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编辑

褚洪波

责任编辑：宋蔚

热线电话：3083220

电子邮箱：szxbfk@126.com
2022年12月6日

星期二

专 刊12

本报地址：市中区融媒体中心院内 邮政编码：277101 摄影部邮箱：szxbsyb@126.com 印刷：枣庄日报印务中心

共
创
文
明
城
市

共
建
满
意
枣
庄

公益广告

12月1日，市中区“创新能力提升突破工程”新闻发布会
在区融媒体中心召开。市中区科技局主要负责人，班子成员和
其他科级干部出席，并回答了记者提问。中央、省、市、区多
家媒体单位的新闻记者参加了发布会。

发布会上，市中区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秀兰介绍了市
中区“创新能力提升突破工程”工作开展情况。今年以来，区
科技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上级科技部门的关心支持
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先把经济搞上去、集中精力强工
业”这一中心，紧扣“工业强区、产业兴区、城建立区”部署
要求，深入实施创新能力提升突破工程，聚焦重点，破解难
点，精准施策，持续发力，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创新创业
环境不断优化，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为全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科技力量。

大力培育创新主体，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区科技局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构建“微成长、小升高、高变
强”梯次培育机制，强化科技型企业研发财政补助、“小升高”
财政补助等普惠性政策落实，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
升工程，大力扶持科技型企业成长进步，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领军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数量和高新技术产值占
比，积极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今年来，获批2022年度山东
省科技领军企业1家、山东省科技小巨人企业3家、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120家，组织新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1家，推荐企
业申请研发财政补助和“小升高”财政补助分别为36家和16
家，多项工作都创出近年来的最好成绩。

高起点建设创新载体，打造集聚创新资源新力量。区科技
局积极培育创新平台，鼓励并积极推动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
共建高水平研发机构，通过“优存量、扩增量、提质量”的工
作路径，各类创新平台载体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
越，初步构建了“雁阵型”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显著提升创新
平台综合服务效能，打造集聚创新资源新力量。截止目前，全
区拥有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1家、省级科技创新平台15家，市
级科技创新平台103家。其中，中建材科创院筹建的省重点实
验室是全市第二家，也是近五年来首家。依托山东省无机功能
材料与智能制造创新创业共同体，促进科技成果在我区转移转
化和产业化，打造无机功能材料与智能制造产业集群。近年
来，共同体共入孵高性能气凝胶保温隔热材料等中试项目 10

个，已实现产业化运营项目7个，其中“黑科技”图像光导识
别芯片材料项目一期实现产业化，项目产值突破1亿元。

全方位营造创新生态，打造人才创新发展新高地。区科技局
着眼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先后出台了《市中区引进顶尖
人才团队“一事一议”实施细则（试行）》、《市中区支持科技领军人
才创业实施细则（试行）》、《市中区支持创建人才平台载体的实施
细则（试行）》等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畅通绿色服务通道，优化人才
发展生态环境，完善创新创业激励新机制，不断增强创新转型高
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打造人才创新发展新高地。今年来，大力
推进招才引智工作，高水平人才加速聚集，推荐4名专家申报国
家级层次人才工程评选，发动4位专家参加省级泰山系列人才工
程申报，1人进入答辩环节。发放枣庄英才奖补资金150万元。
审批完成新增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8个。

过去的一年，是市中区科技创新发展承上启下、至关重要
的一年，是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一年，是披荆斩棘、创新探
索的一年。下一步，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区
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市中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科技力量。

区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智慧在回答记者提问的区
委、区政府把“实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突破工程”作为“八大
提升突破工程”之一是基于什么考虑时说，科技兴则民族兴，
科技强则国家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
科技创新工作，把科技创新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
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今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将

“加强科技研发创新”列为“十大创新”行动计划的首位，枣庄
市委、市政府把创新能力提升工程作为“六大提升工程”之
一。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
了牵动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市中区紧抓机遇，主动对标，将

“实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突破工程”列为“八大提升突破工程”
之一。此外，结合市中区实际，还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科技
创新的氛围还有待提升，部分企业对科技创新不够重视，满足
于眼前利益和短期效益，科技研发动力不强，创新投入不足。
目前，市中区研发经费投入和强度不足全市平均水平。科技创
新能力还有待加强，经过多年努力，市中区科技创新能力有了

