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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伟
把握趋势，赢得未

来。
在当今时代，科技

创新的重要性已经不言
而喻。尤其对厦门来说，科技创新是破茧
重生的“关键变量”，是努力率先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最大增量”。“没有科技创
新，就会被时代抛弃，唯有科技创新，才可
能赢得未来”，加快把发展动能转换到以
科技创新为驱动上来，已经成为厦门上上
下下的共识，更是厦门的发展“大势”。

科技创新关乎厦门成败。从沉下心
来全力打造厦门科学城、嘉庚创新实验室
等引领性科创平台，到真金白银拿出措施
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可以看出厦门燃

起科技创新主引擎的决心之大力度之
强。去年以来，市委市政府高起点谋划创
新发展，出台并推进《厦门市科技创新引
领工程实施方案》，树立并打造厦门科技
品牌“苏颂工程”，在政策和资金上坚持长
期投入，加快形成区域科技创新高地，为
厦门开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提供科技支
撑。

科技创新主引擎更“燃”，需要能提供
充足“氧气”的良好环境。我们要加快营
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生态空间，实现人
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在高效配置中
充分释放活力和价值，并进一步形成鼓励
创新、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尊重人才的舆
论氛围和社会风尚。

科技创新主引擎更“燃”，需要无数构

件耦合联动共同发力。企业是创新的主
体。我们要持续加强对企业科技创新支
持，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
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激发经营主体勇攀高
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活力，形成蓬
勃向上、万马奔腾的创新格局，努力让厦
门科技创新的沃土上“大树参天”“新苗勃
发”。

科技创新主引擎更“燃”，需要以科学
的态度持续发力。不论是从 0 到 1 的突
破，还是科技成果的转化，都必须依照科
学规律一步一步来。“板凳甘坐十年冷”

“十年面壁图破壁”，对科技创新“慢”的特
性，我们要有客观认识，保持耐心、给予包
容。只要认准了方向，就燃起信心、燃起
干劲，积跬步、至千里！

本报记者 吴君宁
近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正

式发布《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厦门
跃升至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榜第80位。
全球创新指数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
2007年开始发布的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
的指标，是全球经济创新创造的风向标，
全球“科技集群”百强榜更是反映区域创
新能力和全球位势的重要指标。

厦门在2022年首次跻身全球“科技
集群”百强，居第91位。时隔一年后，这
一排名迅速上升11位，揭示出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秘诀——科技创新。

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大势所趋，要
依靠科技创新实现动力变革和动能转
换。当前，我市正在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引
领工程，全力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
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开创科技创
新引领动能转换的新局面。

筑城
科创之城打造

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在厦门，有一座城，研发更快，转化更
强。它是企业家、科学家、投资人来厦创
新创业的首选地——厦门科学城。

以2021年为时间轴，在34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厦门科学城从全局谋划，打造
支撑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创新高地。

“成功突破关键技术”“又有科创成果
落地转化”……日前，记者在厦门科学城
多个片区，看到这座科创之城的澎湃活
力。

厦门科学城未来产业园（先进制造
园）一进门左转，就能看见中科海锐（厦
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
海锐”）厂房。这几天，厂房内生产设备满
载运转；固化车间中，13台一人多高的高
温烘箱火力全开。

“这一流程就像是烤面包，”中科海锐
负责人严开祺介绍，正在烤的“面包”，是

能够抵挡万米深海压力的新型浮力材
料。“奋斗者”号载人潜水艇结构中，有七
成正是这种浮力材料。

今年4月，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
所“低密度微球及复合材料研究院”项目
在厦门科学城正式落子开工，由中科海锐
具体运营，并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启动、
当年投产。

一批像低密度微球及复合材料研究
院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今年来相继成立：
天津大学“厦门市北洋脑机接口与智慧健
康创新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蓝威
可靠性系统工程研究院”等6家新型研发
机构被引进并启动建设。

8月，厦门科学城管委会正式组建成
立，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打造迈入了新
阶段。眼下，厦门科学城主要园区载体入
驻各类企业超过1400家，Ⅰ号孵化器已
投入使用，苏颂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启
动建设，首家联合实验室——“摩方联合
创新实验室”签约落地，中关村大学科技
园联盟成果转化基地入驻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技术等领域项目
42个。

