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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毅力

广告广告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 金凤）11 月 7 日，江苏省科技大会暨全省科学

技术奖励大会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苏定强

获 2023 年度江苏省基础研究重大贡献奖。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为苏定强

颁奖。苏定强在望远镜和天文光学领域从事研究长达 65年，主创了世界最

大口径的大视场望远镜 LAMOST，提升了我国天文光学水平。

会上，265 个项目获 2023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9 名青年科技人才获

2023 年度江苏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9 家企业获 2023 年度江苏省企业技

术创新奖，6名外籍专家获 2023年度江苏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据悉，2023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突出原始创新、突出服务国家战

略、突出企业主体地位、突出青年人才培养、突出科技惠民利民。38 个基

础类获奖项目在 CAR-T 免疫细胞治疗技术、飞控系统智能诊断等基础

研究方向，取得一批重要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213 个应用类获奖通用项

目取得授权发明专利 1791 件，形成一大批掌握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

技术成果。

信长星表示，作为国家科技创新格局“第一方阵”成员，江苏必须深刻

认识所处的时代方位和肩负的重大责任，奋力推进高水平科技强省建

设。江苏要努力在产出重大原创性和颠覆性科技成果、攻克制约产业发

展和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集聚战略

科学家和一流科技领军人才，以及创新团队、贡献科技体制改革和开放创

新经验上走在前。

2023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揭晓

2024 年，长春高新区全面落实长春新区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 年中

国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中，长春高新

区位列第 54 位；长春高新区还成功入选中国生

物产业大会“2024生物制造领域重点高新区/经

开区 top20”。

着力推进经济发展，不断
扩大经济总量

今年初以来，长春高新区深入谋划推进发

展，突出稳经济、强产业、谋创新、保民生，锚定

目标发力，压实责任攻坚。高新区稳妥推进经

济社会发展，持续拉动有效投资和推进达产达

效，紧盯预期目标，完善监测机制，科学有效做

好经济运行监测和分析。

着力抢抓项目建设，不断
夯实发展底盘

长春高新区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把

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以“三

抓”促“三早”，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创新推

进实施“项目责任制”“问题会议制”“结果督查

制”等精细化管理方式，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

度。高新区全年计划实施项目 109 个，总投资

653.31亿元。人力资源大厦、圣博玛一期、吉源

生物、新大光谷、蔚山路热源厂等 5 个项目预计

年底全部建设完成。创投科技产业园、联东 U

谷生命园、联东 U 谷信息园等 9 个项目已于上

半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着力引领产业辐射，融入
永春现代生物医药城建设

围绕高质量发展三年计划、“双城”建设目

标，长春高新区统筹推进永春现代生物医药城

起步区建设，积极发掘区内外有增产扩能及外

溢诉求的生物医药企业，推动其对接永春现代

生物医药城。通过产业链招商、异地成果转化

等，高新区大力引进生物医药产业项目，并促进

区内转移产业产能融入永春现代生物医药城建

设发展大局。

截至目前，高新区共洽谈永春项目 100 余

个，筹备购地类项目 9个，占地面积约 40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 36亿元；生物医药产业辐射项目 5

个，占永春产业落位项目总数的 70%以上。

着力厚植发展潜力，不断
集聚优质资源

立足本地资源有限的实际，长春高新区既

积极主动，催生招商活力，又严把质量关，保持

招商定力，抓大不放小、重内不轻外。截至目

前，长春高新区开展“请进来，走出去”招商活动

共 109 次 ，招 商 引 资 项 目 106 个 ，总 投 资 额

131.39 亿元。其中，长春东元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研发基地等 14 个项目已落位，重点在谈项目

30个，储备在谈项目 62个。

着力加快创新驱动，不断
培育发展动能

长春高新区集聚创新资源，搭建创新载体，

推动产学研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一是推动创新平台建设，促进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持续优化“专利成果库”“企

业需求库”和“成果转化库”3 个科技成果服务

数据库，累计完成成果统计 1000 余项；支持科

技大市场“科创一网通”平台建设，完善信息发

布、项目管理、成果展示、专利查新等功能，实现

全方位线上科技成果转化；组织举办科技成果

对接交流会等各类活动 11 场。二是外引内培

双向发力，培育高质量发展生力军。深挖一批

准高新技术企业、准牛羚和准瞪羚等高成长性

企业，推动创新资源向优质企业集聚。吉林省

有关部门发布的吉林省优秀科技型中小企业

500强榜单中，高新区上榜企业 110户。三是打

造特色双创载体，推动孵化能力提升。长春市

转业军人创业孵化基地获批市级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建设“摆渡中医药公共实验室”“吉林省

