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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质量高颜值科学中心打造高质量高颜值科学中心
——深圳光明科学城创建情况调查

光明科学城是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先行启动区，也是以

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区，被誉为深圳“新硅

谷”。光明区已明晰发展路径，正着力从科学、城市、产业、生态4个维度入

手，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学城和深圳北部中心。

后发赶超 谋定而动

谋定而后动，厚积而薄发。光明区作为

深圳市后发城区，适逢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和深圳北部中心的重大历史机遇，目前

已按下发展加速键。

赶超奔跑中，如何走出一条既符合新时

代 要 求 ， 又 结 合 自 身 实 际 的 可 持 续 发 展

之路？

首先要顺应发展大势，找准定位借势而

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

区”是国家给出的命题，“高质量推动创新

发展，高颜值塑造城市风貌”是光明区给出

的解题思路，“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加快打造高颜值深圳北部中心”则是具

体实施方案。一张白纸好绘图。当前处于深

圳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起步之初，正

是以更大视野谋划更高发展标准的最佳时

期。光明区已对发展规划形成清晰认识，正

凝心聚力全速前行。用光明区区委书记刘胜

的话说，“赶超奔跑必须打好战略主动仗”，

要有丰富内涵、有技术含量，既跑得快，又

找到一条更好的新路。

其次在后发赶超的路上，需要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高质量和颜值提升发展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其中政府的引导带动至关重

要。一旦搞好配套环境，市场自然会按照规

律介入，实现高质量发展。光明区政府当前

主导建设了很多公共设施、关键片区，责任

重大。为实现科学有效地赶超发展，光明区

从政府做起，从政府工程做起，从公共服务

做起，坚持打造安全高效的生产空间、舒适

宜居的生活空间、碧水蓝天的生态空间。

最 后 ， 还 需 加 强 能 力 建 设 ， 拓 展 视

野，强化实施保障，形成合力。后发赶超

不能急于求成，还要守住绿色发展底线，

让发展后劲更足。目前，光明区努力提升

人员专业素养，实现

上下一心，确保计划

如期执行。

图为生态环境优美、风光旖旎的绿色光明城区。 （资料图片）

图为光明区公共服务平台。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在深圳市光明区东北部，有一片总面积 99

平方公里的区域，嵌山拥湖、绿荫环绕，科学公

园、宜居小镇与产业园区错落有致，这里是光明

科学城，被誉为深圳的“新硅谷”。

光明科学城正处于开发建设的关键阶段。

为此，光明区日前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高颜值深圳北部中心的

实施方案》。这一实施方案有何内涵？光明区要

怎样实现高质量高颜值发展？深圳市光明区区

委书记刘胜告诉记者，“高质量强调的是发展方

式、路径和内涵，高颜值彰显的是发展目的、成效

和结果，高质量追求往往催生高颜值成果，高颜

值要求也必然倒逼高质量发展，两者既有机统

一，又相辅相成”。

强化科学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如今在

光明科学城，一批顶尖科学家在此安家、一系列

重大科研难题和前沿科技瓶颈在此加速攻关。

记者走进深圳湾实验室，只见科研人员正在

忙碌着。该实验室围绕重大疾病、学科技术、产

业转化三大方向设置了多个研究所/中心，集中

攻关重大科学问题。其中，新冠病毒药物研发等

取得突破性进展。

“我们强调对年轻科学家的支持，强调学科

交叉，正探索建立科学自由探索与协同攻关双轮

驱动的创新发展模式，并期望能够在科研成果产

业化方面进行探索。”深圳湾实验室主任助理张

欣豪告诉记者。

在实验室，记者遇见了扎根于此的年轻科学

家黄恺。他告诉记者，在 2019 年的一场国际学

术会议上，他遇到了深圳湾实验室召集人之一高

毅勤。“在那次见面中，我发现不仅高老师本人见

地专业独到，深圳湾实验室对科研人员的招募、

考核标准也不走寻常路，非常注重学科交叉与基

础研究。2020年博士后毕业后，我便应邀来此成

为特聘研究员。”黄恺说，“很多时候，基础科研并

不是冲着某一个产业目标去的，但对未来产业发

展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深圳湾实验室开放包

容的氛围，很适合我们潜心做研究。”