铸魂
集聚创新资源

加快建设高能级平台

10月16日上午，翔安创新实验室夏宁
邵课题组的高润鑫博士和几个组员正聚在
实验室，测试一台全自动微流控核酸分析
仪的性能。“从‘样品进’到‘结果出’，全程
只需30分钟。”高润鑫介绍，“傻瓜式”一键
操作让它具备极高的产业化价值。就在几
天前，这台分析仪获得了三类医疗器械注
册证，已在厦企完成产业转化。

依托厦门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部
建设，翔安创新实验室成果迭出。翔安创
新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刘凡介绍，近年来，
实验室在鼻咽癌筛查和早诊标志物方面
取得突破，新获批建设“传染病疫苗研发
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医学攻关产教融

合创新平台（疫苗研发）”，成为我市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距离仅一公里之外，嘉庚创新实验室
里，氢能、半导体与未来显示等领域的研
发与验证也在持续进行。今年，嘉庚创新
实验室自主研制的1000标方碱性制氢装
备等大型装备重磅发布，建成23.5英寸
Micro-LED激光巨量转移示范线，累计
孵化18家科技型企业。实验室还与宁德
时代携手共建厦门时代新能源研究院，共
同着手策划智慧储能大型科研基础设施。

加速布局大装置、大平台、大院所，我
市创新资源集聚正在不断实现新突破。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国家重点实验室5家，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1家，省级重点
实验室66家，市级重点实验室159家。

赋能
优化生态培育

壮大创新主力军

在今年3月召开的厦门市科技创新发
展大会上，厦门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代
表接过了“2022年度厦门市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的荣誉证书。该企业团队在国
内率先发明了“高功率附加效率外延片生
长技术”等，多项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项目产品已成功导入中国通信终端巨头。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是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高科技产业的“密钥”，这就需要更
多像三安一样的团队，把科研、技术转化
落地到产业、应用中。

为进一步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今年3月《厦门市关于进一步推动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若干措施》出台，市
科技局立项支持29个重大技术攻关项
目、6个“揭榜挂帅”项目，带动项目总投入
7.1亿元。

今年1-8月，全市有697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实现营收同比增长超过50%，395
家企业同比增长超过100%。新增167家
省级科技小巨人企业，累计达655家。

☞专家观点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教授、嘉庚创新实验室
主任郑南峰：

通过科技创新
赋能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厦门科学城，实施
科技创新引领工程，可见厦门正
在把科技创新提升到越来越重
要的核心战略位置。创新是一
个系统工程，需要研发、技术、产
业、人才等各链环相互支撑，才
能持续优化创新生态。要真正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要
有“从0到1”的基础研究源头突
破，“从 1 到 100”的成果落地产
业化、能级释放也必不可少。嘉
庚创新实验室正在做这样的努
力，以产业需求为切入口，发力
全链条创新，希望通过科技创新
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企业家声音
中科海锐（厦门）科技

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严开祺：

利用科技创新
促进科研转化
厦门科学城吸引越来越多

新型研发机构落地厦门，利用科
技创新促进科研转化，加快产业
发展，我们选择将技术落地厦门
科学城，正是看中了这些。中科
海锐作为一家创新型企业，正在
通过创新型产品和技术，为国家
海洋工程和大国重器提供材料
支撑。同时，正在部署一系列新
项目，隔热保温防火材料计划在
明后年投产，在未来 3 年、5 年、
10年周期内，我们将立足厦门，
坚持科技创新，不断推出新的产
品和技术，创造新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科技创新 引领发展动能转换

厦门科学城吸引越来越多新型研发机构落地厦门，利用科技创新促进科研转化，加快产业发展。（本报记者 黄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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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科技创新 才能赢得未来

