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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海之滨的碧波荡漾，到青藏

高原的巍巍群山，从海上丝路起点到

古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宁波强化使命

担当，接续奋斗，开启了一轮又一轮对

口协作支援接力赛。

山有所呼，海有所应，山海互为支

撑。山海协作，已深化实施 20 年，造

就了一条造血帮扶、双向互动、合作共

赢的发展之路。

支援合作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埋

头苦干。唯有实干，才能显现出滴水穿

石、聚沙成塔的效应。在四川省凉山

州、浙西福地、天山之麓，一个个产业项

目、一批批民生工程不断开花结果，打

造了一批具有宁波辨识度的示范性成

果，携手当地奔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如今，迈上新征程的宁波，对标

“两个先行”，扛起更多使命担当，呼唤

更多能作为的好干部，高质量推进东

西部协作、山海协作、对口支援、对口

合作和区域合作工作，持续打造对口

协作支援工作升级版，为建设现代化

滨海大都市贡献支援合作力量。

宁波对口支援迭代升级
仇仇 欢欢 应应 磊磊

以产业聚优势
探索“造血式”发展之路

产业合作是重中之重。宁波市对口
支援和区域合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几
年，宁波以产业项目合作为中心，以产业
梯度转移、产业培育和资源要素配套为主
线，全力打通对口协作支援“造血型”双赢
发展的新路子。

“亚洲第一瀑”是宁波对口支援重庆
万州的最大产业合作项目。该项目自开
发完成后已为当地提供 3000 多个直接就
业岗位，辐射 8000 多个间接就业岗位，极
大地缓解了三峡移民就业压力，促进移民
安稳致富。

在凉山州，引进“苹果渣生物饲料”等
项目，打造苹果全产业链；通过土地流转、
入 股 分 红、就 业 务 工 等 方 式 预 计 带 动
6391户农户近4万人增收；以“两地仓”为
载体，打通“凉山产、宁波销”物流大通道，
有效缩短两地物流周期 2 天至 3 天，减少
物流成本35%以上；镇海助力金阳县谋划
建设青花椒现代农业产业园，开出乡村振
兴之花⋯⋯2021年6月2日，宁波25名干
部奔赴凉山，开启东西部协作新篇章。

宁波与丽水、衢州互为支撑，共绘共同
富裕新图景。促成天湖国际旅游度假区项
目落地文成县，常山县技工院校（筹）、衢江
区卓越总部经济项目均已启动建设；丽水
甬莲智能制造产业园已入驻企业 134 家，
被科技部评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打
造的丽水无水港成为当地企业“出海”的主
动脉，不断助推丽水经济发展；梅山—青田

“保税飞仓”进一步扩大青田企业进出口业
务⋯⋯一个个产业项目、一批批人才输送，
成为连接山海之间的真情纽带，澎湃起经
济社会发展的新潜能。

宁波的产业优势，也成为助力新疆库
车的强大后盾。近年来，通过宁波援疆指
挥部牵线搭桥，“十城百店”这一援疆品牌
项目得到转型升级，加快阿克苏特色农副
产品走出去；帮助引进多家企业，小麦等
级粉加工全产业链项目直接带动就业

2000 人。产业援疆正在库车开花结果，
为当地经济持续“造血”。

以项目惠民生
锻造“暖民心”样板工程

悠悠万事，民生为重。提升受援地人
民幸福感和获得感，是支援合作的初心和
归宿。

宁波对接对口协作支援地区所需，千方
百计办实事、解难事，打造一系列民生工程，
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更加普惠。

日前，宁波市对口支援和区域合作局
联合四川省凉山州乡村振兴局发布《宁波
市—凉山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助力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措施》，旨
在深入贯彻落实全市“五问五破、五比五
先”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动员会精神，主动
抓、抓主动、走在前、做表率。

