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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龙湾湾

今年年初，温州吹响“强城行动”
号角，龙湾区成为全面推进“东部科技
城”的主阵地。

当新质生产力发展热潮涌动，有着
“创新”基因的龙湾，如何在“东部科技
城”建设上攻坚突破？

答案是：一路向“新”而飞。
做强创新平台。瓯江实验室、中国

眼谷、国科温州研究院⋯⋯多年来，龙湾
一直立足于搭建科技创新的“塔尖重
器”，吸引、孵化更多的重大科技型企业
在此精耕细作。全国首家眼科基因诊断
公司谱希基因，是2020年进驻中国眼谷
的科技型企业。在中国眼谷的帮助下，
这家初创企业自主研发的“近视基因辅
助诊断”产品，实现临床试验、注册审批
等流程的“加速跑”，目前产品已帮助近
万名儿童青少年找到近视防控路径。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激荡着城市创新
发展的活力源。龙湾深化实施“科技副
总”“科技轻骑队”等行动，助力企业开
展技术攻关，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心剂”。截至目前，龙湾累计培育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 725 家，近三年每年以
100多家的速度递增。

为了帮助实验室成果加速走向市
场，龙湾试点“先投后股”科技成果转化
新机制，设立2亿元专项资金，以科技项
目的形式由地方政府先行投入资金，支
持企业转化科技成果，同时开发全国首
个“先投后股”成果转化金融产品——

“创新保”，摸索出一条政府、企业、保险

机构多方参与、共担风险的新路子。首
个试点项目成果已在卫星导航等领域
应用。

丰富的科技资源、完备的科创平
台，让龙湾成为广大科研工作者实现

“科研梦”的理想之城。今年以来，龙湾
全职落地顶尖人才 1 人，国省级领军人
才15人。今年，该区还将持续攻坚多项
引才计划，健全“问企识才”评价机制，
力争各类人才数量实现新突破。

创新深化 打造“东部科技城”创新深化 打造“东部科技城”

近几年，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创
新发展过程中，龙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成长的烦恼”。
一方面，各地拼经济、拼项目的态势

趋于“白热化”，龙湾身处“重围”之中，面
临“前有强大标兵、后有强劲追兵”的严
峻态势。另一方面，资金要素、能源要
素、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等长期供给要
素持续趋紧，对地方发展的制约较大。

2023 年 4 月，浙江省第七个省级新
区——温州湾新区挂牌后，与龙湾区实
现一体化融合发展。以改革力量破解
各类发展中的难题，成为新赶考路上的

“制胜法宝”。
首先，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

“企业有多少困难，我们就想多少办法”
为服务理念的温州湾新区、龙湾区企业
综合服务中心，拉开了“增值化”政务服
务的序幕。

针对企业急需解决的“招工难、销售
难、化解难”等共性高频问题，温州湾新

区、龙湾区综合服务中心上线
数据得地、链主沙龙、商协
共治、住房公积金长租房、
企业诉求快递等 12 大特
色增值服务场景，实实在
在满足企业需求、解决发展
困惑。一年来，为企业提供各
类增值服务超45700余家次，解
决用地需求 1600 余亩、用工需求
2484个，破解疑难问题519个。

“好的营商环境，是生产力、竞争
力、吸引力。”温州市南星环保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肯定地说，在当地企业综合
服务中心助力下，困扰企业多年的不动产
权证办理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其次，深化供给侧改革，优化资源要
素配置。温州湾新区、龙湾区还推进要
素化配置改革，让政府侧、市场侧、社会
侧等各类要素高效配置，使得更多资源
向中小企业流动。针对企业提出的“辖
区上下游企业在终端产品与零部件之间

协同合作不足”问题，当地提供“链主沙
龙”特色服务，组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
行产销对接、产品匹配，促成合作；针对

“融资信息不对称，导致异地在温州创业
者贷款渠道窄”等融资难题，创新推出
特色金融服务，为近千户中小微企业解
决17.67亿元融资难题⋯⋯

从“新”出发，凭“质”而变。在改革中
涅槃的龙湾区，其支柱产业从“制笔、服
装、鞋业、阀门”转型升级为“数字经济、新
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智能装备”等。
改革，不仅构建起更多维度、更深层次的
产业生态，还让市民享受到更多的红利，
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先行先试。

改革攻坚 建设“活力新湾区”

