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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区白马石乡的智能蜂箱出
蜜了！波美度达43.8，淀粉酶值也非
常高，是营养丰富的成熟好蜜。”

产出好蜜，缘于葫芦岛引进的
高层次人才龚勋的专利——智能蜂
箱温湿度调节软件。这项技术在蜂
箱里安置小探头，随时了解箱内温
湿度等情况，避免频繁开箱，减轻对
蜜蜂的干扰，保证蜂蜜质量。

作为我省第一个数字化养蜂
场，连山区白马石乡蜂场已成为中
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生态蜂业专业
委员会的示范基地，又称中国最美
智蜂小镇，尽管每年蜂蜜产量达到
30吨，仍然供不应求。

葫芦岛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对匮
乏，人才储备不足，在未来相当长时
间内，科技创新将处于科技成果和人
才输入型形态。按照“项目+团队”的

“带土移植”发展思路，借助东北科技
大市场运营团队，“辽宁（东戴河）带
土移植转化中心”正在紧锣密鼓地建
设中。他们引进市场化运营服务平
台，确保年底前完成“一站二厅三区
六平台”建设：一站，即芝倪小站；二
厅，即展览展示厅、项目路演厅；三
区，即数字经济产业孵化区、医药康
养产业孵化区、文旅创意产业孵化
区；六平台，即“带土移植”转化平
台、芝吧科创服务平台、科创人才培
养平台、特色产业链全景招商推介
平台、市场主体网络化管理服务信
息平台、柔性人才及智库云平台。

这里将引进和培育技术评估
咨询、成果转移转化等创新服务机
构，形成功能强大、特色突出的科技
创新服务体系。重点围绕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开展科技招商，
引进一批优质企业、平台、项目、人
才（团队）等，推动高新技术成果在
葫芦岛市转移转化，并向辽西和全
省辐射。目前，这里已建成7家专家
工作站，签约16个“带土移植”项目。

葫芦岛对招才引智一向舍得
投入。他们制定了《葫芦岛市关于
推进人才集聚的若干政策》及具体
操作细则，设立 1 亿元的人才发展
专项资金（基金）池，用于高层次人
才引进培养、科研创新、成果转化

等，帮助人才解决在创业创新、安居
乐业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政策
明确，对经审核认定的高层次创业
人才或团队带头人，给予20万元至
500万元的创业项目启动资金。其
中，经审核认定符合第一层次及
同等层次的创业人才，最高给予
500 万元启动资金；经审核认定符
合第二层次及同等层次的创业人
才，最高给予300万元创业项目启动
资金。

多所知名高校兼职教授、博士
生导师龚勋，引进葫芦岛初期只是挂
职，很快就因表现突出留任实职副县
级领导干部。这让他更加如鱼得水，
年年都有省科技进步奖申报。龚勋通
过7项专利技术，帮助辽宁伊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在铝基陶瓷产品研发中
取得突破，其中的铝基陶瓷在1800℃
高温下不裂，质量轻、硬度高，目前已
顺利进入市场。

再有不到 1 个月，葫芦岛华远
化工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与产学研合
作伙伴东北大学巴德纯教授团队研
制出的106立方米内胆式聚偏氟乙
烯聚合釜即将完成主机制造。“聚合
反应中搅拌能力和热传导问题是核
心要素，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有利于
缩短反应时间，增加树脂产量，提高
树 脂 质 量 。 这 一 成 果 将 为 我 国
PVC 行业带来一场革命。”葫芦岛

华远化工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春辉说。巴德纯教授是葫芦岛市
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他说：“产
学研合作开发新产品前景广阔，我
们要和华远化机密切合作，为我国
开发出国际领先的成套化工装备。”
今年上半年，葫芦岛市已经建成 17
个典型类的产学研联盟和 16 个提
升类的产学研联盟。

日前，辽宁正业花生联合中国
农科院、省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等
多家科研单位，完成了“花生全产业
链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示
范”课题的“揭榜挂帅”程序。他们将
重点进行适宜东北地区种植的花生
良种研发、良种良法配套技术研究、
创新花生加工技术、开发高附加值花
生食品、保健品，着力构建花生全产
业链节本提质增效技术体系并进行
示范推广，从而提升辽宁花生产业核
心竞争能力，推动花生产业化升级。
目前，葫芦岛已有3个项目列入省首
批“揭榜挂帅”科技攻关计划。

“十四五”期间，葫芦岛计划构
建以企业为盟主的实质性产学研
联盟 200 个以上，实施“揭榜挂帅”
科技攻关项目50个以上，突破一批
重大关键技术的研发，引进“带土移
植”人才团队100个以上，促进一批
重要科技成果在葫芦岛实现转移
转化。

“带土移植”推进招才引智

10月13日，葫芦岛市召开挂职
服务博士后座谈会。5位今年初来
葫芦岛挂职服务的博士后和3位留
任博士后参加了座谈会。

来自北京大学的邓乂寰，今年
刚刚31岁，挂职兴城市副市长不过
半年时间，在与北京大学导师达成
开展辽西农村生活环境提升课题研
究的同时，还牵头组建了兴城市泳
装时尚产业集聚区，并主动担任集
聚区管委会主任，为中小泳装企业
搭建诉求发声平台，推进兴城泳装
产业转型迈向文化创意产业。