今年上半年，为助力凉山州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宁波精心挑选派出 51 名管理
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并且引入 10 个新
诊疗项目，填补了昭觉、喜德县无核磁共
振空白；同时，继续开展支医支教、挂职培
训、职业教育合作等活动，走出一条“干
部+理念、校长+老师、院长+医生、专家+
设备”的全链化智力支援之路，为凉山打
造了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2020年，新疆库车市乌恰镇甬库振兴
村成为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如今，这个与
戈壁为邻的小村庄摇身变成现代化旅游新
村，村民住上了统一规划的新房，村内基础
设施同步提升。“江南龟兹·甬库桃源”离不
开援疆干部一茬接一茬的倾情奉献。

山海有情，甬库连心，教育飞地让甬
库两地文化交融。依托宁波优质教育资
源，一对一在库车援建“全链式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飞地示范学校”，进行托管
运营。目前，宁波援建学校在库车已形成
从幼儿园到高中四所核心校为主体的教
育联盟。

在高海拔、低含氧量的西藏比如县夏
曲镇，一条“最美上学路”让藏区的孩子有
了“创造更好生活”的渴望。

同样在浙西，随着教育、医疗等民生领
域一项项合作扎实展开，山海联弹幸福民
生“协奏曲”。宁波与丽水、衢州结对学校
180所，形成有效的教育资源共享模式；“宁
波智慧卫监”则以“1+3+N”智慧监管体系
提升了卫生健康执法“山海协作”新内涵。

（图片由宁波市对口支援和区域合作局提供）

“科创森林”培育，蓬勃发展的

科技服务业态是重要一环。科技服

务业的体量和能级，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一座城市、一个区域科技创新

生态的多元化和活跃程度。

2021年，宁波市科技服务业营

业收入规模达 445.4 亿元，居全省

第二，其中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行

业营业收入 248.8 亿元，规模居全

省第一。今年 1 月至 7 月，宁波科

技服务业营业收入 220.8 亿元，增

速 29%，超过全省平均增速 15.7

个百分点。

抓龙头企业强精准帮扶、搭创

新平台抓提质增效、促成果转化强

科技赋能、激活科技金融厚植创新

沃土⋯⋯“两个先行”新征程上，制

造业大市宁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科技服务业发

展势头强劲，对实体经济的赋能效

应正不断凸显。

厚植创新沃土 助力“两个先行”

科技服务业换挡提速引领港城创新
翁云骞翁云骞 王虎羽王虎羽

育主体
涌现一批科技服务业
亩产效益“领跑”企业

一家建筑面积仅1500平方米、员工不
过60余人的企业，每年却能创造数亿元的
销售额。由鄞州区企业中科远东开发的全
球单系列最大的高效合成气制乙二醇装置
在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投产，
这标志着我国现代煤化工关键技术取得了
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合成气制乙二醇技术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为客户提供一揽
子解决方案，通过先进的工艺包、核心设备
和高效催化剂的研发与升级，帮助客户降
低成本，同时实现节能减排、提高效益。”中
科远东负责人臧未一说。

以专业化科技服务赋能实体经济发
展，中科远东的探索是宁波的一个缩影。
事实上，对宁波这样一座坐拥上万家规上
工业企业的制造之城来说，“硬核”科创力
量从来就是“刚需”。近年来，宁波大力引
进建设包括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宁
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等在内的一系列产
业技术研究院。通过链接一流高校和产
业市场，这些院所平台不但成为宁波高能
级科创资源的聚合中心，更是区域高质量
科技服务的重要供给来源。

在海曙，由上海交大宁波人工智能研
究院孵化的可之（宁波）人工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发展势头强劲。今年开学季，该公司
研发的“人工智能自动批改产品”备受关注
并已在多所中小学试用。“在上海交大宁波
人工智能研究院支持下，我们研发的‘小可
批题’等产品在多个省市的中高考阅卷工
作中，实测已实现批改精度99.5%，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企业创始人王冠博士说。

小企业加速崭露头角，大企业则不断
向科技服务产业链的高端迈进。在全省
服务业“亩产效益”改革工作中，宁波一众
科 技 服 务 业“ 牛 企 ”表 现 亮 眼 ：2020、
2021、2022 年全省科技服务业“亩产效
益”领跑者前20名中，宁波分别占8位、10
位、9 位，连续三年全省第一。2021 年，宁

