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创新策源 加快打造科创引领新高地

抢抓机遇 全力打造长三角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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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绍兴市上虞区突出创新
制胜工作导向，超常规落实人才强区、
创新强区首位战略，打通了从人才强、
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科技
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进一步增强。2021年全社会R&D经
费支出占 GDP 比重预计超 3.45%，科
技创新指数位居全省第七，今年 1-5
月，规上新产品产值、规上新兴产业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34% 、27.8% ，勇 夺
2021年度省“科技创新鼎”。

突 出 平 台 提 能 造
峰，锻造高质量发展“最
强引擎”

按照“一廊统筹、多点支撑、多链
融合”思路，上虞区高起点建设以曹
娥江科创走廊为牵引的高能级科创
平台支撑体系。一是“瞄准塔尖”建
设曹娥江新材料实验室。着眼先进
高分子材料“万亩千亿”新产业培育
平台建设，筹建曹娥江新材料实验
室，建成启用杭州湾产业创新协同中
心等一批重大科创平台。二是“借梯
登高”建设在虞高校及大学研究院。
按照“一个支柱产业对接一所知名大
学优质学科共建一个产业研究院”思
路，引进了 3 所大学、12 家大学研究
院、39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项目团队
108 个，孵化培育科技型企业 50 余
家。三是“上下协同”建设创新联合
体。围绕八大产业集群培育建设产
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支持“链主型”企
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大中小企业
融通创新。

突 出 人 才 精 准 引
育，打造新时代聚才汇
智高地

上虞区打好人才“引育留用”组合
拳，实现从引进一个到引进一批、从政
府主导到政企协同推进、从出台政策
到打造人才生态、从“撒网式”招才到
精准引才的“四个转变”。一是创新

“平台+项目+人才”集成引才。对接
企业需求精准绘制“人才图谱”，做
强研发、孵化、产业化、公共服务等
功能，形成引才闭环。全省首个产
业类“鲲鹏计划”人才落地上虞。二
是创新“高校+研究院+企业”全链育
才。坚持产教融合，高标准建设产
教融合创新园，推进共建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成功创建中国产学研
合作创新示范基地、省产教融合示
范 基 地 、省 可 持 续 发 展 创 新 示 范
区。三是创新“政策+环境+服务”暖
心留才。做优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功能，迭代深化人才新政 4.0 版，成

立青创投人才基金，年兑现人才政策
资金超 3 亿元。深化“人才一件事”，
推广“上虞人才码”，着力解决人才落
地“关键小事”。

突 出 多 元 主 体 培
育，塑造创新创业创造
生力军

上虞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深耕服务，激发潜能。一是构建“雁
阵 ”创 新 梯 队 。 实 施 企 业“ 长 高 长
壮”、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行动，择优
遴选高成长创新型企业重点培育，构
建“链主型企业+专精新特+产业链
配套”的创新梯队。二是提升企业研
发能力。实施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
构、科技活动全覆盖行动，全区规上
工 业 企 业 省 级 研 发 机 构 设 置 率 达
48.59%，高于全省平均 12.4 个百分
点。推广“揭榜挂帅”“赛马制”，开展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今年入选省“尖
兵”“领雁”项目 8 个，2 家企业荣获
2021 年度省科学技术进步和技术发
明一等奖。

突出“两链”深度融
合，打造世界级现代产
业集群

上虞以科技创新重塑传统产业、
壮大优势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一是
科技创新引领绿色转型。推进以标准
化、数字化、智慧化为牵引的化工行业
改造提升 2.0 版，产业亩均增加值、亩
均税收分别是改造前的 1.9 倍、1.7
倍 。 二 是 以 产 业 创 新 助 推 集 群 发
展。在省内率先建立产业链“链长
制”并组建产业发展研究院，打造了 8
大产业集群和 8 条优势产业链，新兴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占规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达 45.8%、68.4%。三是以数
字变革赋能产业升级。推进以化工、
电机等“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主要
抓手的产业数字化和以 e 游小镇为主
平台的数字产业化，占领未来发展制
高点。

突 出 体 制 机 制 创
新，打造人才科技生态
最优区

构建十联动创业创新生态，上虞
区释放优质“雨林效应”。一是优化多
跨协同的组织推进体系。成立区委全
面创新委员会，建立落实科技人才联
席会议等制度，深化科技领域“三驻三
服务”。二是迭代持续赋能的政策保
障体系。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
机制，近三年财政科技支出达 17.28
亿元，惠及企业 2000 余家，撬动社会
资本创新投入百亿元以上。三是建立
支持科创的金融生态体系。设立总规
模 50 亿元的产业并购引导基金、10
亿元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推动科技与
金融紧密结合。

下一步，上虞将认真贯彻落实省
第十五次党代会和全省科技创新大会
精神，高站位、超常规、系统性推进科
技工作，加快锻造创新驱动金名片，激
活“两个先行”新动能，推动全面转入
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塑造形成制胜未
来的新优势，为全省“两个先行”贡献
上虞力量，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本文由中共绍兴市上虞区委供稿）

