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温州，创未来”，5 月 30
日，在第六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温州市委、市政府致信科技工
作者，盛邀广大科技工作者前来创
业创新。

瓯越大地，创新潮涌。五年
来，温州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寄予温州“续写创新史”的殷殷
嘱托，坚持高水平建设国家创新
型城市，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 7%，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
别增长 7.8%、9.3%，坚定走好创
新驱动、人才支撑的高质量发展
之路。

2022 年以来，紧扣“续写创新
史、走好共富路”这一主线，聚焦

“千年商港、幸福温州”城市定位，
温州坚持创新首位战略，加速推
进“大孵化集群”建设，让创新与
创业实现深度融合，一批“聚人
才、强创新”硬核成果频频开花结
果，传统支柱产业、新兴主导产业
两大万亿级产业赋能城市加速
蝶变。

壮大科技人才队伍

2022 年初，从事干细胞及组
织器官再生研究的曹彤教授正式
签约瓯江实验室，进一步壮大了瓯
江实验室的科研实力。

创新的动力源是人才。
在中国眼谷，戴陆如团队、杨

佳威团队、杨健团队等青年科学家
团队带着“全球领先”“国内首创”
等技术入驻后，又引进 30 多名博
士、专家落户。

“过去，在温州人眼里，能创业
就是创新，而现在，创新才是真正
的创业。”温州市科技局主要负责
人说。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温州坚持以人才竞争力、创
新硬实力提升，引领产业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提升。

2019 年以来，温州迭代升级
“人才新政 40 条”1.0 版、2.0 版、
3.0 版，数字赋能加速创新，“人才
云”与“科企通”互联互通，设立

人才日、投用人才客厅、建设人
才公园、分享人才咖啡、开启人
力 资 源 产 业 园 ，实 施 人 才 发 展

“2521”计划和“科技+”战略，人
才 工 作 向“ 引 领 发 展 ”迭 代、向

“生态竞争”和“品牌竞争”提升，
城市人才吸引力跃升至全国前
30 强。

聚人才、强创新。1月6日，温
州“新年第一会”聚焦人才与科技
创新，院士专家受邀在主席台就
座。“我要为温州点赞，在这里，平
台、要素、环境、机制等让我们科技
创新更有底气、有信心⋯⋯”现场，
院士专家代表向世界青年科学家
发出英雄帖。

30 多位包括诺贝尔奖、图灵
奖得主等在内的顶尖科学家，300
多位中外院士和2600余名青年科
学家通过青科会等平台来到温
州。通过人才交流学习，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温州连续 3 年引进领军
型人才创业项目 301 个，吸引 827
名高层次人才与企事业单位签约，
489 家科创企业入驻世界青年科
学家创业园。

温州，还是那个令人关注的城
市，却不是原来那张面孔。

建设新兴科创平台

4 月 28 日，12 个总投资 1258
亿元的新能源产业重大项目集中
签约落户温州，全力构建“核风光
水蓄氢储”新能源产业全链条发
展 ，建 成 投 产 后 预 计 年 产 值 达
1889亿元。

创新制胜，产业为王。五年
来，温州致力于打造两大万亿级
产业集群——高规格发展数字经
济、智 能 装 备、生 命 健 康、新 能
源、新材料等新兴主导产业，电
气、鞋业、服装、汽车零部件、泵
阀 等 传 统 支 柱 产 业 也 在 发 生
巨变。

以平台谋发展，向创新要动
力。温州将高能级创新平台作为
创新创业主战场，一个项目、一位
领导、一个团队、一张清单、一抓

到底，不断汇聚创新人才，孵化技
术项目。2021 年以来，温州入选
省“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项
目 23 个，科技成果等获 2020 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3 项、省科学
技术奖 25 项。新增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 10 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12 家、省级首台（套）15 个。其
中，奔腾激光的 3 万千瓦大功率
激光切割机床被评为国际首（台）
套，实现了温州国际首（台）套零
的突破。

眼下，瓯江实验室和国科温
州研究院、浙大温州研究院、华中
科大温州研究院等平台科创成果
加速输出，中国眼谷、中国基因药
谷、中国双碳科创港、国际云软件
谷等平台掀起项目集聚热潮，35
家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多点开
花⋯⋯“塔尖重器”密集落地，创
新要素加速聚集。一个小小的创
新点也可瞬间成为产业的大爆
点，迅速实现“从 0 到 1、从 1 到 N”
的“跳变”。

