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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以尖端科技聚产业动力
近日，位于安徽合肥的世界首个全超导

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取得重大

成果，成功实现 403 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

式等离子体运行，刷新了此前 101 秒的世界

纪录。以可控核聚变阶段性成果为代表，安

徽省大科学装置近年来持续发力，催生了一

系列尖端科技成果，成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强劲动力。

原创成果竞相涌现

高 4 层楼、直径 8 米、重 400 吨，创造此次

新纪录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就

坐落在科学岛上。科学岛是合肥市区西北蜀

山湖里一座小岛，这里三面环水、花木葱茏、

清新幽静，是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所

在地。在这座不足 3 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已

建成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等一批大科学装

置，等离子体所、智能所等研究单元及 30 多

个重点实验室。

2017 年 1 月 10 日，合肥获批全国第二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6 年多来，合肥

按照国家要求，全力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建设。目前，合肥在推重点项目 40 个，

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800 亿元，中央、省、市

财政已累计投入约 280 亿元，其中合肥市投

入约 150 亿元。”合肥市发改委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项目推进处副处长李辰告诉

记者。

同时，合肥市规划了 19.2 平方公里未来

大科学城，形成运行、在建、拟建、谋划 12 个

大科学装置梯次发展格局，数量位居全国第

三。“科学中心能源、人工智能、大健康、数据

空间、环境、未来技术等研究院正相继建设。”

李辰表示，合肥还布局建设合肥先进计算中

心、离子医学中心、中科院临床研究医院等前

沿交叉研究平台，与全国知名高校、科研院所

共建清华安全院、复旦合肥先研院、武汉大学

创新院等 42 家创新平台。

目前，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框架体

系初步建成，成为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

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批“从 0 到 1”具有

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创成果在合肥竞相涌现。

量子通信、动态存储芯片等领域实现并跑领

跑，悟空探秘、墨子传信等重大科技成果世界

瞩目，托珠单抗诊疗方案、重组蛋白疫苗等取

得积极成果。

尖端科技转换应用

“人造太阳”光学技术衍生新型安检设

备、稳态强磁场技术助力研发抗癌新药、同步

辐射光源帮助新能源汽车电池提升“续航

力”⋯⋯位于合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

实验装置、国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等大科

学装置不仅解决了国家原创重大科技“卡脖

子”问题，也“沿途下蛋”，催生了一系列尖端

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2019 年 8 月，来自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基于

“人造太阳”装置上的高精度太赫兹激光偏振

干涉仪监测技术，在合肥庐阳区成立了安徽

中科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

“我国‘人造太阳’的高功率稳态运行时

间国际领先，我们的太赫兹光学技术起点就

处在国际前沿。”安徽中科太赫兹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宏北说，他们成功研制了主动式

太赫兹人体成像安检仪、太赫兹激光透射成

像系统等多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

品，目前已拿到首批市场订单。

2022 年 8 月 12 日，稳态强磁场大科学装

置创造了场强 45.22 万高斯的新世界纪录，相

当于地球磁场强度的 90 多万倍。依托该装

置衍生成果，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刘

青松团队针对淋巴瘤、乳腺癌、胰腺癌等疾病

的新药研发取得进展，3 款候选药物进入临

床试验申报阶段。

“核磁技术对解析药物结构、筛选药物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刘青松说，对于化

学合成的小分子，在强磁场下可以清晰地确

认其结构。2015 年，刘青松团队创立合肥

中科普瑞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

累计为 200 多家企业研制新药提供了评价筛

选服务。

同步辐射光源大科学装置被称作“前沿

科研的眼睛”，我国第一台自主建设的专用同

步辐射光源——合肥光源广泛服务于物理、

化学、材料科学等众多前沿科研领域。依托

同步辐射光源大科学装置，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近年来联合企业组建

安徽省先进功能高分子薄膜工程实验室，致

力于研发可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等产

业发展的高分子膜。其中，动力锂电池隔膜

成果可以提升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能力。

除大科学装置外，合肥国家科学中心统

筹布局能源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院、大健

康研究院、数据空间研究院、环境研究院和

30 个前沿交叉平台，设立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专项基金，驱动产业创新，推进成果转

