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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走进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县，在陇西保和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产品展厅内，看到参芪百玫茶、银花黄芪

茶等各种大健康产品。该公司持续推动

中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是陇西培育的高

新技术企业之一。

近年来，陇西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通

过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搭建产业科创平

台、深化产学研合作、引进高层次创新团

队、完善科技服务体系等措施，实现高新

技术企业量质双提升。

陇西县科技局副局长张立刚介绍，

围绕“科技型中小企业—省级科创型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梯次培育体系，陇

西稳步推进各类企业培育工作。2024

年，陇西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2 家，省级

科技创新型企业 1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入库备案 50家。

科技项目支持企业发展

“公司依托当地陇药资源，充分利用

溯源系统、红外防伪技术等，研发近 300

种药食同源大健康系列产品，总产量超

1万吨，公司年产值超 1亿元。”陇西保和

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连宝军介

绍，公司重视技术创新，走出一条独具特

色的创新发展之路。自 2019 年被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以来，公司加大研发投

入，新产品开发成效显著。

公司与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合

作，制定陇药特色药食同源大健康产品

的生产工艺参数企业标准，并进行中试

生产。公司还开展固体饮料、袋泡茶的

研制，不断创新产品。

连宝军说，在定西市 2024 年市级优

势特色产业发展资金扶持项目支持下，

公司正筹备投资 180 万元的药食同源产

品升级及自动化设备升级改造项目。该

项目将显著提升生产效率，提高原材料

利用率，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各级

科技项目的支持帮助企业提升技术创新

能力，鼓励其加大研发投入、培养科技人

才，增强核心竞争力。

享受到陇西政策红利的企业还有很

多。近年来，陇西聚焦省重点研发计划、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科技

创新人才引进等重点任务，着力培育壮

大高新技术企业。陇西县科技局局长田

华说，今年以来，陇西已推荐申报省市级

科技项目 84 项，其中已立项省级科技项

目 9项、市级科技项目 27项，争取项目和

奖补资金 1159 万元；同时，下达实施县

级科技计划项目 34 项，落实科技资金

671.5万元。

真金白银激发创新活力

在 位 于 陇 西 的 西 北 铝 业 有 限 责

任公司生产车间，公司科技管理部主

任工程师周霞一一向记者介绍产品：

“ 这 是 为 国 产 大 飞 机 C919 专 门 制 作

的机翼型材，这是用于石油行业的高

精度管材，这是用于新能源领域的储

氢罐……”

该公司 2016 年被认定为甘肃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2017 年被认定为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负责人说，公司去年研

发投入 1573.85万元，享受到 47.2万元的

研发后补助资金奖励，这笔资金为科研

活动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帮助。

近 年 来 ，陇 西 积 极 发 挥 财 政 资 金

杠杆作用，引导企业不断提高创新意

识，持续加大研发费用投入。对新认

定和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甘肃

省 分 别 给 予 补 助 20 万 元 、10 万 元 ，陇

西对照省级标准分别奖励 5 万元、2 万

元；陇西对有研发投入的科技型企业，

按 研 发 费 用 3% 的 比 例 进 行 后 补 助 。

“ 今 年 ，我 们 已 兑 现 2023 年 企 业 后 补

助资金 169.8 万元。”张立刚说。

田华表示，高新技术企业在引领科

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带动地方产业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未来，陇西将坚持把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作为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重要抓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劲科技动力。

甘肃陇西多措并举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

彭芙蓉）11 月 27 日，记者从湖南省长沙

市科技局获悉，长株潭一体化区域机关

党建协作“党建引领 创新共赢”活动日

前在长沙举行。活动上，长沙、株洲、湘

潭三市联合发布首批 100 项最新可转化

科技成果，长株潭科技工作者科技信息

服务之家获授牌。

这 100 项成果主要来自高校、企业，

集中在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新材

料、新能源与节能、先进制造与自动化、

航空航天、资源与环境等领域，应用场景

广泛。长株潭三市将通过推动建立成果

转化专班、加强成果推介等措施加快成

果落地。

长 株 潭 科 技 工 作 者 信 息 服 务 之

家 依 托 长 沙 市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服 务 中

心 建 设 ，充 分 整 合 科 技 资 源 ，形 成 包

含 1 个 共 享 服 务 平 台 、2 个 共 享 活 动

空间、N 条海量科技资源的“1+2+N”