记者了解到，目前光明科学城正着力构建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发展”全

过程创新生态链，激发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积极

培育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兴产业，全方位支撑粤

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随着建设步伐加快，一批聚焦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光明科学城

集中布局，着力打造空间集聚、学科关联、开放共

享的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提升区域科

技创新能级并依托科研机构平台、研究型高校，

围绕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前

沿引领技术研发，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技源头

供给。

推进科技成果“沿途下蛋”

“沿途下蛋”是对“科研—转化—产业”这条

可持续发展创新生态链的形象比喻。想要下

“金蛋”，先要筑“金窝”。光明科学城正是深圳

近年来着力打造的“金窝”所在。

究竟该如何筑“金窝”？刘胜告诉记者，

“光明科学城既做基础研究，也做应用基础研

究，偏重于应用基础研究。我们在体制机制方

面充分考虑产业转化，在贴近市场需求的前沿

催生创新成果，同时通过大规模产业应用正向

回馈技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富有生命力的良

性循环”。

例如，光明科学城正依托合成生物研究大

科学装置、光明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推动

创新创业“综合体”模式，在一栋楼里实现

“楼下的问题在楼上解决”，促进大科学装置和

产业项目互为支撑，产生协同共振。目前，深

圳市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已完成两批共 18家

企业遴选，并于3月底开始有序入驻。

在研究方向和布局方面，刘胜告诉记者，光

明科学城更聚焦产业领域，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集群化发展，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技源头供

给。到 2025 年，他们将推动 10 个以上创新创业

综合体投入运营。其中智能、新材料、生命科学

三大主导产业规模合计超过2700亿元。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机

构平台在光明科学城投入运作，深圳中国计量

科学研究院技术创新研究院便是其中一大重要

创新载体。

“创新院坚持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双轮驱

动，打造量子时代精密测量技术、装备和标准的

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加快建立量子计量支撑体

系。”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副院长陈泽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光明区把新材料、生物

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立区之本，把先进制

造业作为强区基石，集聚了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和

具有集聚效应的龙头企业，为未来发展积蓄了充

足能量，正瞄准国际科技前沿，提升源头创新能

力，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一流的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吸引优质企业和人才的重要基础。光明区积极

提升硬环境和软服务，加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留学人员创业园是光明区高新技术成果孵

化基地的典型代表。自 2013年开园以来，累计

吸引80个项目入驻，孵化成功率83.3%。

走进位于留创园 A1栋的深圳厚存纳米药业

有限公司，一张张单人办公桌紧挨着墙摆放，

桌旁狭小的过道仅能容纳一人通过。“我们的大

部分区域被改造成实验室，所以办公区小了

点。”厚存纳米公司创始人张龙贵告诉记者，公

司成立于 2018年，是国内最早专注于 mRNA递

送、mRNA病毒疫苗、mRNA肿瘤疫苗药物研

发的生物医药技术企业之一。

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感受最深。“在光明

区，服务型政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深圳

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张雨告诉记

者，政府营造了公平开放透明、利于创新发展

的市场环境，“相关部门经常召开座谈会了解企

业诉求，及时主动帮助解决。”

让张雨备感贴心的服务并不是个例，光明

区正积极建立健全服务企业发展、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支持政策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医疗、

文化新高地，打造配得上世界一流科学城的营

商环境。

“在产业支持政策上，我们聚焦企业不同发

展阶段难点问题，在政策上做‘加法’。”光明区副

区长姚高科告诉记者，他们先后制定出台现代产

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构建起以特色服务产业为支

撑的“3+1”产业体系和专项政策，以及“1+4+N”

产业扶持政策体系；聚焦“协同发展”，营造“优势

优先、新兴培育、提质增效”的产业发展格局。

“人才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

围绕人才引进、培养、激励等环节，积极深化改革

提升服务，着力吸引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姚高

科告诉记者，他们还探索推行领导干部、人才服

务专员、行业专家共同联系服务一位人才的“3+1”