化。目前，已转化成果 300 余项，孵化企业

200 余家。

创新实践落地生效

太赫兹光主动成像安检设备、生物育种

大科学装置、风电永磁悬浮主轴轴承、350 公

斤级载重无人直升机及应用系统、多机器人

协同焊接、智能灭火机器人、糖尿病无创检测

仪⋯⋯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安徽）科交

会上，参展成果超 1800 件，其中不乏人工智

能、新材料等领域首发、首展产品。记者发

现，当地研发的科技成果占了相当大的比

重。通过搭建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安徽不断

助推科技成果落地显效。

“中科院系统 33 家单位遴选了 167 项成

果参加此次科交会。”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黄晨光表示，此次科交会

吸引了广大社会公众及企业家来安徽，助力

推进高质量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表

示，在此次科交会上，与会各方对于未来重大

科研命题及产业化专业命题，开展了交叉碰

撞和研讨，有很多启发，意义非凡。

记者了解到，本届科交会不仅专项活动

丰富多彩，而且成果对接交易丰硕。科交会

依托安徽创新馆搭建了 3000 平方米互动对

接展区，共开展各类有效对接洽谈 1440 余

项，签约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招商和科技金融

项目 352 项、总金额约 926 亿元。其中科技成

果转化和科技招商签约项目 309 项、金额超

740 亿元，新达成合作意向 377 项；科技金融

签约项目 43 项、金额约 186 亿元，新达成合作

意向 15 项。

除了定期举办的科交会，安徽依托安徽

创新馆建设了全省统一的安徽科技大市场，

通过连续交易服务，助推科技成果不断落地

转化。自 2021 年 4 月 26 日开市以来，安徽科

技大市场按照“市场化运营、专业化服务、国

际化标准”的思路，以全链条式服务打通科技

成果转化痛点、难点、堵点，精准聚焦企业需

求，破除解决发展难题。

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告诉

记者，截至目前，安徽科技大市场已征集展示

创新成果近 1900 项，发布科技成果 3000 多

项，举办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330 余场，促成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金额近 800 亿元，培养各级

技术经纪人 1400 余人，孵化科技型企业 70 余

家，与国内外 140 多家高校院所、知名企业建

立合作关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

走向“大市场”。

今年一季度，安徽科技大市场举办成果

转化交易活动 30 多场，交易签约金额达 51.5

亿元。

□ 本报记者 梁 睿

做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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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腾

近日，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

的西涌国际暗夜社区成为我国首

个、亚洲第二个国际暗夜社区。

在这里，人们不仅能遥望银河星

辰，还能观赏夜晚中飞舞的萤火

虫和海洋发光生物带来的“荧光

海”奇观。西涌国际暗夜社区的

成功创建，为城市更新建设探索

出了另一条更为健康、时尚和可

持续的发展新路径。

所谓暗夜社区，是指在人类

生活、生产的区域里，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利用区域照明等科

学改造升级的方式进行暗夜环境

保护和推广而设定的一个区域

称号。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不

夜城”是夸赞一座城市经济繁荣

的词汇。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城镇建设

带来的光污染问题也日趋凸显。

光污染不仅严重影响了对星空的

观测，也损害人类健康、危害自然

生态平衡、造成能源浪费。因此，

“暗夜”正成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新命题。

暗夜社区的建设可谓这种趋

势 下 的 创 新 之 举 。 要 守 护“ 暗

夜”，并不能简单地“把灯关了”，

而是要用更精细化的城市规划和

管理手段，更好地兼顾发展与自

然保护的平衡。暗夜社区通过

“ 政 府 引 导 + 社 会 共 治 共 建 ”模

式，让城市照明在满足人们生产

生活所需的同时，不对当地夜空

产生光污染，正契合了这种需求。

当前，西涌国际暗夜社区已

逐渐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知名天文观星、观萤胜地，前往西涌

参与天文观测、天文研学、星空露营等的市民日趋增多，形

成一种全新的休闲娱乐时尚。可见，建设暗夜社区，能有效

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提升。从生态环境效益方面

看，暗夜社区的建立使得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提升，晴天环境

下的天光背景和极限星等明显改善，萤火虫种群数量显著

增多，且基于暗夜保护，夜行生物获得了更自然的生存环

境，有力提升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从经济效益方面看，基于

暗夜社区的创建，“星空经济”逐步成为城市“夜经济”的一

种全新业态，美丽的星辰大海是人们心灵向往之地，将原有

资源扩展到天文、暗夜萤火虫等全方位自然生态资源，解决

了旅游资源受季节约束的问题，为当地民宿、餐饮、交通、就

业等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激活区域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

暗夜社区的创建绝非最终目的，其根本在于探索出一

个在夜空下城市绿色发展新模式。特别是对于高密度超大

型城市建设而言，暗夜社区的创建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促进城市绿色健康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天津和平区——

“准入”与“准营”并联审批提高效能
本报记者 周 琳

“这些准备开业的手续，要是企业一家

家跑，得一个多月。今天这么多部门上门

服 务 ，体 现 了 天 津 和 平 区 政 府 的 服 务 效

率。”天津市吉园里餐饮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琨平说。

像李琨平这样给天津和平区行政办事

效率点赞的企业不在少数。日前，为助力

天津和平区重点商业项目“印象城购物中

心”整体招商及开业筹备，和平区政务服务

办公室联合区委统战部、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区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开展“一站式”

现场审批集中服务会，主动当好企业的“服

务员”。

和平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党组书记、主

任高莉萍介绍，服务会以“上门服务、讲解

政策、现场答疑、指导填报、现场接件”等方

式，帮助 27 家新签约商户将营业执照、食

品卫生许可证和公共卫生许可证等 5 类许

可证联动办理，实现了“准入”与“准营”并

联审批。

“我们此次上门服务，以便利商户为出

发点，量身定做审批流程，专人负责一办到

底，整体审批时间压缩 40%、审批环节减少

50%。通过实实在在的服务行动，提高了

印象城签约商户办理涉企经营审批事项的

便利度。”高莉萍说。

除了服务会，和平区加快构建优化营

商环境的长效机制，成立优化营商环境领

导小组，形成由和平区委书记、区长挂帅，

全区各部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协同

联动格局。一方面，建章立制，出台“和平

20 条”“亲商十条”“民营经济十大举措”