高国飞

杭州市西湖区大力实施“科创强
区”战略，加速创新资源要素集聚，培育
战略科技力量，加快打造科创引领新高
地，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走在全省前列，
获评浙江省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和省
级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示范区，连
续两年科技创新指数居全省前三，连续
四年 R&D 投入强度居全省前三，连续
多年在省市科技进步、创新发展专项考
核中获优秀等次，成功夺取 2021 年度
省“科技创新鼎”。

全面增强科技创新
“硬实力”，着力培育战
略科技力量

立足服务国家重大规划和战略导
向，西湖区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行业
发展需求，构建“116N”实验室体系，加

快打造国内一流科技创新中心和杭州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加
快布局实验室体系建设，做好国家实验
室落地承接和服务保障，全力服务西湖
实验室建设，重点推进基础研究中心、
转化应用中心、应急医学中心和基因编
辑中心等四大中心。加强新型研发机
构培育，构建政府引导、高校科研机构
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机制，支持国
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等 6 家省新型研
发机构建设，加快打造浙江省技术创新
中心，持续提升高端科创平台能级。加
大核心技术攻关，聚焦人工智能、生命
健康、区块链等方向，引导重点企业开
展“卡脖子”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协同
攻关，2021 年以来 10 个项目入选省

“尖兵”“领雁”研发攻关计划，3 个项目
入选省“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清
单。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提速、
高新技术企业提量和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提升，18 项科技成果获省科学技术

奖，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 89%
以上，全社会 R&D经费投入占 GDP比
重达到4.27%。

全面构建科创平台
“强矩阵”，着力提升创
新发展质效

西湖区充分发挥城西科创大走廊
创新策源“东首”优势，加快全区创新载
体“量质”双提升，着力提高研发产出
率、技术转化率、成果落地率。打造高
能级重点科创平台，重点支持以“紫金
港科技城、西湖大学城、云栖小镇、西溪
谷”为核心的科创主阵地建设，成功招
引培育数智交院科创基地等一批高能
级创新项目。唱好紫金港科技城和西
湖大学城“双城记”，推进紫金港科技城
建设省高新技术园区，推动西湖大学城
打造“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云栖小镇
获评“科创中国”浙江创新基地，中国兵
器装备集团智能创新研究院揭牌成立；
西溪谷重点推进浙大先进技术创新基
地建设，打造全国首个全产业链的区块
链产业创新中心。打造高水平区校合
作平台，构建“一带一区一大道”高校经
济发展生态圈，探索实践“资产盘活+
资源协同、技术领衔+市场驱动、区校
共建+产城共融、多元服务+创新载体”
四种发展模式。与12所高校建立战略
合作，整合盘活各类高校、社会资源 50
余万平方，建成杭电数字经济创新科技
园等9个区校合作项目，推进石虎山等
6 个科创基地，形成“一链一院一基地”
发展新格局。累计引进高校经济项目
494 个，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 280 个。
打造高品质双创发展平台，以特色小
镇、特色楼宇、科技园区为主体，建成市
级以上科技双创平台 48 家，其中国家
级 17 家、省级 15 家，共孵化培育企业

（团队）超过3500余家。

全面打好为企服务
“组合拳”，着力营造创
新创业氛围

西湖区多措并举优化服务，加快集
聚创新要素，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
合力和浓厚氛围。做强企业梯度培育，
深入实施“飞天计划”“星辰计划”，持续
完善“雏鹰—国高—独角兽—领军”企
业梯度培育体系，累计培育“国高企”
948 家、雏鹰企业 249 家、“省科小”
2596 家、独角兽准独角兽企业 52 家，
高新技术企业上市数占比达 50%。做
优特色惠企品牌，创新打造“千名干部
联企业，千家企业评部门”系列品牌活
动，特别是推出“科技八点半”活动，已
累计举办活动 25 期，构建起多方协同
的政企沟通常态化机制。做深数字精
准赋能，坚持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持
续深化“一键入孵”场景建设，形成保姆
式孵化机制，构建“两画一端”新机制，
该场景已纳入省科技厅“企业研发服务
在线”应用试点模块。做细人才引育服
务，纵深推进“西湖英才计划”等专项行
动，形成高层次人才“雁阵”。2021年以
来，全区新认定高层次人才3600人，新
引进应届高校毕业生2.35万人，新引育
国家、省市级海外高层次人才 54 人，9
名顶尖人才新入选“鲲鹏行动”计划，累
计入选人数位列全省各区县（市）第一。

西湖区将认真贯彻省第十五次党
代会精神，全面实施科技创新和人才强
区首位战略，构建完善最优创新体系和
创新生态，加快打造科创引领新高地，
为奋力推进“两个先行”厚植创新发展
动能，高水平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首
善之区，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本文作者为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
书记）

西湖

嘉善嘉善

7月，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对2021年度“科技创新鼎”获得单位授鼎。夺鼎单位凭何获此殊荣？他们在奋力推进“两个先行”的新赛道上都有哪些