波科技服务业龙头企业营业收入占全市
总营收比重近60%。

优生态
科技大市场

助力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一场对接活动，意向合作总金额超
600 万元！9 月上旬，由甬江实验室材料
检测与分析中心和宁波市生产力促进中
心等联合主办的 2022 年第十三期技术需
求与科技成果双向对接会举行。该对接
会以高分子材料和金属材料为主题，通过
组织企业代表同各位专家进行多轮次的
深度沟通，最终签订 13 份意向合作协议，
总金额640万元。

服务业要发展，离不开“市场”的有力
支撑。作为标杆性的地市级科技服务交易
市场，宁波科技大市场自成立以来不断迭
代升级，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
式转移转化服务体系，集聚了近5000家会
员、超7万项技术成果、近千名技术经纪人，
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打下坚实基础。

“科学技术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而
要更多流向产业一线。我们发力产学研
合作对接机制，构建技术转移的‘生态
圈’。”宁波科技大市场运营单位、宁波生
产力促进中心负责人告诉笔者。2021年，
宁波科技大市场开展院企对接活动 213
场，转化科技成果多达 990 项。在“超级

市场”加持之下，2021年，宁波全市技术交
易额319.5亿元，居全国计划单列市第二。

以大平台建设和中国创新挑战赛、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等高能级赛事举办为抓
手，宁波将大大小小的科技服务资源汇聚
起来，为企事业单位提供研发、设计、咨
询、高企申报等全链条“智囊”服务。前不
久，位于甬江科创区的甬江实验室材料分
析与检测中心一期建成并运行。该中心
不仅提供仪器测试数据，还为客户提供个
性化研发建议，帮助企业提升产品开发或
品控的能力及效率。

金融服务是科技服务的一个关键、基
础环节。截至今年 8 月，宁波共有备案投
资机构近 200 家，可投资本超 400 亿元。
宁波天使引导基金累计签订投资项目309
项，投资金额超3亿元，直接撬动社会资本
超 18 亿元。在投企业目前市值超 300 亿
元，其中，惠之星、隔空智能等 6 家企业估
值已超 10 亿元，累计 79 家企业获二轮及
以上融资，增资金额合计超30亿元。

提能级
立足产业所需

推进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服务业，服务实体经济。在宁波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看来，宁波科技服务
要聚焦的，正是该市十大标志性产业链培
育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

“宁波传统制造业量大面广，科技服
务业首先是要围绕推进智能工厂建设、
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等，加快业态
模式创新。另外要围绕汽车、绿色石化、
新材料、智能装备等重点行业，推进服务
环节补短板、提品质。”该负责人介绍，宁
波鼓励科技服务业企业围绕产业链前端
开展研发设计服务，提供全产业链的设
计服务，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围绕全市研
发创新活动需求，该市还将着力推动规
上企业研发创新“诊断+提升”的全覆盖。

笔者了解到，立足发展规模总体偏
小、企业上规率偏低等短板，宁波市正加
快酝酿出台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
政”，未来将在招引企业来甬落户发展、支
持企业上规做大做强、促进成果转化、推
进行业集聚、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加大支
持力度。

“宁波将在政策供给、服务体系和环
境提升等多方面发力，力争到 2024 年，全
市科技服务业营收达 1000 亿元、规上科
技服务业企业达 1200 家、技术交易额达
650 亿元，培育市级以上双创平台超过
200家。”宁波市科技局负责人说。

（图片由宁波市科技局提供）

宁波“百日百场”院企双向对接活动宁波“百日百场”院企双向对接活动

吉利汽车智能化生产车间吉利汽车智能化生产车间

浙江创新中心

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

镇海区援建四川省金阳县青花椒现代农
业产业园

江北区援建四川省凉山州越西县高标准苹果现代产业园

海曙区援建四川省攀西地区高海拔养殖基
地新建棚舍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