“稳经济 32 条”等一系列政策包，编制《和

平区惠企便民政策汇编》等手册，千方百

计为企业解难题、提质效、强信心；另一方

面，全区各部门加快简政放权，提升政务

服务效能，充分调动税务、金融、工商等多

部门，使企业设立登记时限压缩至 0.5 个

工 作 日 ，个 体 工 商 户 营 业 执 照 实 现“ 秒

批”，企业注销时限缩短为 1 个工作日，数

字签名完成全程电子化登记，简化了登记

程 序 、减 少 了 申 请 材 料 、节 约 了 办 事 成

本 。 经 营 主 体 的 获 得 感 和 满 意 度 得 到

提升。

为了进一步帮助经营主体纾困，和平

区在天津率先建成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

用网站，为 2 家“白名单”企业解决融资需

求 3000 余万元。通过推进“智慧税务”建

设，和平区全力打造“一云多端”征纳互动

新模式，提供税企交流、智能咨询、宣传培

训等多种服务，积极推广电子“云上+”办

税，主要税种网上申报率达 99.7%，部分税

种网上申报率达 100%。

今 年 一 季 度 ，和 平 区 新 增 经 营 主 体

2139 家，同比增长逾 90%；实现区内 2000

余家重点企业走访服务全覆盖，累计解决

融资贷款、人才用工、安全生产等实际问题

426 个；全面推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已

开设“跨省通办”服务窗口 11 个。

截至目前，和平区已提供住房公积金

汇缴、异地电子缴税等 158 项高频政务服

务事项服务，最大限度减少了企业、居民

办事“多地跑”“折返跑”。全面深化“证照

分离”改革，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

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 4 种

改革方式，完成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

清单管理。高莉萍表示，和平区将继续围

绕天津市委、市政府“十项行动”部署要

求，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抓住用好金融街、中央商务区、天开高

教科创园建设等机遇，努力做示范、争旗

舰、创品质。本版编辑 祝 伟 李思隐 美 编 夏 祎

天 津 市 和 平 区 税 务 局 面

向广大市民和商户提供税法

咨询服务。 王笑晨摄

近日近日，，新型无人机在第二届中国新型无人机在第二届中国((安徽安徽))科技创新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交易会上成果转化交易会上亮相亮相。。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梁梁 睿睿摄摄

在 第 二 届 中 国在 第 二 届 中 国 ((安安

徽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交 易 会 上交 易 会 上 ，，国 仪 量 子国 仪 量 子（（合合

肥肥））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高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高

分辨率原子力显微镜吸引观分辨率原子力显微镜吸引观

众驻足众驻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梁梁 睿睿摄摄

校地合作共促成果转化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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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樟树、石板路、老戏台⋯⋯记者步入

浙江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沙滩村，古韵悠悠

的巷道，风光迤逦的环境，让人流连忘返。

为让古村落重焕生机，黄岩区邀请同济

大学专业规划师团队重新设计规划。“从村庄

产业发展到道路地砖铺设，我们都要细细考

量。”参与沙滩村规划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教授杨贵庆说。

如今，沙滩村入选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

“样板村”，成为人气颇旺的“网红村”。游客

纷至沓来，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也多了。“注重

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我们探索出一条

古村落活态传承、合理开发的发展之路。”沙

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志洪说。

沙滩村的蝶变是黄岩区与同济大学深度

合作的缩影。早在 10 年前，同济大学就和黄

岩区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利用相关优势学

科资源，搭建校地合作平台，促进产学研融

合发展。同时，同济大学相关团队也多次赴

黄 岩 区 调 研 ， 为 当 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把 脉 问

诊，为企业排忧解难；一项项科研成果逐渐

在黄岩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模具是黄岩区传统主导产业。随着产业

更新迭代，原有发展模式的短板日益凸显，

产业亟待创新提质。“发展到一定阶段，单

纯依靠价格优势难以为继，设计创意成为模

具业发展的战略支撑。”西诺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林娅丹告诉记者，他们与同济

大学合作，在机械模具设计方面不断创新，

已在 43 个新项目中取得了成功。

2021 年以来，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多次来黄岩区指导模

具企业提升设计能力。目前，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台州黄岩

设计创新中心已落地，林娅丹说：“有了这样的平台，创意设计

人才更能云集台州，有利于推动创新设计成果转化，助力模具

业在做强产业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去年，黄岩区模具行业规

上企业新增 23 家，规上企业销售收入和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10.9%

和 9.8%。

黄岩区委书记包顺富表示，下一步，黄岩区将与同济大学

在工业设计、城市焕新、乡村振兴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在

要 素 互 通 上 完 善 机 制 ， 在 融 合 发 展 上 协 同 创 新 ， 实 现 同 频 共

振、共同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