服务体系，将为长株潭三市科技部门

和 广 大 科 技 工 作 者 提 供 丰 富 多 元 的

信息服务。

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是湖南省委、省

政府部署的重大战略。2023 年 12 月，

在湖南省直机关工委推动下，长株潭一

体化区域机关党建协作机制创建。今

年 6 月，湖南省直机关工委组织召开长

株潭一体化区域机关党建协作工作推

进会，三市科技部门签订合作协议，就

平台共建、成果共享等开展合作。本次

活动着力落实长株潭一体化区域机关

党建协作工作推进会精神，通过党建引

领科技发展，提高长株潭三市的科技创

新水平。

近 年 来 ，长 株 潭 三 市 聚 焦 实 现 湖

南“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争创长株潭

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质升级长

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积极打造

全国科技创新增长极，加速推进长株

潭一体化。

三市差异化、特色化打造长沙“科

创谷”、株洲“动力谷”、湘潭“智造谷”，

以全省 14%的面积、25%的人口，集聚全

省 60%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80%以上

的 高 校 科 研 机 构 、85% 以 上 的 科 研 成

果，创造了备受瞩目的“自主创新长株

潭现象”。

湖南长株潭三市发布100项最新可转化科技成果

11 月 13 日，第二届“苏颂杯”未来

产业技术创新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

颁奖仪式。本届大赛历时两个多月，最

终 30 个科创项目从 500 个参赛项目中

脱颖而出，获得由厦门市人民政府颁发

的 1425 万元奖金，以及融资、落地等产

业配套支持。

作为厦门科技创新的创赛品牌，大

赛以北宋科学家苏颂命名，已成功举办

两届。赛事紧扣未来产业发展趋势，不

仅为优质科创项目、海内外人才搭建风

采展示、合作共进的平台，更成为厦门推

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加速产业发展的

关键引擎，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创新活力。

聚焦前沿成果

自 9 月 启 动 以 来 ，本 届 大 赛 在 北

京、上海、深圳、南京、武汉、哈尔滨、成

都、西安 8 个分赛区开展项目征集、初

赛、复赛。500 个国内外项目报名参赛，

其中拥有知识产权超 2000 项，汇聚教

授级人才 923 人，展现出参赛团队的科

研实力。

“大赛的核心目的在于筛选具有原

创性、颠覆性，并有望实现重大突破的创

新技术及产品。”厦门市科技局副局长黄

颖日前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相较于首届赛事，本届大赛的赛道设置

更加聚焦前沿，奖励机制也进一步优化

升级，有效助力选拔兼具高技术含量、显

著科学价值及实际商业应用潜力的优秀

项目。

为充分展示大赛成果，分享未来发

展机遇，与总决赛同期举办的“苏颂创新

展”展出近 20 个顶尖参赛项目。展览涉

及深空探测、生命健康、前沿材料等领

域，展品包括商业雷达卫星、载人飞行器

等前沿科技产品，神经网络处理器、基带

等核心部件，以及碳化硅晶锭、纳米孔测

序仪等新材料和生物医疗设备等。令人

目不暇接的科技创新成果，展现出未来

产业发展的无限潜力。

吸引项目落地

大 赛 背 后 ，是 厦 门 布 局 未 来 产 业

的决心。“诚挚欢迎所有参赛项目，特

别是决赛入围项目在厦门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携手共筑厦门科学城的辉

煌未来！”11 月 13 日，厦门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郑岳林在大赛颁奖仪式上表

