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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梁乐 通讯员任春香）记者 10 月 23 日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获悉，《新疆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工作

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日前出台。《工作指引》旨在加快培育高价值发

明专利，充分发挥其在产业转型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目前，新疆累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8302 件，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 3314

件。根据《工作指引》，到 2025 年底，新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力争达到 1.5件。

据了解，通过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工作，在新疆产业集群和兵团主

导产业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未来两年将形成一批技术创新程度高、保护

范围稳定、市场发展前景好、竞争力强的高价值发明专利，为产业转型发展

提供引领和支撑。

《工作指引》明确了三项重点任务。在加强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方面，

新疆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市场潜力大且维持年限超过 10年或即将满 10年

的发明专利视情况给予补贴，对于新认定的高价值发明专利也将给予补

贴。当地通过政策和奖励的双重激励，充分释放创新主体高价值发明专利

创造的内生动力。

在强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体系方面，新疆将优化升级“一站式”公共服

务体系，推动各地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子站建设，集成发布服务事项清

单，打通基层知识产权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优化高价值发明专利运营服务方面，新疆将培育引进一批知识产权

战略服务机构，为创新主体提供专业化知识产权战略规划和实施服务。

新疆出台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工作指引

10 月 15 日，河北省葫芦客商邱啸林

带着一堆葫芦制品来到相邻的山东省聊

城市东昌府区。在当地举行的第十六届

中国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聊城）葫芦文化

艺术节（以下简称“葫芦艺术节”）上，他的

葫芦被抢购一空。“我来参加葫芦艺术节

六年了，每年的销售额有十几万元，我感

觉这个艺术节的氛围特别好！”邱啸林说。

当天，与邱啸林一同来到东昌府区

参 加 葫 芦 艺 术 节 的 还 有 国 内 18 个 省

（区、市）的 7000 余名葫芦客商、种植户、

艺术家。尽管本届艺术节只有三天，但

据相关数据统计，与葫芦有关的产品成

交额达到了 2.9 亿元。这一令人惊喜的

数据，反映了当地葫芦产业的蓬勃发展。

科技与艺术兼备

一年四季，村民忙着种葫芦、画葫

芦、卖葫芦；随处可见的商铺里，迷你葫

芦、“大肚”葫芦、异形葫芦依次排开……

这是东昌府区堂邑镇上的寻常景象。

东昌府区堂邑镇党委书记段先锋告

诉记者，在这里，家家户户种葫芦，“玩”

葫芦，他们“玩”出了 8 亿元年产值，“玩”

出了七成全国市场占有率。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物，葫

芦以其独特形态和‘福禄’寓意在市场上

颇受认可。”东昌府区副区长胡瑞恒向记

者透露，目前，该区种植 30 余种葫芦，产

业年综合效益达 16 亿元，销售额占全国

市场份额的 75%，已成为国内“买天下葫

芦、卖天下葫芦”的最大集散地。

种葫芦，是当地葫芦产业不可或缺

的部分。一方面，当地陆续从外地引入

了附加值高的葫芦新品种，结合先进的

种植技术，获得了较高收益；另一方面，

该区葫芦种植专家团队以现有葫芦种植

基地为依托，通过葫芦基因提纯，积极开

展葫芦新品种的培育、种植新技术和新

模式的研发。科技，成为了推动当地葫

芦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东昌府区人会种葫芦，更会“玩”

