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03

春节前夕，党工委、管

委会隆重召开“创新园区”建设
部署动员大会，拉开了以产业科
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序
幕。节后上班第一天，记者就此
专访了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数
据资源局（科技创新办公室、知
识产权服务办公室）局长（主任）
李六如。

记者：“创新园区”建设是践
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

李六如：是的，“创新园区”
建设是经开区建设现代产业园
区，奋力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的
具体实践之一。创新园区建设
是经开区“五个园区（特色园区、

智慧园区、创新园区、幸福园
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抢
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核心支
撑。以“创新园区”为载体，今年
起，经开区将全力推进以产业科
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着力
提升产业技术实力，着力深挖创
新资源潜力，着力增强原始创新
能力，着力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推动产业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为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
市探路领跑。

记者：能否介绍下“创新园
区”的整体框架？

李六如：总的来说，“创新园
区”建设必须坚持产业引领，转
换动能。牢固树立“工业立区、
产业强区”鲜明导向，一手抓主
导产业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
育，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形成具
有核心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的现
代产业体系。

坚持创新驱动，重点突破。
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聚焦经开区产业体系的薄弱
环节和关键领域，下大力气突破
一批“卡脖子”的核心技术，把创
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
动。

坚持搭建平台，整合资源。
突出实体虚拟融合，集聚要素、
支撑产业，谋划创新发展新模
式、新路径，开拓发展新境界、新
引擎，形成一批具有探索性、引
领性的平台建设成果。

坚持协同推进，融合发展。
统筹产业、空间、要素三大结构，
将创新园区与特色园区、智慧园

区、绿色园区建设有机结合，打
造特色创新集群，提升土地产出
率、智能制造普及率、资源循环
利用率。

记者：围绕“创新园区”建
设，经开区将实施“四大工程”？

李六如：是的，创新园区建
设任务主要包括高端产业培育
工程、创新主体培育工程、高端
平台建设工程、创新环境优化工
程“四大工程”，具体包括11个
分项，每项工程都有具体规划、
目标和愿景。

记者：比如说高端产业培育
工程。

李六如：围绕高端产业培育

工程，我们将着重打造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新地
标。围绕构建“4+2”现代产业体
系，制定产业培育系列三年行动
计划，打造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
辐射作用的特色产业集群。聚
焦高端装备、机器人、精密制造、
智能集成四大领域，加速向世界
工程装备制造之城迈进；聚焦光
伏单晶新技术、薄膜电池、氧化
物燃料电池等新领域，加快向世
界级新能源基地飞跃。聚焦半
导体级晶硅、材料设备、封装测
试、下游应用及第三代半导体，
打造国家级集成电路及ICT产
业新高地。聚焦生物制药、化学
药物制剂、高端医疗器械等重点
领域，建设淮海经济区生物技术
和新医药产业基地。

打造“四新经济”和现代服
务业新高地。加快推进徐工信
息国家级工业互联网研发中心、
中科曙光大数据中心、淮海国际
跨境电商产业园、蚂蚁金服徐州
数字信用金融生态城等平台，大
力招引“四新经济”项目入驻，申
创国家工业互联网产业基地、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构建立足
徐州、辐射淮海经济区、具有鲜
明特色的四新经济发展体系。

记者：请介绍下创新主体培
育工程。

李六如：围绕创新主体培育
工程，我们重点将招大育强增加
源头供给。引导科技小巨人企
业开展集成创新、管理创新，鼓
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投入、打
造新产品，形成以6家创新型领

军企业、30家科技小巨人企业
为引领，300家科技型后备企业
和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企业集群。大力招引技术水平
高、发展前景好的技术密集型项
目，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引凤”计
划等。

内涵发展促进转型升级。
引导一批传统工业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取得核心知识产权，推
动传统工业企业向绿色、节能、
高端转型发展。到2021年，传
统工业企业通过技术改造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10家以上，新增

“智能工厂”5家以上、“智能车
间”10家以上、“首台套”15个以

上，创建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区。
自主创新强化机构建设。

加快“一站三中心”建设，支持创
新型领军企业申报国家级企业
研发机构，实现重点行业全覆
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全面建设
省级研发机构，支持中小企业立
足实际建设研发机构，向“专、
精、特、优”方向发展。到2021
年，建成国家级企业研发机构2
家、省级50家，实现大中型工业
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全覆盖。

记者：请介绍下高端平台建
设工程。

李六如：高端平台建设主要
包括强化大院大所合作平台建
设。推广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
院道路工程技术与装备研究所、
半导体材料联合创新中心建设
方式，加快推进与清华大学、浙
江大学、东南大学等国内外大院
大所的全面战略合作；着力建设
一批中科系合作平台，鼓励企业
联合大院大所争创国家产业创
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

强化公共基础服务平台建
设。推动国家工程机械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省特种
机器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维康创新药临床前评测中
心等一批公共基础服务项目建
成运营；鼓励高端工程机械智
能制造重点实验室、硅基电子
材料重点实验室等重点企业研
发机构的仪器设备、文献资料
等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提升企
业科技创新效率。

强化创新创业特色平台建

设。依托杨山科技创新谷、新微
半导体加速器、东湖医学产业园
等“2030”特色园区建设，按照

“专业化发展、差异化布局”的原
则，完善孵化功能，形成涵盖

“4+2”产业的创新创业特色平
台体系。到2021年，创建国家
级孵化器1家、众创空间2家，省
级孵化器4家、众创空间5家。

记者：创新环境优化工程怎
么抓？

李六如：创新环境优化工程
主要包括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进一步强化财政投入力度，促进
政府引导性投入稳步增长。每
年由区财政统筹安排1亿元专
项资金，重点对新型研发机构建
设、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高层次
人才引进、知识产权创造等进行
奖补。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精心
打造“融汇金龙湖”金融服务平
台，搭建企业和金融机构对接合
作桥梁；建立“码上徐州”平台，
为企业融资提供高效便捷的普
惠金融服务。支持创新型企业
上市融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到2021年，引进各类新型金融
机构50家以上，创新型企业获
科技贷款2亿元以上，IPO上市
企业6家以上。

强化人才支撑作用。以
“4+2”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大
力实施金龙湖紧缺型人才引进
计划、金龙湖精英提升计划，着
力引进一批既有科研能力又有
产业化经验的高层次人才，创建
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国家专家
服务基地。到2021年，引进和
培领军人才20名以上、高层次
创新创业团队5个以上、复合型
人才100名以上，科技型企业科
技人员占当年在职员工的比重
达到10%以上。

记者：通过3年的建设，“创
新园区”将达到怎样的愿景？

李六如：是的，这是我们的愿
景和目标。我们希望通过”四大
工程”的实施，到2021年，经开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60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85%以
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
重达到5%以上，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到70件以上，累计PCT
专利申请达到150件以上，高层
次人才突破1000人。

“1020”目标能够实现，即
利用三年时间，建设10个左右
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行的大院
大所合作平台，创建20个左右
开放型、创新型、生态型“国字
号”平台，建成产业高端、平台一
流、政策优厚的创新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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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徐州巴特机械公司董事长高二庆等与德国专家进行技术交流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公司研发团队现
场研究贵金属回收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