示，厦门将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

持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保障优质

科技创业项目和人才团队在厦门深耕

发展。

此次大赛，“海王星座空天一体化微

波遥感”项目、“二氧化碳制备石墨烯及

碳纳米材料”项目、“新一代创新型 CAR

巨噬细胞肿瘤免疫治疗”项目分别摘得

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健康 3 个赛道

一等奖，各获 100 万元奖金。每个赛道

分别评出 3个二等奖“创业先锋奖”、6个

三等奖“创新潜力奖”。除奖金外，获奖

项目还获得“苏颂杯”赛事签约基金支

持，享受创业辅导、产融对接、概念验证

服务等“大礼包”，为企业落地发展提供

助力。

“大赛组织出色，赛事流程设计精

心、严谨有序，为参赛团队提供了全面

服务和支持。”西安广林汇智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庆庆说，公司研发

团 队 已 构 建 国 内 领 先 的 虚 拟 电 厂 平

台。东南沿海地区在虚拟电厂领域尚

处于起步阶段，他看到了公司拓展业

务的巨大潜力。通过此次参赛，团队

更深入了解了当地市场，坚定了发展

第二代技术并向沿海地区拓展业务的

信心与决心。

本届大赛未来信息赛道一等奖获奖

团队负责人、宁波智晖空间技术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任伟说，厦门承诺为团队落

地发展提供多项创业融资便利及政策扶

持，可减轻创业后续资金压力。目前，团

队正在积极筹备，在当地建立数据运营

团队。

拓展创新阵地

据悉，首届“苏颂杯”未来产业技术

创新赛共有 30 家企业和团队获奖。决

赛后，获奖企业和团队迅速启动落地程

序，共有 22 家企业在厦门落地，注册资

本金总计 6400 万元。郑岳林表示，“苏

颂杯”赛事既是一个科技和产业交流合

作的平台，也是厦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重要抓手，有望吸引全球优质科

技创业项目和顶尖未来产业技术落地，

助力厦门培育更多高水平、高层次、高素

质的创业团队和具有核心创新能力的企

业，为厦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

活力、增添新动能。

近年来，厦门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引

领工程，以厦门科学城为主阵地集聚创

新创业资源，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为“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以及

“从 1 到 100”的产业化落地提供全要素

保障与服务。截至目前，厦门科学城入

驻企业超 1900家。

今年初，厦门出台《关于深入实施

科技创新引领工程争创国家区域科技

创新中心的若干措施》，从增强区域创

新策源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构建科技创新“财政政策+金融工

具”支持体系、营造更有利于产业发展

的创新生态四方面提出 16 条举措，发

力做大科技创新资源增量、提升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发布的《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厦

门在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中跃升至

第 72 位，比上年提升 8 位，科技创新综

合实力正逐步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性

提升。

第二届“苏颂杯”30个科创项目获奖

厦门：搭建平台引才 促进成果转化

科技日报讯 （记者洪敬谱）11 月 26 日，记者从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委

宣传部了解到，“太阳系漫游指南”——深空探测科普艺术馆开馆活动日前

在庐阳区举行。该馆为安徽首个以深空为主题的科普艺术馆，是庐阳区与

深空探测实验室共同打造的深空探测科普宣传平台。

场馆立足庐阳区三十岗乡独特自然禀赋，以“太阳系漫游指南”为主题，

采用“室内+室外”“科学+艺术”“动手+动脑”“星空+大地”“科技+文旅”立

体联动综合空间模式，打造“问天—序”“准备出发”“太阳系漫游之旅”“时空

隧道”“月球科研站”“月面探测”“深空市集”七大站点，通过虚拟现实等技术

手段，让参观者身临其境探索宇宙奥秘。

据介绍，该艺术馆充分融合专业性与趣味性、科学性与人文性，以丰

富的展品、有趣的科普内容、先进的呈现形式，宣介深空探测的工程任务、

科技知识、前沿成果和生动实践，为公众提供近距离接触深空探测知识的

平台。

深空探测科普艺术馆为庐阳区科创科普游再添新地标。近年来，庐

阳区科普产业蓬勃发展，逐步成为科普教育高地。目前，该区已有等离子

体所聚变创新展览馆、大隐原乡科普集市、原力谱能超导实验室等 10 余

个科普教育基地，开辟“科技创新科普游”“深空探测科普游”等多条科创

科普游主题线路，成功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科普品牌和项目，吸引游客

前往研学。

安徽首个深空主题科普艺术馆开馆

科技日报讯（杜韵竹 记者何星辉）11月 26日，记者从贵州省贵阳市云

岩区科技局获悉，2024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日前发布，

云岩区上榜“2024 年度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等 3 个榜单。至此，云岩区已