过人之处？本报特邀“夺鼎”单位的党政“一把手”谈谈创新制胜密码。本期推出西湖、嘉善、上虞篇。 ——编者

创新制胜 为“两个先行”提供持久动力（三）

江海洋

嘉善县积极抢抓“双示范”战略机
遇，大力实施“创新强县”发展战略，积
极构建特色鲜明的区域创新体系，全力
打造全域科创之城。2021 年，全县
GDP 增长 10.3%，增速列一体化示范
区第一，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提
升至 3.8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 79.8%。连
续两年获省“科技创新鼎”，创新指数列
全省第五，排名两年提升25位，提升幅
度连续两年列全省第一。

发挥一体优势
打造科技创新“主引擎”

一是打造世界级科创湖区。嘉善
以祥符荡科创绿谷为核心，深化与浙江
大学、复旦大学、清华长三院等“大院名
校”合作，加快高端创新资源集聚，建设
世界级科创湖区，打造成为“嘉善的张
江”“长三角的松山湖”。目前已签约落
地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等一批高
能级科创载体。二是构建高密度创新
网络。推进嘉善通信电子高新区创建，
探索与青浦、吴江联合创建跨区域高新
区。构建“域内+域外”“省外+海外”的
多层次、立体化创新网络，建成创新创
业平台 31 个（其中国家级创新创业平
台6个），以及木业家具（智能家居）、通

信电子两个省创新服务综合体。在上
海、荷兰建立“科创飞地”，在硅谷、新加
坡布局“海纳孵化器”。嘉善国际创新
中心（上海）3 年来累计引进落地科技
人才项目 30 个，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
35 人。三是推进一体化协同创新。嘉
善积极参与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与
青浦、吴江携手共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连续 7 年举办“上海—嘉善科
技对接交流”活动，推动 300 多家嘉善
企业与长三角地区高校院所建立科技
合作关系，承接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460
多个，联合攻破关键领域技术难题 60
多项。作为全省唯一试点，嘉善开展长
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工作，
2021 年累计发放创新券 750 万元，惠
及本地企业 50 余家，入选浙江省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第一批“最佳实践”。

突出“双链”融合
激发创新主体“新动能”

一是增强主导产业创新活力。嘉
善围绕主导产业，积极引进链主型企
业，带动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如在
集成电路领域，设立总规模超100亿元
的集成电路专项产业基金，建立嘉善
ICC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引进格科
微电子等龙头企业，集聚 80 多家产业
链上下游关联企业。2021 年，全县数
字经济核心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31.5%、21.6%，数字经济研
发经费增长 12.7%。二是构建科技企
业培育梯队。深入实施科技企业“双倍
增”行动计划，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库和储备库，对全县高新技术企业开展

“蓝绿黄”三色评价，形成以龙头企业为
引领、“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为中
坚、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支撑的“雁阵”式
企业发展格局。全县共有“专精特新”

“隐形冠军”等企业 97 家，累计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 558 家，实现两年翻番，科
技型中小企业 1048 家，实现三年翻
番。三是激活企业自主创新动能。嘉
善开展“研值论英雄”，从2018年开始，
在企业亩均绩效评价体系中加入企业
研发经费指标。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
从 2017 年的 25.61%提高到 2021 年的
91.42%，R&D 经费投入从 2017 年的
15.7 亿元提高到 2021 年的 30.1 亿元。

厚植创新沃土
营造最优创新“生态圈”

一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嘉善实
施“祥符英才”计划，连续六年举办“梦
想中国·智汇嘉善”创新创业大赛，吸引
2300多个项目参赛。引育高层次人才
5700 多人，实现五年翻番。实施外国
人来华“一件事”集成改革，全省率先实
现外国人服务事项“一站式”办理。推
进示范区外国高端和专业人才互认，设

立一体化示范区外籍高层次人才永居
权申请绿色通道服务点。近两年，全县
共入选浙江省海外工程师26人。二是
推动科技惠民富民。推进星创天地等
农业农村领域创新载体建设，在全省率
先出台县级星创天地认定管理办法，累
计培育各级星创天地 19 家，孵化农业
企业 25 家。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在
全省率先成立科技特派员驿站，搭建农
业科技特派员与农业经营主体合作交
流平台。2021年共选派省级团队特派
员 3 支共 21 人，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100 余项次，培训农民专业户 2 万余
人。三是大力发展科创金融。率先开
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落地建设
长三角科创企业上市培育中心和“科创
助力板”，推动 5 家本地企业挂牌科创
助力板。创新“投贷联动”科技金融服
务模式，今年以来，全县 12 家科技银
行，累计为 277 家科技型企业贷款 3.3
亿元。

下一步，嘉善县将认真贯彻落实省
第十五次党代会和全省科技创新大会
精神，着力推动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
模式，大力培育新科技、新产业、新增长
极，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
构建现代科创体系和产业体系，形成制
胜未来的新优势，为奋力推进“两个先
行”贡献嘉善力量。

（本文作者为中共嘉兴市委常委、
嘉善县委书记）

西湖大学西湖大学

嘉善祥符荡科创绿谷

上虞城市阳台

上虞“一江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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