一批服务外包“牛”

企：如以湖南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湖南

嘉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信息技术

外包；以琴海数码为代表的档案信息化外

包；以湖南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为代

表的研发设计外包；以艾迪康医学检验所有

限公司为代表的检验检测外包……

能“拉拢”支撑全产业发展壮大的“牛”

企，离不开高科技园主管者的好眼力。

探索档案数字化的路，琴海数码十年

前就开始捣腾了。这一市场潜力巨大，但

摸索的道路并不平坦。边走边摸索的公

司，到 2011 年，还是负增长，“钱”途不明。

隆平高科技园党工委书记王曙光却很坚定

地看好它。“把堆积如山的纸质资料‘缩微’

处理，再把‘沉睡’的资料唤醒进行大数据

应用，这是一项为子孙后代保留历史的工

程，市场前景也很乐观。值得‘收入’和孵

化。”在他的力促下，这家亏损的中小企业，

妥妥的入驻了隆平高科技园。

对服务外包产业企业的发展，隆平高

科技园高度重视，成立了园区服务外包发

展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设立了园区服务

外包示范基地，在产业布局、政策制定、资

金扶持、人才吸纳等方面给出了各类政策

红利。“2016 年，我们又新引进有潜力的服

务外包企业 20余家。”王曙光说。

支持创新发展：要钱
给钱 要地给地

对自己揽入的“潜力股”，隆平高科技

园的支持，可谓“要钱给钱，要地给地”。

入驻前小作坊式生产的琴海数码，在

自主研发出“缩微数字一体化”技术后，公

司业务获得了爆发式增长。2015 年，“长

大”了的公司，原有的小厂房远不能满足其

生产需求，新建厂房成为了当务之急。公

司发愁着，且自认为拓展空间无门的时候，

被高科技园管委会负责人关注到了。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滔多次调研后，经

过多方协调、调度，愣是为公司成功挪腾出

了一块工业用地。

为发展好园区内的服务外包企业，园区

还搭建了支持创业的“服务外包园中园”。

目前，已建成创业平台23万平方米，设立了

金丹科技创业大厦、广发隆平创业中心、豪

丹科技园等 7大创业平台。建筑面积 2480

平方米的金丹大厦服务外包创客基地，为服

务外包创新创业企业提供政策、融资、市场

开拓等服务，预计可孵化 20—30 家外包企

业。“‘十三五’期间，我们还计划打造超过

200万平方米，以隆平现代产业园、湘粤先进

技术产业园为代表的楼盘，为服务外包产业

聚集提供更好的物理平台。”王曙光说。

为了给服务外包产业做好“服务”，园

区还搭建了集产业资讯、产业政策、资源共

享、人才培训、招聘求职、企业服务、交流合

作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将园区

内外的各种服务外包相关资源集成整合在

平台上。目前，平台企业注册用户 200 余

家，发布发包信息 120个，免费为企业提供

了 40余次的免费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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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 7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的背景下，

山东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园区工作，省财政两

年投入 1.2亿元，对所有省级以上农业科技园

区每个给予不少于 100万元的引导经费支持；

编办、发改、住建、国土等部门对农业科技园

区管理机构、规划、建设用地等给予了大力支

持。遍布全省的科技园区就像“翅膀”的翼

展，覆盖了齐鲁大地。

山东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也是传统的农

业科技强省。在经济转型、稳速换挡的新形

势下，农业科技园区建设为推进农业农村科

技工作重心下移，实施转调创、推进农业现代

化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为发展县域经济提供

了一个新的增长点，也为县级基层科技局提

高科技工作的集成度、显示度提供了一个重

要抓手。在全国部分地区出现科技管理部门

职能弱化、地位边缘化的趋势下，山东县市区

科技局以强化园区建设为发力点，大力推动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做到了职能强化、机构独