葫芦。

小巧的文玩葫芦、天鹅造型的范制

葫芦、纹饰精美的大漆葫芦、图案各异的

烙画葫芦……在东昌府区，记者走进国

内单体面积最大的葫芦文化博物馆——

中国葫芦艺术博物馆看到，在一个个精

雕细琢的葫芦上，厚重的历史与精湛的

技艺令人惊叹。

东昌葫芦雕刻 2008 年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传承人的手

中，一只普通的葫芦经过雕刻变成了精

美的艺术品。

“尖货”走向全国市场

记者见到包泽楠时，这位来自浙江

绍兴的“90后”小伙正骑着从村民家里租

来的电动车，挨家挨户“串门”，挑“尖货”。

包泽楠所挑的“尖货”，指的是品相

好、器型佳、未经雕饰的高品质葫芦。当

然，这类“尖货”的价格也相对较高。“我已

经在这里订了 80 万元的葫芦。”包泽楠

说，他把首站选在了堂邑镇路庄新村，看

中的就是这里的葫芦品质和良好信誉。

记者走进路庄新村发现，这里的街

道两旁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段

先锋说，东昌府葫芦正迎来全国客商，并

走向全国市场。“路庄新村家家种葫芦、

户户搞电商。全村在淘宝、抖音、快手等

平台共开设 300 多家网店，年均网络销

售工艺葫芦 700 万个，被农业农村部评

为‘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并入选全国乡

村特色产业亿元村。”他说。

胡瑞恒介绍，当地坚持把培育葫芦特

色产业作为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抓手，形

成了“种子研发—葫芦种植—葫芦文创及

加工—全生态旅游”的绿色循环全产业链

条，让“土特产”变成了“金名片”。

育好品种 做精加工

山东聊城将小葫芦变成“金名片”

科技日报讯 （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

王燕双）记者 10月 23日从泉州市科技局

获悉，2023年，福建省泉州市全社会共投

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239.06

亿元，总量居全省第三，同比增长 19.4%，

增幅跃居全省首位，高于全省平均增幅

11.1 个百分点。此外，该市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强度为 1.96%，比上年提高 0.31

个百分点，强度提升幅度创 2000 年以来

之最。

近年来，泉州市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

验”，持续推进“四个倍增”计划和“抓创

新促应用”专项行动，不断集聚创新资

源，优化创新环境，推动城市研发创新水

平显著提升。

据介绍，泉州市为强化企业在创新

中的主体地位，出台《泉州市培育壮大高

新技术企业若干措施》，推进高新技术企

业倍增计划，实施认定分档奖励政策，推

动企业“规升高”或“高升规”；出台《泉州

市促进异地研发孵化若干措施》，利用先

进地区、科创高地优势创新资源，为企业

研发提供要素支撑；制定《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提升全社会研发投入水平若干

措施》，设立 1 亿元企业研发投入奖补资

金支持企业研发；联合税务部门发布税

收优惠“无忧享”服务措施，扩大创新政

策覆盖面；设立泉州市技术创新基金，以

固定优惠利率，为列入“白名单”的企业

提供低成本的研发投入融资支持。

在强化服务保障方面，泉州市推出

多项创新举措，建立领导挂钩联系县

（市、区）研发投入工作制度；设立科特派

服务小分队，开展“点对点、一对一”的精

准科技业务服务。同时，该市采用“线

上+线下”方式开展差异化培训，创新制

作 MG 动画短视频，利用泉州科技信息

网、泉州科技公众号等媒介进行政策解

读、统计填报等专题服务，帮助企业快速

了解研发投入知识及政策。

目前，该市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日益

凸显，规上企业 R&D 经费 226.38 亿元，

同比增长 20.3%，增幅全省第一，占全社

会 R&D 经费比重达 94.7%。其中，规上

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出 215.50 亿元，

同比增长 17.4%，总量及增幅均居全省

首位。

泉州全社会研发投入增幅居福建省首位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记者 10 月 23 日获悉，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北斗应用专业赛总决赛日前在湖南株洲举行。在总决赛启动仪式

上，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株洲太昌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业与赛事项目合作签约，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助力参赛项目“开花结果”。

本届专业赛以“同世界、共北斗”为主题，旨在推动北斗领域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实现应用场景对接，构建产业融通

渠道，打造共生创新生态。自 8月份启动以来，专业赛共收到有效报名参赛

项目 368个，涵盖全国 29个省（区、市）的 72个高校科研院所。最终，21个项

目进入决赛，内容涵盖低空经济、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等 10多个领域北斗应

用场景。

启动式上，湖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斌表示，湖南是北斗技术

创新引领区、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区和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区。近年来，

