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不
久前公布 2021 年度国家高新
区最新综合排名，温州高新
区（龙湾区）排名创历史新

高，名列第 69 位，较上年上

升 11 位。

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注
入新动力，2021 年龙湾地区

生 产 总 值 达 518.48 亿
元，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为

69984 元 和 44430 元 ，

收入比为1.575。

龙湾区紧紧抓住温州高
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浙南科技城建设重大机遇，

已入选中国创新区 100 强、

高质量发展区100强。

龙湾科创“谋富”龙湾科创“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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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写创新史 走好共富路”见行动

搭乘龙湾号“幸福列车”奔向美好生活
张银燕 吴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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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服务细一点
为“幸福列车”加足油

三面环河，环境优雅，步行 5 分钟就到 S1 线科技
城站⋯⋯来到位于龙湾的浙南科技城国际人才公寓，
可以看到这个街坊式高品质人才社区已全面进入精装
修阶段，年底可实现人才“拎包入住”。

作为温州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浙
南科技城所在地，近年来，龙湾不断加快创新项目集群
和高能级平台建设，实现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壮大“共富”引擎，关键是留住人才。
中国科学院大学温州研究院于 2019 年 5 月成立，

两年来已从海内外引进博士 220 人、博士后 90 人，现
拥有 50 余个创新团队。人才高地集聚效应正在显现，
累计发表SCI论文300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近200
项，拥有处于市场化或临床试验阶段项目成果 20 多
个。研究院目前已成立 17 家科技成果转化公司。“在
龙湾工作和生活两年，越发觉得这是一片创新创业的
热土。”中国科学院大学温州研究院副院长叶方富说。

更多走进龙湾的人才也有同样感受。
由龙湾区(高新区)与温医大附属眼视光医院共建

的中国眼谷，是温州“一区一廊一会一室”创新格局的
“塔尖重器”，仅一年半时间就交出高分答卷：落地共建
联合研究院 20 家，签约投资金融机构 58 家，累计注册
企业达 125 家，涵盖眼科材料、药物、器械、服务、人工
智能等各个领域。

深耕眼科领域 25 年的郑定列，也将自己创办的温
州云视光医疗科技公司搬到中国眼谷。之所以选择落

户这里，正是看中了集聚的人才和政府政策扶持。
创新创业的氛围浓了，安家落户的保障也不能

少。龙湾为人才提供 5~7 折购房优惠，以多种方式解
决人才子女择校难、入学难问题。在浙江欧威科技有
限公司主管技术副总经理钟靖看来，龙湾是一座有温
度的城市，人才吸引力领跑温州。

优质共享全一点
生活品质逐渐提高

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是群众特别关心和期盼的领
域。

如今，龙湾打造共同富裕现代化的基本单元——
未来社区建设方兴未艾。作为全省首个未来社区全域
类试点，该区正按照 15 分钟生活圈理念，推进 34 个未
来社区项目，形成人文、城创、场景深度融合的全域未
来社区格局。借此东风，该区以“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
优质共享”为重心，拓展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资源。

在蒲州街道创客小镇，科研工作者把孩子交给了
附近的专业婴幼儿托育部。龙湾区致力于构建 0 至 3
岁“幼有所育”幸福民生起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目
前已有8家。

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得益于数字化改革，该区老
人也过上了智能化养老生活。龙湾现有 60 岁以上老
人 4.5 万名，其中三分之一集中在永中街道，但当地仅
有300多名志愿者。为破解养老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
问题，龙湾区开发“未来康养智城”平台，让身处不同街
道的1400多名志愿者统一注册，通过线上下单可提供
20 多项养老服务，实现平台就近派单、半小时内响应
服务。平台还为 438 位高龄独居困难老人安装了水、
电、气等的监测设备，3个月就完成线上服务2309单。

开设“未来课堂”，定制城市建设、产业转型、社会
治理等云端专业课程，授课41场，5862人次受益；围绕
城市管理打造“停车联盟”等 35 个重点应用场景，构建
城市智治体系，推动城市治理能感知、更智慧、更安全；
投用“智慧护学岗”，全力构建智慧化校园安全管理体
系⋯⋯“切口”越小，体系越全，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越
高。

精神生活多一点
“富口袋”更要“富脑袋”