立、编制不减、有所作为，值得借鉴。

科技日报讯 （记者朱彤）乌鲁木齐高新

区（新市区）将打造“3+3”产业集群，用 3 至 5

年时间建成 3 个“千亿级”和 3 个“百亿级”产

业集群。这是该区日前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

传出的信息。

3 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包括：智慧安防、

硅铝基电子新材料和高分子“膜”材料、现代

服务业集群。3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包括：大

数据、生物医药与大健康、文化创意和旅游产

业集群。

智慧安防产业集群将成立国内最大的智

慧安防产业联盟——“天山力遁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发展具有创新活力和全球市场竞争

力的智慧安防产业；全力打造国内领先、国际

一流的千亿级产业集群，成为国家级创新型

产业集群、丝绸之路经济带信息枢纽中心的

反恐信息交流开发中心。

硅铝基电子新材料和高分子“膜”材料产

业集群支持特变电工硅基电子材料和光伏产

业，加强新技术、新工艺研究和节能减耗，降

低生产和运营成本，积极拓展精细硅化工材

料和先进晶体制备，扩大应用和市场份额，建

成国家级光电子新材料知名品牌示范基地。

加快推进新疆凯沃与莱芬豪舍、杜邦等国际

一流企业合作的“世界级光学膜生产基地”以

及莱沃科技“高分子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

设，积极引进特种导光膜、防爆膜、防弹膜、纺

织膜、人工脑膜角膜等高端膜项目。

现代服务业集群重点发展现代金融、临

空产业、总部楼宇经济、科技服务业、跨境电

商和现代物流业等现代服务业，带动三产提

质增效。

大数据集群坚持以政务服务云、金融创新

云为切入点，落实智慧园区顶层设计，打造基

于“块数据”的政府拓展性服务平台，推动大数

据应用和产业联动发展，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

智慧园区体系，在大数据领域成为全疆的应用

开发中心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运营交易中心。

生物医药与大健康集群整合提升已形成

一定集聚效应的生物与医药产业，引进更多

龙头企业，推动并购重组。

文化创意和旅游产业集群依托“中亚科

创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培育优

质文化创意企业，开发特色文化创意作品，发

展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

实（MR）等新兴业态，把创意设计、影视制作、

数码娱乐等做专做强，打造自治区新媒体综

合服务平台和向西开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多

语种信息综合服务门户。

据悉，该区今后将围绕“3+3”产业集群，做

好产业链全景图、产业发展路线图，鼓励企业

发展“产业链”项目，想方设法争取高新、高端、

智能项目入驻；健全金融创新服务体系和覆盖

中小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支撑体系，推进产

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政策链精准对接，支持

“3+3”产业集群中更多企业做大做强。

乌鲁木齐高新区：打造“3+3”产业集群

1 月 20日，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
回乡伊人花卉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为花卉
浇水。

寒冬腊月，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
回乡伊人花卉专业合作社日光温室内一派

“春色”。据了解，该合作社在月牙湖生态移
民区通过土地流转，建设 64栋花卉智能日光
温室，种植百合、绣球、郁金香等花卉，产品
远销内蒙古、陕西、北京、上海等地，年产值
近千万元。

新华社记者 王鹏摄

寒冬“春”满棚

科技日报讯 （记 者吴长锋）日 前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正 式 确 定 合 肥 高 新 区 等 16

家 园 区 为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示 范 园 区 。 合 肥

高 新 区 自 此 成 为 安 徽 省 首 家 国 家 知 识 产

权示范园区。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高度重视知识产权

工作，并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

指标体系。同时，将企业每年专利申报情

况、科技企业孵化器纳入知识产权工作管理

体系。把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工作紧密结

合，科技项目申报及科技小巨人、创新型企

业培育等，都把知识产权创造作为硬性指

标，贯穿于项目申请、实施、验收全过程。

合肥高新区强化政策扶持措施，加大对

国外发明、PCT、国内发明的支持力度，区内

企业每件国内发明专利在享受省、市政策叠

加的基础上，最高可以享受每件 1.9 万的补

贴。近年来，合肥高新区财政对于知识产权

投入的预算资金以超过 30%的比例逐年增

加，2016 年仅专利资助金额达 1006 万元。

鼓励企业充分运用专利参与质押贷款，解决

轻资产的中小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问题。

合肥高新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利用“4.26”专利活动周积极开展专利联络员

培训、知识产权实战班培训；定期举办各种

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讲座、论坛及各类研讨

会，累计培训企业近 2000 人次。此外，高新

区开通了“12320”知识产权投诉电话，畅通

企业维权绿色通道，适时召开知识产权案件

受理新闻发布会，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合肥高新区创

新体系日益健全，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截至

目前，全区拥有各类经济实体超 16000 家，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603 家，获国家专利优秀奖