提到温州龙湾提到温州龙湾，，你会想起什么你会想起什么？？

是温州科技创新的主引擎是温州科技创新的主引擎，，还是产业升级的主战场还是产业升级的主战场，，抑或是城市发展的主平台抑或是城市发展的主平台？？

龙湾不止这些龙湾不止这些。。

这是一座创新强区这是一座创新强区，，连续三年捧回连续三年捧回““科技创新鼎科技创新鼎”；”；这是一座魅力新区这是一座魅力新区，，演艺氛围吸引数万歌迷奔赴演艺氛围吸引数万歌迷奔赴；；这是一座幸福之区这是一座幸福之区，，公共文化公共文化

服务触手可及服务触手可及，，让百姓幸福生活加码⋯⋯同时让百姓幸福生活加码⋯⋯同时，，922922..4343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使之成为冲击使之成为冲击““千亿县千亿县””的种子选手之一的种子选手之一。。

因因““工业大区工业大区””而得名而得名，，龙湾这片刚满龙湾这片刚满 4040 岁的年轻城区岁的年轻城区，，正持续打响正持续打响““新中心新中心 大未来大未来””品牌品牌，，成为近悦远来的工作地成为近悦远来的工作地、、生活地生活地、、旅游旅游

地地。。在温州在温州““续写创新史续写创新史、、再创新辉煌再创新辉煌、、提速打造提速打造‘‘全省第三极全省第三极’”’”新征程中新征程中，，作为一名县域作为一名县域““特长生特长生”，”，龙湾无疑是窗口中的窗口龙湾无疑是窗口中的窗口。。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医疗、教育、交通、文化生活⋯⋯民

生领域的每一项突破，都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家住龙湾区祥生中央尚品小区的章
先生，总爱走路送孩子上学。“一路上，我
们有说有笑，是最惬意的亲子时光。”章
先生说，作为一名外来务工人员，他和爱
人担心孩子享受不到优质教育资源，如
今家门口就有好学校，他们一家都决定
安心扎根龙湾。

教育事业，等不起慢不得。近年
来，龙湾紧抓温州城市发展东进契机，
不断扩大教育方面投入，更是举全区之
力破解长期未解决的“大校额大班额”

“师资结构不均衡”“强弱学校不均衡”
等难题。今年，该区获评 2023 年全国
首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成为温
州唯一。

城市发展，交通先行。在龙湾区交
通局，一张交通脉络图上有实线也有虚
线，有红线也有黄线，未来这些密密麻麻
的线都将化作一条条通衢大道，连通四
面八方。据了解，到 2025 年，龙湾区要
基本建成多元立体、互联互通、安全便
捷、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构建形成对外“1+2交通圈”，即实现
至省、市1小时通达，至长三角区域和粤
闽浙沿海城市群主要城市2小时通达。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地方文化是

一种软实力，更成为一种竞争力。龙湾进
一步提升公共文化建设整体能级——构
建“三带一馆群、一街一古堡”文化格局，
打造“10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百姓
在家门口品文化、看演出，袅袅烟火气中，
幸福感满满；把龙湾区各类文化场馆串珠
成链，形成一张覆盖面广、体系完善的龙
湾“文旅地图”，用特色文化吸引游客慕名
而来⋯⋯

让城市文化活动遍地开花。去年以
来，在龙湾举办的演唱会接连不断，频频
冲上热搜，被网友称为“城市与歌迷的双
向奔赴”。作为温州目前规模最大、设施
最全、配套最完善的文化商业综合体，温
州高新文化广场同时满足话剧、戏剧、音
乐剧等各类艺术表演形式的使用需要，
每年预计引进演出及活动120余场。

高规格的精品文化展演和大型演唱
会，不断增添龙湾城区魅力，扩大城市影
响力。下一步，龙湾还将出台演艺活动
三年发展规划和全域文创发展规划，落
地演艺头部企业，常态化开展演艺活动，
加快打造浙南时尚演绎中心。

“推动城市建设有机更新，提升城市
品质能级，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龙湾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道。面向未来，温州湾新区、龙湾区会持
续发扬改革创新精神，争当破难探路先
锋，向全省乃至全国输出更多改革经验
和生动样板。

民生之本 共创“幸福宜居地”民生之本 共创“幸福宜居地”

改革突破改革突破，“，“新中心新中心””奔向奔向““大未来大未来””
张银燕 李希赛

国科温州研究院科研人员在做实验国科温州研究院科研人员在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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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奥体中心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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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奥体中心温州奥体中心 项绍雄项绍雄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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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湾区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龙江校区龙湾区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龙江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