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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加快建设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深圳市龙岗区加快建设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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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龙岗区，沿着水官高

速一路向东疾驰，通过宽阔平坦的龙

翔大道，便来到位于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的

深圳国际大学城片区，这里向南连接深圳市

中心和香港，向东连接龙岗中心城区，区位

优势十分明显。

近年来，深圳市龙岗区积极融入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实施“一芯两核多支点”

区域发展战略，聚焦“源头创新—技术创

新—成果转化—企业培育”链条，加快建

设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校院企地协同创新

的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打造大湾区产业

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融合发展示

范区，取得了积极成效。

集聚科教资源

“建设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是龙岗区创

新驱动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

‘过坎’‘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围绕产业链

部署创新链、助力深圳建设世界创新之都的

重要抓手。”龙岗区科技创新局局长林逸涛

说，“当前，人才竞争、科技竞争、产业竞争日

趋激烈，一个地区要抢抓制高点实现新突破，

就要从提升科技创新层次、吸引一流人才、引

进高端资源等方面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有丰富的高端人

才资源，国际化高校集聚，创新创业环境良

好，实体经济发展基础扎实。”龙岗区科技创

新局副局长王春霖说，目前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深圳信息职

业 技 术

学 院 3 所 特

色 鲜 明 的 高 校

已 成 为 创 新 人 才

和 研 究 成 果 的 输 出

源 头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深圳）医学院、深圳音乐

学院也在加快建设。“这些

高校与周边企业、医院密切联

动，推动产学研、医学研深度融合，

持续激活了龙岗区创新发展的动力。”

“我们以创新驱动为指引，研究范围涵

盖地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已建

成近 50 个国家、省、市级等各类高水平科研

平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科研处副处长

龚锐说，这些高水平科研平台围绕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大数据与数据科学、生物医药、先

进材料、城市地下空间及能源等领域开展研

究，并积极推动成果转化和落地，服务深圳

当地经济发展。

目前，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汇聚了 3 家

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2 家深圳市十大基

础研究机构、42 个创新平台，建成产业空间

150 万平方米，拥有众创空间 22 家、科技企

业孵化器 8 家。以深港国际中心为代表的

重大项目加速建设，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

“ 大 运 深 港 国 际 科 教 城 总 规 划 面 积

26.29 平方公里，基本形成‘一主两副、三心

两轴’的整体发展框架。”龙岗区重点区域署

开发三科城市规划师吕进才介绍，得天独厚

的区位优势，丰富多元的资源禀赋增强了大

运深港国际科教城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城

市新客厅”的硬实力和吸引力。

创新体制机制

为了破除束缚科技创新的体制障碍，进

一步激发创新动能和创造活力，龙岗区加速

推进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科技体制机制创

新，改革科技创新扶持政策体系。

“加强产学研、校院企合作创新是推动

一个地区的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

求。”林逸涛说，为了让科技成果走出实验

室、走向市场，龙岗区试行“先赋权、后转化”

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支持高校院所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

和收益权。比如，推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成立了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加快促进学校