模式，提高高层次人才归属感；开发光明科学城

“智慧人才”信息综合服务系统，力争成为“互联

网+人才服务”的范例。形成“众创空间—孵化

器—加速器—科技园区”的全方位全链条企业培

育体系，无论什么成长阶段的企业，在光明区都

可以找到成长空间。

如今，光明区在打造让“科学家心生向

往、企业家心无旁骛、创业者心怀梦想”的营

商环境上已卓有成效，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

好。数据显示，光明区地区生产总值已从“十

二五”末的 681 亿元增至 2020 年的 1100.77 亿

元——成为深圳增长潜力最大的板块之一。

“接下来，我们还将向招商要后劲，画好

‘3+1’产业龙头企业、产业链关键环节、专新

特精企业等招商图谱，组建小分队按图索骥敲

门招商、靶向招商，增强产业发展新动能。”光

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林树平告诉记者，要

向空间要效益，打造产业空间保障新模式。向

短板要质量，构建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向服

务要竞争力，进一步争创优化营商环境新优势。

生态环境宜居宜业

乘坐地铁六号线从福田、龙华进入光明

区，大片绿色映入眼帘，新建公园鳞次栉比，

呈现出天蓝水清岸绿的生态之美。对于当地民

众来说，如此景色在两年前想都不敢想。

茅洲河曾是光明区有名的黑臭河，带给周

边居民不小的困扰。“我们有一栋厂房就在茅洲

河边，以前河里满是垃圾，刺鼻的臭味经常吹

进厂里来。”凯茂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行政副

经理黄映球告诉记者，经过治理，茅洲河水变

清澈了，风景优美的河边成了大家休闲放松的

好去处。

作为深圳最年轻的行政区，光明区市容环境

底子薄、基础弱、起点低。光明区在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同时，将科学与城市深度融合，推动

全域景观提升，建设“生态绿”与“科学蓝”

“公园之区”交相辉映的现代都市田园景观。

“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把每一个项目干

成精品。”光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李

晗告诉记者，在提升城市环境上，光明区树立

中心城区意识，用最适合的建筑用材、最先进

的建设工艺、最精致的“绣花”功夫，精细打

造每一处节点，既重“颜值”更抓“内涵”。

记者了解到，目前光明区已基本建成公园

之区，完成全域景观提升项目 60个，总投资约

15亿元，治理范围超过50平方公里。

水环境治理同样效果显著。如今，茅洲河

干流光明段水质达到近 20年来最好水平。光明

区水务局副局长张明亮告诉记者，“2020年，我

们在全国率先探索‘厂网河源库’供排水一体

化全绩效管理，实现从源头到末端全过程精细

化管理。一年间完成 99 个片区供水管网改造，

整治河道69公里”。

如今驱车行驶在光明区，高质量高颜值发

展景象扑面而来：道路两旁的绿化整齐精致，

色彩绚丽的建筑夹道迎送，造型时尚的天桥点

缀其中。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周边的圳园路

按照“一路、一园、多节点”，将普通市政道路

打造成为花景大道。据悉，“十四五”期间，光

明区还将建设更多优质公园，以绿道、碧道慢

行系统为纽带，让公园从“星罗棋布”到“串

珠成链”。

“常规城市发展都是先发展经济、升级产

业，再建设配套、提升环境。”刘胜告诉记者，

光明区要迅速成为吸引高端资源和人才的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就要走出一条不同的路子。

“必须从战略高度看待高质量高颜值发展问题，

如果仍按照老套路走，很难真正实现赶超。”

刘胜表示，接下来，光明区将建立一套高

质量高颜值的标准体系，划出“硬杠杠”，架起

“高压线”，持续攻坚克难，不断赶超奔跑。希

望到 2025年，光明区成为后发地区跨越式发展

典范，实现经济质量大幅提升，科技成果“沿

途下蛋”路径成型，初步成为深圳科研经济发

展新增长极。城市中心功能显著增强，城市与

生态共生的全域景观一流，崇尚科学、开放包

容的城市文化深入人心，初步建成具有强大资

源吸附力、承载力和辐射力的深圳北部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