湖南着力推进北斗系统的技术研发、规模应用和产业发展，先后出台了《湖

南省北斗产业发展规划（2023—2027年）》《关于加快北斗产业人才聚集的十

条措施（试行）》等一系列促进北斗应用领域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扶持政

策，打造了覆盖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的全产业链条，培育了国家（长沙）

北斗特色产业园、株洲北斗产业园等一批特色园区。目前，湖南已构建起以

长沙为主体，株洲、岳阳为两翼，辐射带动全省北斗产业发展的格局。

据统计，湖南已聚集国内北斗产业 80%以上的核心技术资源，打造出全

国首个北斗开放实验室，获批全国北斗卫星导航应用示范区，并发布了 29

个省级卫星应用典型示范案例。在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湖南实现了北斗

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推广终端超 80万台（套）。

株洲市委常委、副市长刘亚亮介绍，近年来，该市着力发展北斗产业，拓

展北斗规模应用赛道，设立了北斗产业园，构建了从部组件研发、终端产品

制造到规模应用的全产业链。同时，株洲启动建设了北斗湖时空信息产业

园，组建了株洲北斗集团，与湖南兴湘集团发起设立了 10亿元北斗基金，建

立起北斗时空信息研究院，并初步建成国家级北斗产品安全检测中心等。

此外，株洲着力在全领域推进规模应用，已规划 83个应用场景，其中已建成

33个。截至目前，株洲时空信息产业集群规模超 120亿元，其中北斗产业规

模突破 30亿元。

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北斗应用总决赛在湖南株洲举行

秋风瑟瑟，寒意渐浓，此时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正好可以入手

一件羊绒衫。

10月 23日，记者在东胜区的绒都小镇看到，当地闻名的“羊绒一条街”，

汇聚了大大小小绒纺制品店 240 多家，每家店铺的橱窗里都展示着当季最

新的羊绒制品。

在这里，消费者不仅能享受沉浸式的购物体验，还能通过扫描二维码轻

松获取商户的信誉度、经营种类、服务范围等详细信息。“我们运用‘互联

网+’、大数据等技术建成‘胜都绒诚’营商服务平台，建立一户一档信用档

案。根据商户经营数据及消费者评价反馈数据，对商户赋分，进行星级评

定，商户星级越高信誉度越高。”东胜区发改委干部刘峙垣告诉记者。

今年，东胜区以激活消费为抓手，数字赋能诚信街区建设，让地方绒纺

销售业实现“诚信值”与“交易量”双向赋能、双向提升。

目前，区内有 80 多家商户入驻“胜都绒诚”营商平台，26 家商户接受

了星级评定。对于信用状况好的商户，区政府实行信用激励，在融资信

贷、行政审批、房屋租赁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对于信用状况差的商户，行

业主管部门则开展惩戒，通过数字化手段促使商户增强诚信经营意识、提

升服务质量。

“今年，东胜区将我们整条街打造成‘胜都绒城’营商示范街区，用数字

手段实时服务与监管商户，这相当于政府为我们信用背书，诚信为我们发展

赋能。我们经营得更顺心，消费者买得更放心。”鄂尔多斯市华容商厦执行

董事赵彩霞说。

在绒都小镇，记者见到了正在打理店铺的高翠。在这条街经营羊绒制

品已经 20 多年的她告诉记者，曾经这里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口碑褒贬不

一，诚心诚意做买卖、提供货真价实羊绒制品的商户受到不少影响。

而成为星级商户之后，高翠的经营“底气”更足了：“作为‘胜都绒城’营

商示范街区首批三星商户，我感到很荣幸，街区整体通过‘三实标一溯源’管

理，消除了不正当竞争和商品以次充好现象。现在我们的客流明显增多。

我们要信守承诺，扎实经营，争取成为五星经营户。”

“通过一年的管理创新，东胜区已经实现了‘扫码知信用、以信促经营’

的良性循环。老商业街区信誉好、消费旺、市场兴、经济活，焕发出了新生

机。”刘峙垣说。

内蒙古东胜区：

数字赋能诚信街区建设

在广袤的甘肃大地上，黄河蜿蜒流

淌，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巨变。如

今，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绿色发展理

念的深入人心，甘肃省正以崭新的姿态

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科技守护黄河、生态农业实现绿色

发展、清洁能源引领产业升级，三大领域

齐头并进，共同绘就了一幅山川秀美、经

济繁荣的绿色画卷。

近年来，甘肃省通过加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提升了现

代农业质量。同时，甘肃省利用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

从资源大省向产业高地的转变。

科技手段守护
黄河安澜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滋养

了无数生灵。为了守护这条生命之河，甘

肃省借助现代科技力量，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修复，确保“一河清水送下游”。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黄河岸边，一座

