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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牢牢把握“党对科技创

新工作全面领导这条主线”

经过多年的努力，锦州市的创新
体系建设日趋完善，创新体系整体效
能不断提升。在规模方面，研发经费
投入、研发人员数量、基础设施配套等
已处于全省前列；在结构方面，省级科
技创新平台、省属多科性大学、科技领
军企业等省级科技力量不断发展壮
大；在能力方面，中信钛业特种专用型
钛白粉研发等15项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这些进步和成绩是在锦州市委
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实践证明，加强
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是锦州做
好科技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是党的
领导政治优势的充分体现。锦州将进
一步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
完善党组议事决策规则，建立权威的
决策指挥体系。不断发挥党组织把方
向、谋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努力
增强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力、战斗力，
形成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

牢牢把握“聚焦产业发
展推进科技创新这个方向”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
新链布局产业链。当前，锦州市重点
发展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农副产品精深加
工，重点培育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及
应用，重点谋划临港产业、消费品产
业，不断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这些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面临
关键技术问题和“卡脖子”瓶颈制约，
只有通过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推动产
业链关键核心技术自主自控。锦州市
将加快实现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精准
对位，引导企业与驻锦高校院所通过
产学研联盟联合承担科技计划项目。
同时，还将不断提升科技成果本地转
化率，统筹好科技成果市场化机制与
产业协调发展。通过创新让全市的主
导产业链各环节实现价值增值，依托
创新链促进主导产业链升级，打造具
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创新高地。

牢牢把握“创新人才引
育用这个根本”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驱动本
质上是人才驱动，科技创新归根到底
要靠人才实力。在人才培养上，锦州
市重点抓好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
队、青年科技人才、优秀工程师等队伍
建设，致力于打造科技创新主力军。
如今，锦州拥有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
者 65 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3
人，省级优秀专家和领军人才31人，省

“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 24人、千
人层次 72人。未来，锦州市要继续牢
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全方
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要全面落实

“兴锦人才计划”，持续推进“带土移
植”“科技特派”“智联锦城”“智汇锦

城”等特色工作。建立以实际贡献为
导向的评价机制、以利益分配为导向
的激励机制、以去繁务实为导向的管
理机制，最大限度赋予科技人员技术
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充分发挥
人才效益，坚持人岗相适，既防止“骑
着骏马找良驹”，也要避免“大松树当
柴烧”，最大限度提高人才使用效能。
优化人才服务保障，让人才引得进、留
得住、发展得好。

牢牢把握“创新平台打
造这个支撑”

创新平台是创新资源集聚和成果
产出的重要载体。没有好的载体平
台，就难以发挥规模效应和乘法效应，
难以引进好项目和高层次人才。如
今，锦州市正加快创新平台建设，搭建
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平台，培育建成省
级中试基地——辽宁锦州先进材料中
试基地，推动辽宁锦州离子液体连续

化微反应中试基地、辽宁锦州工业机
器视觉检测中试基地等市级中试基地
建设。同时，锦州市还支持和引导驻
锦高校、企业创建和升级一批省级创
新平台，重点推进天桥新材料、宝钛华
神等企业创建省产业专业技术中心。
十年来，锦州市创建了国家级科技创
新平台2家，省级科技创新平台67家，
市级科技创新平台 94家；构建省典型
实质性产学研联盟 25家、省提升类实
质性产学研联盟 11家，平台建设日益
加强，载体作用不断发挥。未来，锦州
市要统筹推进各类科技园区建设，不
断优化市级科技创新平台布局，解决
各县区发展不均衡问题；积极参与全
省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
新中心和辽宁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建
设，鼓励支持重点创新型领军企业联
合大院大所，整合优势力量争创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高能级创新
平台；积极引进大企业来锦设立研发
总部、区域研发中心；推动新型研发机

构、企业技术中心、中试熟化基地建
设，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牢牢把握“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这个重点”

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最后一
公里”，科技创新成果只有转化为生产
力才能产生价值。锦州实施科技成果
转化工程，加快实现本地产业化。嫁
接外部科技创新资源，让先进适用科
技成果尽快在锦州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锦州市与中科院沈阳分院、省内
外部分高校院所签订科技合作战略协
议，举办与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科技成
果对接活动，同时组织企业参加各类
科技成果对接活动20余场。实施校企
校地“双向挂职”行动，发挥驻锦高校
科技创新资源优势，选派 30名驻锦高
校优秀科技人才到企业担任科技特派
员，逐步搭建起校地融合的“金桥”。
十年来，锦州2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
奖，94 项科技成果获省科技奖，236 项
科技成果获得市科技奖；2021 年全市
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21.3 亿元。未
来，锦州将深化与驻锦高校、科研院所
科技合作，实现实验室与市场无缝衔
接，让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从“产品”变为“商品”。坚持需求导
向，瞄准“6+1”主导产业和关键重大技
术需求，用好省级“揭榜挂帅”、市级