工业互联网应用平台”“长白山特色资源开发与

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试平台”等近 10 个特色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

着力优化服务保障，不断
增进民生福祉

一是持续优化普惠性资源布局。多渠道

持续增加普惠性资源供给，大力发展公办幼儿

园，新增普惠性幼儿学位 630 个；3 所民生实事

小区配套公办园建设进度稳步推进，建成后可

新增公办园幼儿学位 660 个。二是完善救助

保障体系。年初以来，为低保人员、特困人员、

困难重度残疾人发放各类救助补助资金合计

580 余万元，为符合高龄津贴、政府购买居家

养老服务补贴、巡访关爱服务等条件的老人投

入养老服务补助资金 171 万元；建设居家和社

区老年服务项目 3 个，养老服务中心 1 个，敬老

餐厅 28 个。三是着力抓好就业保障工作。建

立人才服务保障新体系，通过积极搭建平台、

深化政校企合作、开展人才需求调研等方式，

不断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困难援助，助力

各类人员充分就业。截至目前，高新区组织

“民营企业服务月”“百日千万专项行动”等各

类招聘活动 61 场，其中线下招聘会 20 场，线上

41 场，累计提供岗位 1.73 万个，8000 余人初步

达成就业意向。

长春高新区始终把握率先突破的方向、夯

实率先突破的基础、提升率先突破的质量、抓好

率先突破的任务，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

立后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推

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

进民生福祉，保持安全稳定，打造国内知名的科

产城人融合发展新高地，以一域之光为东北振

兴大局添彩。

图文及数据来源：长春高新区

长春高新区长春高新区：：以高质量发展探索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新路径以高质量发展探索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新路径

图为周口中心港码头。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河南省周口市，地处“燕赵江楚之

冲，秦晋淮泗之道”，沙河、颍河、贾鲁

河 交 汇 于 此 ，形 成 沙 颍 河 黄 金 水 道 。

冬日的沙颍河，碧波荡漾。“河南第一

大港”周口港便坐落于此，不断有大型

货船靠岸。

近年来，周口立足“临港新城、开

放前沿”的发展定位，大力发展内河航

运、做强临港经济，逐步成为中原地区

对接长三角的桥头堡、对外开放的新

高地。

在 10月 30日举行的“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河南实践”系列主题周口专场

新闻发布会上，周口市委副书记、市长詹

鹏介绍，周口抢抓国家支持内河航运加

快发展、河南省支持“两河两港”建设的

机遇，已建成 8 个规模性港口作业区、97

个泊位，开通 32 条国内外集装箱航线。

目前，周口市以创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

纽承载城市为载体，积极构建以周口中

心港为龙头的“1+9”港口体系，着力打

造枢纽经济先行区，奋力建设国家区域

中心港口城市。

建设中原出海
新通道

在周口中心港向东 10 余公里处的

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机械轰鸣，塔吊林

立。河南交投港航周口港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吕维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中心港

区中心作业区是河南内河航运“11246”

工程的龙头项目和标志性工程。作业区

规划建设 22个 2000吨级集装箱泊位，目

前正抓紧推进一期工程建设，预计明年

建成投用 13 个泊位，集装箱年吞吐能力

可达 100 万标箱。二期工程计划于 2026

年建成，届时将实现 200 万标箱的年吞

吐能力。随着这些项目逐步推进，周口

港将成为河南乃至淮河流域规模最大、

靠泊能力最强的内河港口，为中原出海

新通道建设提供便利条件。

历史上的周口曾是航运发达、商贸

繁荣的内陆码头，但随着沙颍河河南段

的航道断航，航运逐渐被陆路运输取

代。河南省和周口市各级政府近年来

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构建中原出海新

通道。2023 年，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加快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提出，补齐内河航运短板，提升港口

服务能级，打造通江达海航运大通道，

构建安全畅通、绿色经济、智能高效的

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今年 1 月，河南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周口港中心港区