嘉庚创新实验室团队成员
在进行PEM电解水器件材料性
能测试。
（嘉庚创新实验室团队 供图）

（上接A01版）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世界经济下行

压力增大，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坚信，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不可阻挡，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
愿望不可阻挡。只要我们坚守合作初心，牢记发展
使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定能焕发出时代光
彩，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中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宴会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共同观看
《丝路同行》文艺演出，感受“一带一路”国家多彩文
明和灿烂文化的交流互鉴、美美与共。

王毅、尹力、李书磊、何立峰、王小洪等出席上
述活动。

（上接A01版）中方愿同智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分享消除贫困、绿色转型、环境保护等方面成功
做法，欢迎更多智利优质农产品和特色商品进入中
国市场，鼓励中国企业参与智利重大项目建设合
作，愿同智方加强中文教学和地方合作，便利人员
往来，巩固中智关系民意基础。加强人文交流，促
进文明互鉴，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方面作出表率。
中智同属全球南方国家，中方愿同智方在联合国、
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内加强沟通配合，维护发展中
国家团结合作，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中方高度重视中拉关系发展，赞赏智方为推动中拉
关系发展和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
建设所作积极贡献，希望智方一如既往为推动中拉
合作发挥独特影响。

博里奇表示，我非常荣幸来华出席第三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进行国事访问。智利
在拉中关系发展中创造了很多第一，智方深感骄
傲。智方高度欣赏中华文明，敬佩并祝贺中国在减
贫、反腐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感谢中国在智利
面临新冠疫情等困难时提供无私帮助。智方始终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在各种场合给予中
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源自中国5000多年传统文化，基于平等和相互
尊重原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
平台和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机遇，智方高度评价并
将继续积极参与。智方着眼长远思考和谋划同中国
的关系发展，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加强环保、减贫、能
源、科技、矿业等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欢迎中国
企业赴智开展投资合作，推动智中关系继往开来，进
入更高水平发展的新阶段。智方支持中国加入《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高度评价中方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愿
同中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
作，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团结合作，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智利希望成为中国同拉美国家合作的枢
纽，为促进拉中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发展合作、产业投资、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海
关检验检疫、农业、南极、中小企业合作等领域多项
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联合
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博里奇
举行欢迎仪式，陪同博里奇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
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蔡奇、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10月17日下午，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第三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进行国事访问的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印尼是我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首倡之地。10年春华秋实，中印尼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优势互补，共促发展，给两国人民
带来巨大福祉，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
要样板。中方愿继续同印尼在实现现代化和民族
复兴道路上相互支持，以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引
领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为彼此发展振兴提供更
大助力，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繁荣注入不竭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印尼继续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两国关系，用好既有机制深化全方
位战略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加大相互支持，携手走好符合各自国情的现代化道
路。雅万高铁是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金字
招牌”，中方愿同印尼总结成功经验，做好后续高质量
运营，培育雅万高铁经济带。双方要深化产业链供应
链融合，合力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园”
建设。中方支持相关地方和企业参与印尼新首都、北
加里曼丹工业园等重大项目开发建设，愿继续增加进
口印尼优质农渔产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光伏、新能
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合作，积极开展粮农技术、扶贫减
贫、医药卫生以及教育、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交流
合作。双方应该密切协作，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弘扬
开放的区域主义，展现发展中大国的责任担当，协力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佐科表示，两个多月前我在成都同习近平主席
会面后，两国合作又取得积极进展。雅万高铁已于
本月如期完工，将正式开通运营。我完全赞同习近
平主席对于发展两国关系的看法意见。印尼将中国
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设的重要战略伙伴，期待同中
国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增强互信，发展更加紧密的
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
作出贡献。印尼愿同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参与印尼新首都和北加里曼丹工
业园建设，加快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和“两国双
园”等重大项目。希望进一步扩大对华农产品出口，
加强电动汽车、金融、能源安全等领域合作。印尼赞
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要倡议，愿将东盟印太
展望同“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对接，助力实现地区共
同发展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为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揭幕，并见证签署关于建立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工作
协调机制、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农村发展和减贫、可持
续发展、检验检疫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将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
和国关于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的联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佐科举
行欢迎仪式，陪同佐科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
队，并观看分列式。

蔡奇、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