连续 6年荣登“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

地处贵阳主城区的云岩区是科技创新和人才资源集聚地。2023 年，云

岩区从重塑创新坐标、建强创新平台、培育创新主体、营造创新生态、聚集创

新人才五方面发力，形成推进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整体性制度设计，在科技

企业扶持、平台建设、人才引育等方面结出累累硕果。

2023年，云岩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分别为 120家、129

家。云岩区研发经费支出同比增长39%，获得省级支持科技项目达157个，完

成技术合同登记额超30亿元，引进高层次及急需紧缺人才171人。下一步，云

岩区将谋划实施一批技术前沿、产业带动性强的优质项目，加快科技成果落地

转化，并优化科技人才引育，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胜势。

据悉，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由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课

题组和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共同发布，包含综合实力、绿色发展、投资

潜力、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质量等指数。

贵阳云岩科创能力稳步提升

图为厦门科学城航拍。 视觉中国供图

在陇西县一家中药科技企业，工作人员正进行药品灌装。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日前，山西省运城市妇幼保健院接诊一名髋关节周围炎患儿时，医生通

过“云上妇幼”远程医疗平台连线位于太原的山西省妇幼保健院，进行远程

会诊。线上，山西省妇幼保健院神经内科主任杜丽君初步诊断患儿患有发

作性右下肢活动障碍，并建议其上转至山西省妇幼保健院做进一步检查和

治疗。在“云上妇幼”远程医疗平台的协调安排下，患儿被转院治疗。

11月 20日，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张波在山西“推动高质量

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云上妇幼”远程医疗

平台接入 4759所医疗卫生机构，用户已达两万余人。

近年来，山西在加快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强化信息化

支撑，实施信息互通共享攻坚行动，以数字信息赋能医疗卫生服务高质

量供给。

张波介绍，山西建设医疗数字影像云平台，推动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影像

数据互通共享，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山西近

三分之二的县医疗集团建立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等服务共享中心，实现“基

层检查、县级诊断”；山西高平、阳曲、盐湖、万荣、孝义等县区探索开展“5G+

医疗”试点，推广 AI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方便基层群众就医。

山西还推出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服务，实现出生医学证明申领、预

防接种证办理、户口登记、居民医保登记等 7 个事项“一件事一次办”，累计

办理 1.5万余例，经验做法入选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典型案例。

此外，山西大力建设省统筹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平台，

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部署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推动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

间传染病信息互通，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传染病监测多点触发和

早期预警，有效提升疾控核心能力。

山西：数字赋能医疗卫生服务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赵峰 丘剑山）11 月 25 日，记者从湖

北省科技厅获悉，该厅与湖北省委人才办等部门联合印发的《湖北省科技人

才贷工作实施方案》出台以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 4家在鄂银行机构，已

先后为湖北科技人才、企业提供共计 3000万元“科技人才贷”，湖北首批“科

技人才贷”融资完成落地。

据了解，“科技人才贷”主要用于支持科技人才个人或所在企业开展科

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活动。为推进政策落实，湖北省科技厅与湖北省直

有关部门持续开展科技人才数据对接，并依托湖北省科创企业“智慧大脑”

数据平台建立科技人才大数据模型，分层、分类、分级量化科技人才金融价

值，联动试点银行研发“科技人才贷”系列金融产品，引导金融机构给予科技

人才不同力度的授信支持。

首批获得 4 笔“科技人才贷”的科技人才企业，均在初创期。这些企业

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但缺乏现金流和抵押，存在较大资金缺口。其中，

中国银行为湖北江城实验室科技领军人才孵化的科技企业提供 1000 万元

“科技人才贷”，有效解决企业在发展关键时期的资金需求，助力企业提升自

主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

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科技金融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科技人才贷”的

落地有助于丰富科技贷款产品类型，为创新人才、创新企业融资提供更多优

质通道。

湖北人才资源丰富，集聚 81 位院士、132 所高校、3600 家科研机构以及

35万名研发人员。接下来，湖北省科技厅将加强部门联动，指导各地推广应

用“科技人才贷”。

据悉，湖北省高新技术发展促进中心作为“科技人才贷”省级运营管理

机构，将持续优化科技人才大数据模型，积极探索“人才保”“人才担”“人才

投”等多层次、全链条、立体式金融产品矩阵，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努

力营造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良好氛围。

湖北首批“科技人才贷”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