现代化的水质监测站引人注目。这座监

测站是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兰州环境监测

站的重要监测点之一，也是守护黄河水

质的一道防线。

“我们采用了国际先进的水质在线

监测设备，实时监测黄河水质中的溶解

氧、氨氮、总磷等关键指标。”兰州环境监

测站站长张伟介绍，这些设备不仅提高

了监测效率，还大大增强了数据的准确

性和时效性，为黄河水质保护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黄河上游的水

源涵养区，一场科技赋能的生态修复行

动正在悄然进行。

“我们利用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等

技术手段，对黄河上游的湿地、草原等生

态系统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

生态问题。”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党组书记、局长罗永诚介绍，这些高科技

手段的应用，让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生态

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

在黄河玛曲县木西合段，生态修复

工程利用先进的生态修复技术，对退化

的草原进行治理。他们采用了种草、围

栏封育、灌溉等多种措施，提高了草原植

被覆盖率，改善了草原生态环境。如今

的玛曲县，草原绿意盎然，成为黄河上游

一条亮丽的绿色长廊。

在黄河岸边，由甘肃省水利厅组织

的生态补水行动，利用先进的水利工程

技术，将黄河水引入周边湿地，改善湿地

生态环境。甘肃省水利厅厅长牛军说：

“我们要充分发挥黄河水资源的生态效

益，通过生态补水，恢复湿地生态系统，

提高生物多样性。”

生态农业实现
绿色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孕育优质农业的

沃土。近年来，生态农业正成为甘肃省绿

色发展的新模式。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甘

肃省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还保护了

生态环境，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临夏回族自治州通过推广滴灌、喷

灌等节水灌溉技术，提高了水资源的利

用效率，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我们通

过节水灌溉技术，实现了水资源的精准

利用，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临

夏回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局长宗玉良介

绍，这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还保护了

生态环境，实现了绿色发展。

“节水灌溉技术真好，既节水又增

产。我们要继续推广这项技术，让更多

的人受益。”花卉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告诉

记者，通过节水灌溉技术，他的农田产量

提高了，用水量却减少了。

在甘肃省的天水市，甘肃海林中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利用智能农业技

术提高生产效率。这家企业以生产圆锥

滚子轴承为主业，通过引入智能化生产

线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了从原材料

采购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自动化和智能

化。“我们采用智能化生产线后，生产效

率提高了 30%以上。”甘肃海林中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三分厂厂长郑永亚介绍，

同时，智能化生产线还可以减少人工操

作和误差，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

除了智能化生产线外，该公司还引

入了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对

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

分析。这些数据的实时反馈可以帮助企

业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提高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郑永亚说：“通过智能农业

技术的应用，我们企业不仅提高了生产

效率，还降低了能耗和排放，实现了绿色

发展。”

清洁能源引领
产业升级

在酒泉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座座高

大的风力发电机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

源源不断地将风能转化为电能，输送到

千家万户。这里，已成为全国陆上最大

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

生态农业培育的绿色资源成为绿色

工业的基石。近年来，甘肃省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

源，推动工业绿色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我们的风力发电机总装能力已经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大部件全部实

现了自主研发和生产。”酒泉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军介绍，通过技术

创新和产业升级，酒泉经济技术开发区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产业

链，产品远销国内外。

作为甘肃金风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的设备工程师，赵旭正忙着调试一台

即将出口的风力发电机。他告诉记者，

该公司已经与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

开展稳定良好的合作，出口总额逐年攀

升。赵旭说：“我们的产品以高品质、高

效率、高可靠性赢得了客户的信赖。”

在敦煌市，一片片蓝色的光伏板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它们正将太阳能转化

为电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力。敦煌市发改委主任李强介绍：“我们

利用敦煌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大力发展

光伏产业，已经形成了从光伏材料生产

到光伏电站建设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光

伏产业的发展，敦煌市实现了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向新而行，一批新兴产业也在甘肃

落地生根，特别是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

制造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正在甘肃形成

产业集群。酒泉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为

全国陆上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陆

地风电产业链齐备。今年前 4 个月，酒

泉新能源装备出口 2.5 亿元，较 2023 年

同期增长 2.2倍，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在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甘肃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甘肃：用科技创新之笔 绘绿色发展画卷

在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风力发电机组散布在各个村落山头。 视觉中国供图

游客在第十六
届中国江北水城·
两河明珠（聊城）葫
芦文化艺术节上观
赏一对天鹅造型的
工艺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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