企业 11 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及优势企

业 8 家。截至 2016 年 11 月，区内专利申请量

突破万件大关，达到 10462 件，增幅 76.4%；万

人有效发明专利达到 230 件，居全省首位和

全国高新区前列。2016 年，合肥高新区成功

跻身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和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综合排名跃居全国第七位。

合肥高新区：打造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春）为贯彻落实国

家“一带一路”重要战略，加快推进上海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促进张江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张江示范

区”）各园区和企业参与国际科技经济合作

发展，由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主办、上海科学技术开发交流中心

承办的“领事进张江”活动于1月17日成功举

办。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美国、南非、澳

大利亚、伊朗、俄罗斯、日本、马来西亚、斯里

兰卡等22个国家驻沪总领馆总领事、领事、

驻沪机构代表，以及张江示范区内17个园区

及企业代表，共计120人参加了活动。

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副主任徐建卯作了题为“开放创新，

协同发展，努力构建国际化合作平台”的主

旨发言，全面介绍张江示范区的发展情况和

开放合作的具体举措。他指出，上海正着力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张江示范区作为核心载体，汇聚了国内外高

端创新资源，建立了七大产业功能集聚区，

有基础、有条件、更有责任在新一轮国际合

作中发挥重大作用。张江示范区正在大力

构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

医药、节能环保、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集群。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搭建合作交流展示平

台，请各国驻沪总领馆、驻沪机构走进张江、

了解张江，与各园区、企业面对面，促进张江

园区和企业融入国际创新体系建设，加大国

际合作力度，拓宽国际渠道。

南非、斯里兰卡、澳大利亚、丹麦、伊朗

等国驻沪总领事、领事围绕产业合作介绍

了本国的优势资源，提出了合作需求。张

江示范区核心园、长宁园、嘉定园、杨浦园、

青浦园的重点企业进行了国际合作项目路

演，包括生物医药、3D打印、新能源汽车、智

能制造、信息技术领域以及上海张江波士

顿企业园海外合作等，这些项目引起了各

国代表的广泛兴趣，纷纷开展深入对接，交

流合作意愿。

22国驻沪总领馆领事走进上海张江园区

科技日报讯（记者冯国梧）天津高新区

企业天地伟业和腾讯合作推出了一款没有

传统机械硬盘的——支持云端存储的网络

录像机（简称“云存储NVR”）。这款云存储

NVR由视频监控厂商天地伟业与互联网大

咖腾讯强手联推，在传统网络硬盘录像机的

基础上，为本地硬盘存储“减负”，结合腾讯最

新的云存储技术和优势，实现了高清视频大

数据的云端存储。可避免本地硬盘长期工

作造成硬盘磁道损坏，数据丢失的风险。

在信息安全方面，这款新品借助腾讯的

全链条数据加密技术，充分维护个人隐私，确

保了存储数据的稳定和安全。在易用性和用

户体验上，这款产品更加优化，无需第三方

APP，只通过手机QQ扫描二维码就可随时随

地查看录像信息。更为便捷的是，好友之间

可以通过QQ分享权限，实现多人查阅。而通

过手机QQ购买云存储服务，还可以实现高清

视频全天候云端视频存储，完全满足店铺、商

超等小场景的监控需求。

天地伟业携腾讯新推“云存储”