“春芽计划”等科技攻关制度，搭建产
学研合作桥梁，积极组织开展科技成
果撮合对接会，实现企业创新需求与
科技成果精准对接，打通“技术需求”
向“市场需求”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牢牢把握“创新主体培
育这个关键”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科
技创新的主体。

近年来，锦州市不断加大政策资金
支持力度，开展科技招商，壮大创新主体
规模。分别建立了纵向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雏鹰企业、瞪羚企业
梯度培育体系，横向“爆品”（具有爆发成
长潜力的企业）“双五”（营业收入5亿元
以上且研发投入强度5%以上的企业）“深
科技”（具有技术领先、填补空白、替代进
口科技研发能力的企业）特色企业培育
体系。按照“挖掘+培育+服务”的链条，
建立培育库，分类培育，在市场开拓、成
果转化、人才引进、金融对接、平台建设
等方面深度扶持，为科技企业成长打造
定制化的产业生态环境。如今，全市已
注册科技型中小企业865家，高新技术
企业188家；培育雏鹰企业78家、瞪羚
企业 26 家；69 家企业纳入具有“爆双
深”潜力的科技企业培育库。

未来，锦州市将着力增强企业创
新动力，推动各类创新资源、要素、服
务向企业聚集，激发企业创新的积极
性主动性。特别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
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近日，在省科技厅公示的2022年
度新认定（备案）省级双创载体和
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名单中，锦州
华复创研港孵化器、锦州高新区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被认定为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生产力众
创空间、七里河创翼之星众创空
间备案为省级众创空间。此外，
锦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转移
中心还被认定为省级技术转移示
范机构。

2022 年，锦州市科技局为加
强锦州市双创载体、技术转移示
范机构建设，在锦州市科技局领
导的带领下，深入县（市）区调研

走访、交流座谈，宣传解读创新政
策，动员、支持全市符合条件的双
创载体、技术转移机构争创省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技术
转移示范机构，为锦州市创新创
业提供专业化服务，促进锦州市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下一步，锦州市科技局将继
续推进各类科技园区建设，不
断 优 化 市 级 科 技 创 新 平 台 布
局，解决各县区发展不均衡问
题；积极参与全省创建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和 辽 宁 实 验 室 等 创 新 平 台 建
设，为打造辽西科创中心提供有
力的平台支持。

新增4家省级双创载体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1
月 12 日，记者获悉，锦州市第三
届电商直播节暨“2023 锦州网上
年货节”已经拉开帷幕，本届直播
节活动主题为“辽播四海商，广带
天下货”，活动将持续到1月28日
结束。

活动期间锦州各县（市）区组
织属地各电商直播基地、大型商
场（购物中心）、超市员工在经营
场所开展直播带货，个人主播自
选在经营场所（家）直播带货，广
州锦州籍网红主播直播销售锦州
优质产品等形式。锦州与抖音、
快手等知名直播平台深度合作，
组织开展辽宁抖音家乡年货节、

辽宁快手家乡好物节、乡村振兴
带货专场、跨境电商进口商品仓
播和冰雪体育旅游、非遗文化传
承直播等系列主题活动。

锦州还推出“品牌日”“品类
日”等形式的促销活动，促进电
商企业、品牌企业、零售企业线
上线下融合互动，为广大城乡
居民提供便捷实惠的消费新体
验，丰富春节市场供应，营造喜
庆祥和、网购便利的电商消费
服务环境。与广州市开展南北
直播节互动，实现主播和供应
链资源分享互补；与新疆塔城
地区开展东西联动，实现辽宁
电商服务援疆。

“2023锦州网上年货节”开幕

本报讯 今年以来，锦州银
行聚焦“三农”，充分发挥自身职
能作用，依托本省资源、品牌等多
重优势，多措并举推进金融惠农，
助力乡村振兴。2022年，锦州银
行普惠涉农贷款规模达 9.58 亿
元，有效助推了“三农”发展。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
头戏。锦州银行以种养殖为龙
头、深加工为主体、销售仓储为终
端，立体化搭建金融助农布局。
在种植养殖方面，与地方产业布
局深度融合，为特色农业集群、沿
海海产集群提供定向金融服务；
在农产品深加工领域，依托区域
内沟帮子熏鸡、北镇猪蹄、绿源肉
业等龙头企业，以核心企业带动
小微客群，实现供应链全覆盖；在
销售仓储方面，与省粮食集团、省