较大提高，但诸多“卡脖子”技术、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
制于人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科技与经济发展融合度还有待提
高，产学研深度融合不足，产学研合作机制不健全，科技成果
市场转化不畅，科研与产业发展“两张皮”。

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王其秋在回答记者提问的围绕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突破工程，区科技局在创新主体培育和创新
载体搭建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时说，强化创新主体培育，释放科
技创新活力。全面落实山东省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三年行动计
划，建立市中区高企“123”工作方式（一个数据库：即对全区
企业创新情况进行全面摸底，建立100家重点企业、50家培育
企业数据库；二个工作方式：即一企一策、一季一访；建立三
个培育梯度机制：即微成长、小升高、高变强”）。重点培育了
泰和科技、康力医疗器械、鲁能力源电器等一批带动能力强、
发展前景好的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了一批新能源、新材料、生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加快了我区转
方式调结构和城市转型的进程。强化创新平台建设，持续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紧紧围绕市中区四大产业集群，重点引导泰
和、中建材科创院等龙头企业，着力建好山东省重点实验室等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通过“内生外引”的方式，组建顶尖人才
和创新团队，推动平台建设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

区科技局党组成员、四级主任科员韩英在回答记者提问的
区科技局在人才引进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采取了哪些有效措
施，效果如何时说，着力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根据产业发
展和实际需求，科学谋划，突出重点，着力引育一批战略科技
人才、产业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今年来践行“走出
去、引进来”的工作思路，实现双招双引同推进。在申报领军
人才方面，推荐国家级人才申报4人，省级人才申报4人；在开
展重大科技人才项目攻关“揭榜挂帅”方面，助力3家企业发
布需求3项，加快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难题，榜单金额共计430
万元；在科技人才创业方面，推荐参加省级创业大赛人选 4
人，市级创业大赛人选4人，往届科技人才创业企业平稳有序
运行。构筑人才引育新高地。把握创新平台建设趋势，积极指
导企业创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有效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促进
人才作用发挥。今年来创建高层次人才工作站1家，省级新型
研发机构1家。充分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加快构建龙头企业
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体制机制，积极
推动前端创新供给和终端市场需求直接互动，提高产学研用协

同合作效率、打造创新发展新优势。今年来，多次组织企业与
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交流对接，促成校企合作近20项，
推荐申报产学研联合基金项目2个，为重点企业配备“科技副
总”6 名。创优人才环境生态圈。今年来，围绕“工业强区、
产业兴区、城建立区”战略部署，为贯彻落实人才新政17条和
新十条的要求，先后配套出台了引进顶尖人才、支持领军人才
创业、创建平台载体等文件，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激励机制，
优化政策环境。并加强配套服务，明确了部门服务专员和承办
服务专员，开展上门惠企服务和送人才政策进企业等活动，推
动人才服务提质增效。

区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智慧在回答记者提问的围绕
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突破工程，区科技局下一步有何打算时说，
下一步，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持续精准发力：强化企业培
育，着力培强创新主体。扩容科技型企业培育库，根据企业成
熟程度，选择储备一批，组织申报一批，培育发展一批。高度
重视做好服务，为企业成长提供保障。在政策支持上，引导企
业加大研发投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提升各类创新创业
载体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培育，提升服务科技创业团队、初
创期科技型企业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培育面广量大的科技型创
业企业。强化增量提质，着力建优创新平台。实施创新平台扩
量提质工程，新建一批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
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各类平台数量增长、质量
提升、结构优化，重点加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建设，打造标志
性高水平研发平台。积极引导平台对接本地产业技术需求，及
时根据研发成果组织有效的技术示范推广，实现创新平台对地
区经济的广泛拉动示范效应。强化技术转移转化，着力助推项
目落地。围绕市中区特色主导产业，依托山东省无机功能材料
与智能制造创新创业共同体，加强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
所的合作关系，提高企业科技研发水平，加速先进科技成果与
产业精准对接。强化人才引用，着力夯实智力支撑。围绕市中
区优势产业的领军企业，积极做好各级各类科技人才的申报等
工作，多渠道、多形式发挥利用好各级人才计划杠杆作用，不
折不扣落实人才平台奖励政策，充分释放政策红利，不断激发
创新创造创业活力。强化“项目+人才”策略，实现培育企业
与培育人才同步。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通过组
织企业和省内外大院大所开展技术与人才需求对接，引进和培
养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增强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

枣庄市市中区“创新能力提升突破工程”
新闻发布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