在共同富裕大场景里，精神富有与物质富裕同样
重要。

“欢迎来到白水民俗
博物馆！”在龙湾区永中

街道郑宅村，馆长姜瑞
玉热情地招呼大家。

博 物 馆 占 地 面 积
1200 平 方 米 ，共

展 出 500 多 件
民俗物件。农

耕 渔 盐 、百
工商贾、生活

习 俗 、婚 庆 礼
俗、岁时风俗、祭

祀礼俗 6 个场馆，
一 瞬 间 就 能 将 人 带

回过去的岁月。
举手投足充满文化

味的姜瑞玉，是温兄控股

集团董事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加入龙湾区历史学
会，相关领导询问他可否为在城中村改造中消失的民
间老物件安个家。一个提议，让他忙碌起来，最终在老
家郑宅村为老物件找到了“家”。村里农户听说要办民
俗博物馆，将珍藏了几十年的经典老物件免费捐赠出
来。“开馆以来，已接待参观者逾 9 万人次。”姜瑞玉甚
是自豪。

文化之“文”，一点、一横、一撇、一捺，每一笔都渗
透进了龙湾大地。

龙湾区永兴街道永乐村的许多村民也想不到，自
家生活会和文化这么紧密。在该村弄堂里，藏着幢灰
砖青瓦筑墙的现代建筑，挂着“文兰书院”牌匾。如今，
这里成为了龙湾区高质量建设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重
要实践，被誉为“永乐村孩子们的精神乐园”。

文兰书院由龙湾乡贤方毅等人发起建设。他个人
出资，聘请新锐设计师团队“量身打造”，历时两年多落
成。如今，每到放学或放假，都是文兰书院热闹的时
候。附近的孩子一起学习，一起看书，一起聊自己的

“未来梦”。
文化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是一条生生不息的血

脉，是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更具魅力、更吸引
人、更为靓丽的亮点。

眼下，龙湾正以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建设为契机，
实施黄石山雕塑公园改造提升工程，同时引进建设叶
萌春工艺美术馆、志通瓯塑艺术馆、温州“百工苑”等一
批场馆，打造永不落幕的艺术馆群，让市民游客乐享惠
民“文化盛宴”。

基层治理高一点
创造平安和谐良好环境

共同富裕，说的不仅仅是“钱袋子”的事，更要创造
平安和谐、舒心幸福的良好环境。

成为居民身边的“和事佬”，有时比拿荣誉证书和
奖章更有意义。从事矛盾纠纷调解的叶时钦，干这“吃
力不讨好”的工作已有10年。“得罪人的活，干好了，就
是得民心的事。”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他，“得民
心”也是实至名归。10 年来，他调解矛盾纠纷 3800 多
起，成功率达99%，2020年甚至达到了100%。

近年来，龙湾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践行着“小事不
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理念，循着群众仍“不
满意”的地方继续发力。从坐着等人来调解，到走着上
门调解，再到“云”调解，如今还有了更便捷的“浙里
调”。群众只要扫一扫“解纷码”，就能在网上进行调

解，真正实现“一趟不用跑”。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治理。为让老百姓遇

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龙湾把“最多跑一次”改
革理念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率温州市之先建成区级
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为基层矛调中心打造“龙
湾样板”。这个承担着“小切口、大治理”重要功能的中
心，从 2020 年 8 月成立以来，依照矛盾纠纷化解“一站
式”管理、“一窗式”办理、“一条龙”处理的工作模式，深
入推进“自治”“法治”“德治”在矛盾化解中的融合发
展，全面打通基层治理“毛细血管”，社会安定有序、人
民安居乐业。

搭乘龙湾号“幸福列车”，百姓正奔向活力、美丽、
幸福新龙湾的站点。龙湾未来的模样，令人期待。

落地项目加速蝶变落地项目加速蝶变，，引进人才安心留下引进人才安心留下，，群众生活愈发智能⋯⋯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龙湾样板的新征程上群众生活愈发智能⋯⋯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龙湾样板的新征程上，，温州市龙湾区急群众所急温州市龙湾区急群众所急，，想想

群众所想群众所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去年以来去年以来，，该区用暖心服务该区用暖心服务““筑巢引凤筑巢引凤”，”，用数字化改革赋能城市建设用数字化改革赋能城市建设，，用用““全域未来全域未来””顶层设计推动高品质生活共享顶层设计推动高品质生活共享，，以以““小切口小切口””撬动高质量发展撬动高质量发展““大变大变

化化”，”，让美好生活的光芒照亮每个角落让美好生活的光芒照亮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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