如何做到挂职不挂科？龚勋
的回答是：要能哈下腰来发挥所长
体现价值。今年 40 岁的龚勋来葫
芦岛已经 3 年了，他在第一年挂职
期满后留任葫芦岛市新材料产业
中心副主任，现为多所知名高校兼
职教授、博士生导师。3 年来，他

的几十项专利成果在葫芦岛成功
转化，推动葫芦岛实现了智能养
蜂、海上气象精准快速预报、电磁
新消防设备、铝基陶瓷新材料等
的科技应用。不久前，龚勋还代
表葫芦岛智能养蜂界参与了我国
蜂蜜产业的标准制定。接下来，
他将在葫芦岛富产的石油焦针状
焦产业链延伸方面继续发挥自己
的科研特长。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干了这
么多事，大家真让我刮目相看。欢
迎博士后们挂职期满后留任葫芦
岛！”座谈会上，葫芦岛市委组织部
主要领导表示，葫芦岛求贤若渴，将
打造“人才之家”，为各类人才发挥
才智提供坚实保障，让他们的真才
实学有用武之地，扎实做到信任人
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让人才在
这里如鱼得水，事业有成。”

“让人才在这里如鱼得水”
本报记者 翟新群

本报讯 为推进兴城市泳装
产业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建
设，日前，葫芦岛市市场监管局和葫
芦岛市检验检测中心联合开展了泳
装产业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
进企业活动。

目前，兴城泳装已形成了以民
营企业为主导、28家规模以上企业为
骨干、1200余家生产业户为基础的产
业集群。此次“一站式”服务进企业
活动，旨在通过深入调研，掌握企业
动态，有的放矢地对企业进行跟踪
帮扶，不断提升市场监管部门的服
务质量，助力泳装产业高质量发展。

活动中，工作人员与泳装企业
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征求质量基
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建设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以及泳装企业在质量技
术基础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并与泳装企业签订一对一帮扶协
议，向企业赠送质量服务进万企政
策工具集装箱（2.0）及泳装相关标
准资料。质检人员还现场帮助指导
企业，抽取样品，为其产品质量提供
监测服务。

今年 3月起，葫芦岛以泳装企
业需求为导向，以服务泳装企业
为目标，整合资源，全面实施泳装
产 业 质 量 基 础 设 施“ 一 站 式 ”服
务，加大计量、质量管理、认证认
可、检验检测等业务的协同力度，
搭建各要素协同服务的流程与机
制，打破壁垒，提升效能。力争到年
底形成较为成熟的、具有符合葫芦
岛市泳装产业特点的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服务模式，推动兴城泳装
产业更快更好发展。

崔雪莉 本报记者 翟新群

“一站式”服务
助推泳装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翟新群报道 兴
城市公安局临海边防派出所认真研
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特征，科学组
织系列反诈活动，让“防骗反诈”深
入人心，守好群众的“钱袋子”。

派出所组织专人梳理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特征，对被害人进行回
访，了解被害人的年龄、职业、文化
程度、居住地址、被诈骗方式、是否
接触过防诈宣传等信息，并以此开

展研究。此外，他们还对诈骗手
段、易受害人群、案件高发领域、诈
骗方式、汇款方式等进行分析，发
布案件预警和温馨提示，建立专业
队伍开展防范打击工作。民警深
入辖区各商业网点、村落集市开展
宣传，面对面解答群众咨询 200 余
人次，受教育群众达 2000 余人次，
帮助群众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300余人次。

科学“反诈”
守好群众“钱袋子”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兴城校区
在青年党员中以“百年党史青年说”
为主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大学生
党员通过讲党史故事，弘扬光荣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此外，他们还在

线上建立了“先锋领航学业群”，开
展线上学党史活动。目前，该群已
发展到205人，并在线下先后举办6
场专场辅导会。

贾 鑫 摄

青年党员线上线下学党史

为确保供热企业安全可靠用
电，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网格化”管
理、分区域保障、“点对点”服务，对辖
区内15家供热企业所属的158个换
热站配电设施进行了现场安全检查，

提前做好电网分析和负荷预测，保障
冬季供暖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图为供电公司员工在新东供暖
公司检查锅炉设备用电情况。

本报记者 翟新群 摄

“网格化”管理保供暖用电

速览 SULAN

图说 TUSHUO

让“关键变量”成为“最大增量”
——葫芦岛市聚力科技创新释放转型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翟新群

6 月 17日，省、市、县三级共建的辽
宁（东戴河）带土移植转化中心挂牌。这
个中心主要面向京津冀，采用“1+N+N”
方式，即以 1 个带土移植转化中心为核
心，建设N个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形成
N 个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为入驻的人
才、项目和企业提供最完备的要素保障、
最优的服务质量、最好的发展空间。