科技日报讯（记者冯国梧）1 月 13 日，天

津 OTC 高新区专板启动暨企业集体挂牌仪

式在天津高新区科技金融大厦举行。华鼎孵

化器、普天孵化器、榴莲咖啡、易创空间四家天

津高新区创业孵化载体被授予天津OTC众创

板保荐资格。天津天地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世纪圣百特商贸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高新

区科技企业举行了集体挂牌仪式。

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体系，开拓中

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天津高新区去年11月与天

津OTC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实现创

新区域与地方股权交易市场的联动，打造天津

OTC 高新区运营中心，并以创通票政策为桥

梁，利用政府信用撬动中介机构垫资服务的积

极性，引导企业走上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轨道。

天津OTC高新区专板启动

1 月 6 日，山东省诸城市贾悦镇丁家庄村

头的梅香园里草莓鲜红，吸引着一波又一波慕

名前来采摘的游客。看着眼前的一切，梅香园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民脸上不禁露出

了舒心的微笑。“除去少量供应游客采摘，大部

分通过网络营销卖到了北京，一斤能卖到 70

元，销路好得很哩。”

在梅香园里一个占地60多亩，高达8米的

单体棚总是第一个映入人的眼帘。这是目前

山东省最大的一个单体棚。“为啥设计如此之

大？主要为实现工厂化农业生产，方便对温

度、湿度、肥料等进行智能控制”。王民介绍

说，这个高大的棚体并不是为种植草莓而建

的，待草莓收获完毕后，就会换植成樱桃，并扩

展到100亩。此外，园区40亩的育苗圃已培育

近 2万棵密植矮化美国车厘子，这些树苗今年

就可以结果，明年是盛果期，亩产可达 3000

斤。“新品种车厘子在农贸市场的批发价为每

斤40元左右，比普通樱桃大有优势。”

但在王民看来，种植樱桃、车厘子还称不

上是这个园区最大的亮点，它最大的特色当属

这里拥有北方最大的梅花园。现在梅香园有

4000多株梅花，每到清明节前后，梅香园梅花

开遍，香气四溢，吸引无数外来游客观赏。

“从刚刚流转土地时的每亩 700 元，增加

到目前的1000元，确保每户居民每年流转费用

增加5%，贫困户增加6%。”看问题各有不同，在

贾悦镇副镇长刘文浩的眼里，园区最大的意义

莫过于增加了农民的收益。记者看到，大棚里

不时有年龄较大的村民在摘草莓花和整理棚

体。“他们大多是因照顾家庭和年龄原因无法

外出打工的女性和老人，农忙时有 100多人来

采摘草莓、樱桃、扁豆等，园区一天发放60元到

80元的工钱。”他告诉记者，镇上还经常组织村

民来园区学习种植技术，以园区为示范，带动

全镇发展高品质果品。“农民种出来的水果如

果没有销路，就由园区统一收购，让他们没有

任何后顾之忧。”

“围绕农民增收,这些年我们着重抓的就是

农业结构调整,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如梅香园还

自主研发出水肥一体化及智能大棚管理技术,并

认证注册了‘心养谷’绿色商标,效益进一步提

高。”据刘文浩介绍，目前全镇“三品一标”认证已

达到17个,100亩以上的农业园区达20个。

记者了解到，贾悦镇还加强与省内外种子经

营单位联系,加快新品种引进、推广。他们与浙江

金华火龙果基地合作,投资500多万元,建成了占

地300多亩的热带水果基地,新上红水晶、红麒麟

等火龙果品种。新建的700亩观赏苗木、梅香园

150亩大棚樱桃……该镇通过发展高端生态农业

示范区,极大地推动了外来“产业资本”与本地“农

业资源”的有机结合，仅2016年就新增农业龙头

企业3家、合作社60家，一条“农业龙头企业+合

作社+农户”的生产模式路径逐渐清晰,已带动周

边农民增加收入近千万元。“此外，我们还引进聘

用技术人才15名,培养职业农民25人,这不仅为

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智力支撑，更加快推动了农

户增收致富的步伐。”刘文浩如是说。

农业结构咋调整？贾悦镇园区经济别样火！
本报记者 魏 东 通讯员 徐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