科技成果的转化，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

法约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 75%归属于成

果完成人。

同时，龙岗区还强化企业和市场需求

导向，充分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探索建

立“需求方出题、科技界答题”机制，广

泛对接区内企业的技术需求，整合高校院

所科技成果，促成校企对接合作，累计签

订技术合同 629 项，技术交易额达 8.89 亿

元。“得益于龙岗区搭建的技术服务平台，

解决了企业生物医药研发关键数据的处理

问题。”深圳市祥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生宏说。

协同技术攻关

近年来，龙岗区坚持前瞻性地布局契合

产业发展需求的科研平台，特别是支持高校

院所联合企业共建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新

型科研平台，加快构建重点企业牵引、高校

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

体。比如，支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龙头

企业共建未来网络系统优化创新实验室，开

展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并与比亚迪公司合作

开发新型材料等。

“我们还聚焦重点产业和产业链关键共

性问题，引导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

自主创新攻关。”王春霖说，当地围绕集成

电路产业短板问题，结合“强链、补链、

扩链”原则，出台包括“流片扶持”“测试

验证分析扶持”等全流程扶持政策，引导

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创新，提升

自身“造血功能”。

为了减少中间环节，加速技术转移及成

果转化，龙岗区推行科技项目智慧化管理，

推进科技扶持资金全链条线上申报审批，实

现企业“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跑”，让

资金更快发挥效益。

林逸涛说，随着大运深港国际科教城

整体定位与发展能级不断提升，未来这里

将催生出更多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

成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校院企地协同创

新的科教新城。

企业办事人员在“吐槽窗口”反映，

窗口服务人员午休时间过长导致办理时间

延长，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净月开发区

分局随即出台“三个一”措施，早来 1 小

时，晚走 1 小时，午休少 1 小时，让群众

不跑空、不久等、不白来；针对老年人不

熟悉智能手机操作导致出行不便的情况，

长春汽开区营商局制定了 《汽开区便利老

年人办事服务制度》。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中，许多地方在

政务大厅设置“吐槽窗口”“找茬窗口”，主

要是为群众提供诉求渠道，化解矛盾在基

层，同时监督窗口工作人员服务能力和作

风，提高服务质量。这种做法提高了行政

效率，维护了群众利益，是便民之举。

政务大厅是帮助群众解决具体问题，

化解急难愁盼的地方。群众如果在办事过

程中发现制度弊端，或者不适应需求之

处，就需要政府部门强化“用户思维”，

立行立改，举一反三。要从个性案例中总

结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从流程、机制上

寻找问题症结，弥补制度缺陷，完善制度

建设，让群众和企业切实受益、更多受

益，放大改革效能。实践证明，这类窗口

有助于完善服务型政府，体现了政府部门

的服务属性。同时通过吐槽和批评，“反

向激励”有利于改进政府部门工作，提高

工作人员服务质量。

设置“吐槽窗口”，畅通评价政务服

务水平的机制和渠道，是对群众的尊重和

信任，也是对群众监督权的保护。

群众口碑应该成为衡量政务服务水平

的重要指标。完善并用好制度化、规范化

的“吐槽窗口”，表明了政府勇于深化改革，更好发挥作用的决心

和诚心。同时，有利于集纳民智民声，转变工作作风，避免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促进科学决策，保障“放管服”改革的效果，这样