7月27日，立足通过制度创新厚土培
植创新生态，葫芦岛市出台了《关于推进
全市科技创新工作方案》和《葫芦岛市关
于鼓励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在支持创
新区域、创新主体、创新平台等方面推出
系列大手笔奖补措施，力度空前。

7月 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东戴河新
区承接京津冀“带土移植”科技招商推介
会上，航天宏图、北京大学北斗伏羲等
20 家企业现场完成了合作签约，东戴
河·中关村金种子实训营等10个项目达
成合作意向，辽宁伊菲科技新材料等 3
个实质性产学研联盟授牌启动，为全省

“带土移植”迈出示范打样第一步。
在 9 月 14 日召开的葫芦岛市科技

创新大会上，市财政拿出 1600 万元，奖
补了全市 54 家瞪羚、雏鹰、高新技术企
业。“我们还要再拿出 1000 多万元用于
人才引进，今年全市科技创新投入总额
将达到 3000 万元。”葫芦岛市政府主要
领导表示。当天，葫芦岛市还与东北科
技大市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沈阳理工
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启校地合作。

9月17日，中国农业科学院、葫芦岛
市政府、省农业农村厅、省科学技术厅四
方战略合作建设“中国农业科学院环渤
海湾研究院”在葫芦岛农垦集团签约。
葫芦岛农垦集团董事长邓文岩表示，此
举将为葫芦岛市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战略咨询、科技合作、成果转化、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平台，为葫芦岛
农业增添强大智囊团、技术员和成果库，
持续将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技、资源、人
才优势转化为农业农村发展的创新优势
和竞争优势，为葫芦岛市推进农业现代
化和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葫芦岛市第
六次代表大会上，传出了京津冀科研成果
产业化基地正在葫芦岛启动实施的消息。

今年以来，一桩桩一件件令人欣喜
的科技创新大事在葫芦岛市频频发生，
这正是基于这座城市把科技创新视为实
现后发赶超、高质量发展“定海神针”的
根本认知。

展求新求变新态势

孚迪斯石油化工（葫芦岛）有限
公司每年投入2000万元搞研发，如今
拥有10个润滑油检测实验室，是除中
石化和中石油外，国内第三家能生产
新型航空润滑油的企业。公司今年
与中国航发集团完成混合所有制改
革，可望 3年内完成科创板上市。公
司拥有36名科技人才，被葫芦岛认定
为第一个高层次科研团队。

这是葫芦岛高新区自己孵化的
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葫芦岛高新
区始终不遗余力地培育优化创新生
态。目前，这里拥有建筑面积1.74万
平方米的科技企业孵化器、2 万平方
米的科技成果转化标准厂房、5000平
方米高端人才公寓。建有创新创业、
科技成果转化和大学生实习 3 个基
地。自主建设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和招才引智 3个服务平台，两年来累
计向 24 户科技研发类企业和人才兑
现奖励资金 200 余万元，帮助解决企
业各类疑难问题71项。截至2020年
末，高新区累计孵化科技企业 83户、
转化科技成果 206 个、申报各类专利
267 个，已有高新技术企业 17 户、省
级研发机构10个，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达20.98亿元。
葫芦岛市以制度创新为技术创

新打造生态、厚植土壤。出台鼓励科
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明确在区域创新
奖励方面，对晋升为国家级高新区的
给予2000万元奖励；对新列入省级高
新区的园区给予 1000 万元奖励。对
省备案瞪羚企业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

奖励，对省备案雏鹰企业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补助。对新认定的省级重点
实验室给予 100 万元资金支持；对经
科技部公布备案的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空间一次性给予50万元
奖励。企业获得国家科技奖一次性
给予20万元奖励，获得国家创新创业
大赛一等奖给予50万元奖励。

葫芦岛把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
展的主引擎，全力打造开放式、网络
式、集聚式创新生态体系。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优化科技创新营商环
境。建立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以
财政资金为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本
参与科技创新发展。鼓励银行等金融
机构创新服务模式，为科技企业提供
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积极为科研人员
减负，面向科研单位推出减表等举
措。建立市级科技成果库，为与企业
开展科技成果精准对接夯实基础。

“十四五”期间，葫芦岛将全面提
升创新能力，形成创新理念落地生
根、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创新活力竞
相迸发的创新生态。培育雏鹰企业
100家以上、瞪羚企业 50家以上。省
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达到20个，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150 家以上，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 100 亿元以上。
培育百亿级科技产业集群，打造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技术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超过 20%。创新型城市建设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建成区域性科技
创新高地。

以制度创新优化科创生态

辽宁（东戴河）带土移植转化中心。 本文图片由葫芦岛市科技局提供

“十四五”期间，葫芦岛市要如何实
现晋位升级？答案不言自明：唯有科技
创新。

在这一共识下，葫芦岛市紧紧抓住
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全力优化创新
生态，“带土移植”和“厚土培植”并进，推
动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全市转
型升级的“最大增量”。

省果品贮藏与加工重点实验室。

智能蜂箱产出的蜂蜜供不应求。

省科技厅组织人员调研锦西化工研究院航空有机玻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