依托50家高能级创新平台孵
化，近五年温州全市高新技术企业
数从 827 家增至 3085 家，省科技
型 中 小 企 业 数 从 3322 家 增 至
12571家，数量均居全省前列。在
领军企业创新联合体带动下，加大
研发投入有了良好氛围和运行机
制 ，规 上 工 业 企 业 研 发 强 度 从
1.77%提高到3.17%。

重塑体制机制优势

5 月 28 日至 29 日，利用周末
时间，温州市党政代表团再赴华中
科技大学，表达了对校地创新合作
的迫切需求。2021 年，华中科技
大学温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导
入高层次团队打造温州光电产业
创新中心，入选浙江省首批新型研
发机构名单。

今后五年，温州要迈上万亿
GDP 和两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台
阶，必须将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
化为“最大增量”，关键需要产业、
科 研 、企 业 从 机 制 上 更 好 统 筹

贯通。
企业“下单”，科学家来“接

单”，这是瓯海区 2022 年以“龙头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
模式，打造创新联合体平台带来
的成效。按照以往，三方平台存
在“单打独斗”局面，龙头企业占
据市场优势，但关键技术难以突
破；科研院所掌握技术，但易与
市场脱节；地方政府优化服务，
但产业转型困难。瓯海“创新联
合体”立足三方共赢目标，加快
人才、技术等高端资源要素向科
技创新领域聚集，真正让好技术
变 成 好 产 品 ，加 快 培 育 未 来 产
业，为地方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
服务。

孵化，便是汇聚新动能的源
生之机。温州出台大孵化集群三
年行动计划，挂出路线图、作战
图，不断释放创新资源集聚效应、
产学研融合优势、科技成果转化
效能。

走进温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
“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
业园”孵化全链条和新兴产业培育

“七步法”，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
提供针对性政策与专业服务。园
区也从建设之初的 2 万平方米，

“长”大到占地 24 万平方米，吸引
了400多家科技型企业，成为创业
创新栖息地和培育创新动能集
结地。

截至目前，该科技园充分发
挥企业整合各类创新资源作用，
累计招引各类领军型人才 42 人，
孵化引进规上（限上）企业 41 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0 家、省级科
技型企业 106 家，2021 年园区企
业总销售额达 42.5 亿元，较上年
增长 33.7%，为温州科技创新注入
强劲活力。温州还提出要用好数
字化改革这把“金钥匙”，加快推
进体制机制重塑改革，具体包括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
施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畅
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完善人才
服务场景应用。

创新温州，未来可期。

温州
WEN
ZHOU

温州让创新与创业实现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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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开始，我尝试将“智慧教育”
推广到泰顺乡镇小学，结对 2 个学校，每
周开展远程教育课堂，让县城的优秀教
师为乡镇孩子远程上课。我尝试牵头成
立泰顺县名校长工作室，借党建联盟力
量，开展线上线下教研或教学交流活动。

这些年，在泰顺各方努力下，26所乡
村小规模学校全部创成“小而优”学校，新
成立44所共建型城乡教共体，实现农村学
校与县城、镇级优质学校教共体全覆盖。
（本报记者 王艳琼 通讯员 赖淼莲 整理）

泰顺育才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

洪志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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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志靖

让山区教育更优质

2021 年以来，我和农户成立瑞安滨
海花椰菜专业合作社和花椰菜产业农合
联党支部，建立统一的育苗、农资标准，
抱团闯市场，提高农民收入。瑞安市推
出“三位一体”智农共富应用平台，这让
我们有了种菜的数字头脑。

如今，智农平台集纳 1107 家合作
社、517 家家庭农场、3 家蔬菜交易市场、
2 家金融机构，建立原产地智能收购和
竞价平台，实现田间与市场的无缝对
接。这些年，数字赋能让“三位一体”综
合服务有了新力量，让我们种田科学又
有底气。 （本报记者 应忠彭 整理）

让种田更“智慧”让种田更“智慧”
瑞安市上绿蔬果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瑞安市滨海花椰
菜产业农合联党支部党员

潘孝雷

近五年，我一直在基层工作，见证了乐
清农村的变化。聚焦未来乡村建设，我们
加强资金保障，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建
立“三生融合、三产联动、三金共富”机制，
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五年来，我们把乡村建设作为加快
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全面优化
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布局，2021 年乐清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1991 元，
近五年年均增长9%，城乡收入比收窄至
1.745。 （本报记者 周琳子 整理）

传递更多乡村幸福
乐清市农业农村局党委
书记、局长

金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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