农担集团深化合作，推出辽粮通、
农担贷等定制产品，抓住核心客
户群，实现精准支撑。

随着地方特色产品建设的推
进，锦州苹果、北镇葡萄、义县小
粒花生等老牌地方特色农产品正
在焕发新能量。锦州银行依托

“双轮驱动”产品创新管理机制，
提供专项金融产品对接特色农产
品发展金融需求，有力支持了地
方特色农产品产业的发展壮大。
北镇支行与地方葡萄庄园、合作
社等结成共建主体，深度参与葡
萄产业发展，从科研、种植、加工、
冬储、销售全流程切入，推出“锦
峰贷”专项产品，为种植户、加工
企业、销售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
金融服务。

于 莉 本报记者 崔 治

9.58亿元“贷”动乡村产业兴旺

日前，载重8.92万吨、载箱量
4636 标准箱的国内最大内贸集
装箱船“中谷福州”轮首航靠泊锦
州港 209 泊位，标志着锦州港集
装箱干线运输服务网络更趋完
善，是锦州港提升港口服务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中谷福州”轮的靠泊，代表

着锦州港已深度对接融入国内
大循环，成为一条高效便捷、服
务更优、成本更低的物流运输新
通道。

国内最大内贸集装箱船
靠泊锦州港

中信钛业特种专用型钛白粉研发等15项技术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2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奖，94项
科技成果获省科技奖，创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2
家，省级科技创新平台67家，拥有注册科技型中小企

业865家……十年来，锦州建设辽西科创中心城市的成果斐
然。如今，锦州正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工程，培育壮大科技企业群
体，促进科技成果本地转化，优化科技创新生态。通过落实“六
个牢牢把握”推动科技事业发展，奋力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日
前，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全国第七
批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区名单，
锦州市名列其中。

近年来，锦州市充分发挥中
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引领作用，
引导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应用先
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持续优化农
机装备结构，大力推进主要农作
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创新，推
动农机农艺深度融合，不断提升
农机装备水平、作业水平和农机
作业安全监管，推动农业机械化
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
对确保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发挥了有效的支撑作用。

黑山县、北镇市、义县和凌海
市相继于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被农业农村部认定
为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
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市）。如
今 ，锦 州 市 也 获 此 殊 荣 ，全 市
2022年水稻、玉米、大豆、油料耕
种 收 综 合 机 械 化 率 分 别 达 到
99.4%、93.95%、91.12%、95.68%。

接下来，锦州市将积极推进
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持续有效
地发挥标杆引领作用，率先向高
质高效机械化升级，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

获选主要农作物生产
全程机械化示范市

图说 TUSHUO

锦州市聚焦“六个牢牢把握”推动科技事业发展——

向国家创新型城市迈进
王化思 本报记者 崔 治

锦州脚步 JIAOBU

1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具
有百年历史的凌海（翠岩）大集开市，
吸引了周边众多百姓到这里赶大集、
品年味。

热闹的大集上，浓厚而地道儿
的年味儿荡漾其中。城里的大哥扛
来紧俏商品，村里的妹子背出“土
味”山货；锣鼓声、吆喝声此起彼伏，

衬托出大集的红火喜庆氛围；现宰
的猪牛羊成为赶集人争抢的稀罕
物；“满堂彩”大地灶炖起“六六八八
席”，“中国红”小围炉煮沸“非遗全
羊汤”；“凌鲜四海”绿色生态年货威
名远扬，纷纷被人抢着带回家。

凌海（翠岩）大集距锦州北站
十余公里，辐射锦州、盘锦、阜新、

朝阳、葫芦岛等地。大集共分为
“凌鲜四海”特色农产品展示、年货
集中销售、非遗项目展演、围炉美
食 品 尝 、网 红 电 商 直 播 等 8 个 区
域，邀请近 90 家企业和商户参与，
精选了上百个品牌、近千种物美价
廉的商品参展。另外，在这里还可
感受到锦州城北旅游带的锦绣风

光、体验辽西地道的民俗风情、品尝
年味十足的特色小吃、追忆念念不
忘的儿时乡愁。

在大集开集仪式上，来自当地
的文艺工作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表演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
为城乡群众奉上了一场丰富的文化
盛宴。

百年凌海（翠岩）大集开市
本报记者 崔 治

锦州印象

锦州阳光能源有限公司员工正在硅片生产线上忙碌。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设备。

大集上，人们围炉而坐品尝特色烧烤。 大集上精彩的舞狮表演。

当地特色美食粉片深受赶集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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