的尝试值得点赞。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河长

办与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河长办对辖

区内的大麻溪、小麻溪开展联合巡查

时，发现一起违法挖山冼砂、盗采砂

石行为。两地河长办同时对该违法行

为进行了查处。“过去，由于没有联

动管护机制，大麻溪、小麻溪非法采

砂屡禁不止。如今，通过建立跨界河

流管护机制，明确管护责任，加强联

动巡查，大麻溪、小麻溪非法采砂现

象得到有效遏制，护水治水成效十分

明显。”汝城县河长办副主任朱方才

介绍。

郴州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交

错地带，位于湘江、珠江、赣江三大

水系的源头，水资源丰富，年均贡献

水量超过 160 亿立方米，其中东江湖

被列为湖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水源地和

长株潭城市群战略水源地。为保护好

水资源，郴州市以河长制为抓手，保

护管理全域化，社会力量全动员，建

立健全了市、县、乡、村四级河长体

系，配备四级河长 3337 名。今年以

来，全市四级河长累计巡河 155410

次，解决突出问题 462 件。

“建立联合河长制，是我们紧扣

高质量发展推出的河湖治理新举措。

通过创新的‘加法’，实现制度‘乘

法’效果。”郴州市河长办常务副主

任欧阳志杆介绍，郴州市把跨界河湖

治理作为河长制工作的重中之重，针

对制度机制不健全、责任职责不明

确、河湖管护不到位等问题，创新探

索建立跨界河流部门和区域联防联控

机制，推出联合巡查、联合执法、协

同监管等一系列举措，推进交界地区

跨界河流管护与治理，实现跨行政区

流域管护机制的新突破。

横跨嘉禾县普满乡普满村与桂

阳县浩塘镇邓家村段的茶坞水，曾

因分界不明，管护无人，河面上杂

草成堆，垃圾漂浮。去年 6 月，在

郴州市河长办的推动下，嘉禾、桂

阳两县签订茶坞水嘉禾至桂阳段河

长制联动协议，明确各自责任，实

行联动护水，沿河堆积已久的陈年

垃圾被清除，河流更加清澈，岸边

绿化优美。“对于跨界河道，如果没

有上下游同治、水岸同治，就难以

真正实现改善。”桂阳县浩塘镇镇长

张志军说，“治河不分家”已成为两

地联动护水的共识。

为携手共护“一江清水”，郴州

市全面建立耒水流域苏仙区、资兴

市、永兴县治水联动机制，舂陵水流

域临武县、嘉禾县、桂阳县治水联动

机制，永乐江流域资兴市、永兴县、

安仁县治水联动机制等，逐步构建权

责明晰、监管到位、协作联动、全面

覆盖的河湖监管网络。同时，将治河

护水与全域旅游、特色农业、精准扶

贫、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整合全市

各级各部门力量，实施河湖上下游、

左右岸及跨区域之间水陆同治。近两

年，市县两级联合清理整治 89 个涉

河违法违规问题，完成 10 处地级城

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13 个船舶

污染物接收站点建设、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划界、105 亩湿地

保护与恢复。

在联动共治的同时，郴州市积

极做好湘江耒水流域及全市范围内

其他重要河湖的岸线保护利用规划

编 制 工 作 ， 对 全 市 194 条 流 域 面 积

50 平 方 公 里 以 上 河 流 划 界 成 果 入

库，并充分利用划界成果，相继签

订 《茶坞水嘉禾—桂阳段河长制联

动协议》《永州市蓝山县—郴州市嘉

禾县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合作协

议》《沤江桂东—汝城河长制联动协

议》《湖南省汝城县广东省仁化县边

界河长制工作合作协议》，明确不同

行政区域之间的河湖管护责任，真

正守护好一江碧水。

近日，望着装满核桃、香菇等当地山货，即将运往全国各地

的 3 辆物流车，河南三门峡卢氏县山里诱惑电子商务公司老板

莫俊超高兴地说：“一天外销 1000 多单，临近年末生意真不错！”

伴随着一张张网上订单，卢氏县内各种农特产品源源不断

地走出山门，换来当地农民的大把收入。今年以来，卢氏县通过

电商平台直播、线上销售等方式，累计销售额已达 5.18 亿元。

地处秦巴山腹地的卢氏县是“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

县”，全县建有大众电商创业园和产业集聚区冷链物流园，打造

了网红直播基地，入驻电商企业 50 多家。今年以来，该县还投

资 7000 万元实施了农村物流县乡村三级网络服务体系项目建

设，整合物流快递企业 30 家，建成 16 个乡镇物流综合服务站。

物流体系的完善，还吸引了大批卢氏人回乡创业。今年

35 岁、从昆明回到家乡创办华宇时代电子商务公司的王巧

林，一年的销售额达到了 2000 多万元。从上海回到家乡创办

“五只猴子”电子商务公司的张鹏，今年仅销售卢氏连翘茶就

收入 7000 多万元。

卢氏县有绿色、有机、无公害和“中国地理标志”的农产品

53 个，其中“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6 个。该县培育打造“原本卢

氏”县域公共电商品牌，推出了卢氏核桃、香菇、木耳、蜂蜜、绿壳

鸡蛋等十大类农特产品，并逐渐成为名牌，得到消费者认可。

卢氏县通过开展常态化电商培训，组织开展抖音、网红直播

等新媒体培训，推动电商进村、入户、到人，激发农民创业新活

力。今年以来共开展电商培训 80 期 4800 余人，其中脱贫户

1153 人，培育出一批优秀电商人才。

此外，卢氏县还出台优惠政策，广泛开展“万人助万企”活

动，培优了一批电商企业，通过“电商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

（工厂）+农户（脱贫户）”“电商龙头企业+电商带头人+帮扶户”

等模式，进一步拓宽了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带动当地农民 4000

余人就业创业、增收致富。

“ 棚 内 还 有 多 少 柑 橘 ？”

“ 上 海 的 客 户 下 了 多 少

单？”⋯⋯12 月 20 日，在浙江

省 湖 州 市 南 浔 区 练 市 镇 西 堡

村，村党支部书记、练美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俞伟的电

话一直响个不停。眼下，公司

种植的 500 多亩“红美人”柑

橘正值采摘销售旺季。

望 着 大 棚 内 长 势 喜 人 的

柑 橘 ， 俞 伟 获 得 感 满 满 。 他

掰 着 手 指 数 着 “ 强 村 公 司 ”