总体规划》提出，将周口港中心港区打

造成为港航基础设施和航运技术装备

一流的现代化、智能化、专业化内河航

运大港。

沙颍河在周口境内全线长 162 公

里，从周口港出发，向东汇入淮河，过洪

泽湖，进京杭大运河；向南汇入长江，达

南京、上海等港口；向北则至江苏连云

港港、大丰港等，周口可凭此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通江达海。

“近年来，沙颍河航道疏浚、桥梁改

建等工程持续推进，航道通行能力大幅

提升。”詹鹏说，为了增强运力，周口正全

力推进沙颍河周口至省界航道提升工

程。该工程全长 89.4公里，完工后，航道

宽度将增加 10 米、拓宽至 60 米，通航能

力由每年 5000 万吨提高到 1 亿吨，实现

运力倍增。

塑造临港经济
新动能

周口港的复兴，不仅带来航运业繁

荣，更推动临港经济快速发展。周口以

周口港为依托，大力发展临港经济，初步

形成以港口为中心的特色产业集群。当

前，周口临港开发区已集聚生物化工、食

品加工、装备制造、现代临港物流四大临

港偏好型产业。周口引进益海嘉里、娃

哈哈集团、五得利面粉集团、山东鲁花集

团等一批知名企业落户，为周口经济增

长打造新引擎。

在益海嘉里（周口）现代食品产业园

一期中央厨房项目，记者实地感受到企

业生产的高效率：40 分钟，1 条流水线能

生产 4000 份米饭；8 条流水线同时工作，

能提供 3.2 万份米饭。该产业园正布局

“从源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条，打造中

原最大农产品综合加工企业集群。

据悉，益海嘉里（周口）现代食品产

业园规划占地面积约 2800 亩，计划总投

资超 100 亿元。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

现产值超 260 亿元，可提供 3000 个就业

岗位。

“我们是被周口的水运优势吸引来

的。”益海（周口）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韩霞说，周口的公铁水运非常

便捷，工厂所需的大豆通过水运，大约

能节省 30%的运输费用。另外，周口是

河南小麦、玉米主产区，许多原材料可

就地取材。公司到周口发展，有利于将

当地的粮食优势、农业优势转化为现代

产业优势。

打造对外开放
新高地

周口港的复兴与临港经济的快速发

展，为周口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提供了

有力支撑。

吕维前介绍，周口港已开通至太仓

港、淮安港、连云港港、大丰港、上海港等

国内集装箱航线，以及至美国洛杉矶长

滩港、非洲加纳特马港、印度蒙德拉港等

国际集装箱航运通道。

便利的航运带来更多合作机遇。周

口引进投资人和一流港口经营管理团

队，加强与安徽、湖北等省份的省际合

作，并积极融入长三角港口群。同时，周

口还通过建设周口中心港区集疏运铁路

专用线、加大周口民用机场建设协调力

度等，打造公铁水空多式联运枢纽，进一

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建设，还体现在

服务提升上。周口不断完善港口服务

体系，提升服务质量，为国内外客户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同时，周口积

极推动临港产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形

成港口物流、金融服务、商贸服务等多

元化产业格局。

“ 通 江 达 海 不 仅 是 区 域 空 间 的 联

通、地理距离的拉近，更是生产方式的

变革、产业结构的重整，将为我们融入

新发展格局、实施优势再造战略，提供

强有力支撑。”詹鹏说，相信随着周口港

200 万标箱码头、疏港铁路、航运中心三

大标志性工程建成投用，周口公铁水空

立体交通运输网络将加速形成，进一步

助力构建中原出海新通道，塑造枢纽经

济新优势，为河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劲动力。

河南周口：一个内陆城市何以通江达海

科技日报讯 （记者魏依晨 通讯员杨晋杰 谢梦晨）11 月 12 日，记者从

江西省九江市科技局获悉，九江市 2024年度市级科技计划项目日前正式立

项实施。重点研发-制造业 9610 行动支撑计划项目 41项中，民营企业获批

立项 31 项，将助力企业解决重大技术问题，推动产业链、创新链精准对接，

支撑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九江围绕民营企业研发实力薄弱、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高层次技术人才招引难留用难等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加大科技成

果转化力度，大力支持科创平台建设，持续优化科技金融服务，强化科技人

才引进培育，助力科技型民营企业创新发展。

近三年，九江组织实施市级重大产业技术攻关“揭榜挂帅”项目 33 项，

其中民营企业重大技术需求 19项。2024年，九江认定市级科技创新平台载

体 73家，由民营企业牵头组建的达 50家。该市还出台政策推动高校科研人

才服务科技型企业，助力企业柔性引进人才。截至今年 10 月，九江累计为

170家科技企业发放了 470笔“科贷通”贷款，累计贷款 12.29亿元。

九江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市科技局将持续围绕民营企业

科技创新需求，强化政策支持，主动高效服务科技型企业，推动民营企业在

科技创新中释放活力。

江西九江：

多措并举支持民营企业加强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