发 展 成 绩 ：“ 柑 橘 销 售 完 之

后，可为每个入股村带来 40

多万元收益，带动 200 名村民

增收致富。”

乡 村 振 兴 需 要 政 府 引

导 ， 更 离 不 开 市 场 化 运 作 ，

如 何 把 两 者 有 机 统 一 起 来 ？

2019 年 开 始 ， 南 浔 区 创 新 机

制 ， 鼓 励 各 行 政 村 采 取 单 村

自 办 、 跨 村 合 办 、 村 企 联 办

等 方 式 ， 创 办 产 业 “ 强 村 公

司”，发展特色产业。依托龙

头 公 司 ， 把 农 户 纳 入 企 业 上

下 游 产 业 链 ， 与 企 业 发 展 建

立 紧 密 联 结 的 利 益 机 制 ， 让

产 业 资 金 发 挥 “ 造 血 ” 效

益，村民享受产业发展成果。

通过“强村公司”发展产

业，钱从哪里来？在南浔石淙

镇 ， 依 托 田 园 花 海 和 特 色 养

殖，湖州淙意文化旅游公司负

责推进城镇整治和旅游开发，

致力于打造景区村庄。该公司

负责人王旭丽告诉记者，开发

乡 村 旅 游 项 目 ， 耗 时 长 、 抵 押 担 保 困

难，亟需普惠金融“扶一把”。

在 南 浔 乡 村 ， 抵 押 物 不 足 、 担 保

方 难 找 、 融 资 成 本 偏 高 等 问 题 ， 一 直

制 约 着 “ 强 村 公 司 ” 做 大 做 强 。 华 夏

银 行 湖 州 南 浔 小 微 企 业 专 营 支 行 行 长

方 岳 云 说 ， 为 破 解 这 些 难 题 ， 银 行 寻

找 致 富 能 人 ， 为 “ 强 村 公 司 ” 提 供 优

质 信 贷 产 品 ， 让 金 融 “ 活 水 ” 精 准 滴

灌富民产业。

“我们将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产

业作为信贷重点，以普惠金融

助力‘强村公司’跨越式成

长。”方岳云说，华夏银行累

计为淙意文化旅游公司发放

1000 万元贷款，让企业项目

开发没有了后顾之忧。

记者了解到，为让金融更

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南浔区

发动金融机构与乡镇结对共

建，按基准利率给予每村最高

300 万 元 的 “ 强 村 惠 农 贷 ”，

由财政部门给予贴息补助，解

决产业启动资金难问题。

“ 拿 到 贷 款 ， 底 气 更 足 ，

可以大展拳脚了。”王旭丽表

示，公司依托田园花海、趣味

采摘、小龙虾养殖等产业，联

合乡镇举办花海龙虾节等，持

续做强乡村旅游“大蛋糕”。

做大“蛋糕”，更要分好

“蛋糕”。南浔千金镇聚焦“强

村增收壮实力”，吸纳 10 个行

政村入股，组建十方连合实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项目

联建整合绿色产业，壮大集体

经济。“在‘强村公司’运作

下 ， 乡 村 ‘ 资 源 ’ 变 ‘ 资

本’，公司经营分红实现行政

村全覆盖。”企业负责人倪永

祥说。

提 起 分 红 ， 千 金 镇 石 桥

村村民顾建根说：“每个月在

公司上班 3000 多元，家里农

活 也 顾 得 上 ， 还 有 年 底 分

红，一年总收入超过 6 万元，日子越过

越红火。”

发 展“ 强 村 公 司 ”，让 南 浔 找 到 一

把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金 钥 匙 ”。 目 前 ，全

区“ 强 村 公 司 ”经 营 利 润 3189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63.8% ，600 余 名 村 民 实 现 了 家

门 口 就 业 。 如 今 ，南 浔 全 面 消 除 了 经

营 性 收 入 50 万 元 以 下 相 对 欠 发 达 村 ，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降至 1.62∶1，发展

更加均衡普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