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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高效共享缓解停车难

柳

洁

今年武汉市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实施

火车站、景区、商圈等

重点部位交通提升工

程，新增停车泊位 15

万个。该市还部署：

2024 年，全市所有社

区均应新建、扩建、改

建 至 少 1 个 充 电 站 、

1 个停车场。这是武

汉市落实湖北省“全

市一个停车场”要求

的重要举措。

停车难是关注度

很高的民生问题，究

其原因，主要是供需

失衡。一些地方存在

认识上的偏差，合理

提供停车用地的积极

性不高，不愿意把值

钱的地块拿出来建设

停车场。同时，停车

位的利用率也有提升

空间。要解决这个问

题，还需在两方面继

续努力：加大建设力

度，增加停车设施的

有效供给；强化数字

赋能，持续升级停车

管理方式。

为此，不少地方

通过推行“全市一个

停 车 场 ”，即 整 合 社

会 、机 关 、企 事 业 单

位、医院、商超以及闲

置停车资源，搭建和

完善“一城一网”智慧停车管理服务平台，建立城

市智慧停车管理服务体系，汇聚各类停车资源，实

时掌握停车动态，实现资源集约利用、高效共享。

例如，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新增停车资

源，可根据居民意见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

新建停车位。开拓思路，大力挖掘利用零星地、边

角地、桥下空地、棚改征收地、拆违腾退地等存量

空间资源，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建设公共停车场。

适当建设立体停车设施，提高土地利用率。

破解停车难，不仅要增加停车位，还要解决

“找位难”“周转慢”等问题，提高现有车位使用

效率。可充分发挥城市物联网专长，尽快实现全

城停车“一个 APP”的目标，用户一次注册就能实

现“全城通停”、停车场查询、线路导航、停车费

无感支付、先离场后付费等便捷服务功能。同

时，大力推进停车资源开放共享，推动机关企事

业单位带头对外错时共享，合理灵活安排停车时

间。积极推动商业停车场夜间以优惠价对外开

放，逐步引导具备条件的物业小区对外开放，最

大限度提高现有停车资源的使用效率。

在推进“全市一个停车场”建设进程中，还要

坚持法治化和市场化原则。加大各方面制度建设

力度，促进停车管理更规范。同时及时出台、调整

停车价格政策等，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基础上保障

停车运营企业合理利润空间，提高资本投资建设

城市停车设施的积极性。

聚焦国家所需 尽展自身所能
——沈阳高新区打造重大科技创新策源地

让科学家拎包入住，成果快速转化。作为首

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沈阳高新区

正在下一盘大棋。

隆冬时节，沈阳高新区仍随处可见塔吊林

立、灯火通明的建设场景，拔地而起的浑南科技

城蕴含着勃勃生机。春节前，沈阳科技标志性建

筑——科学家工作坊已封顶，上百名工人正进行

幕墙安装和水电施工。中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

蔺建文说：“过几个月，科学家工作坊就可落成移

交，为沈阳振兴点燃科技火炬，贡献精品工程。”

锚定创新不松劲

沈阳高新区正致力于打造重大科技创新策

源地。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闫占峰说：“辽宁集全

国之智、举全省之力建设沈阳浑南科技城，正是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超前规划、科学布局，让这里

成为科技创新的发动机、策源地和示范区。沈阳

高新区心无旁骛、凝心聚力，紧扣重大技术创新

策源地打好‘漂亮仗’。”

2023 年，浑南科技城开工基础设施项目 24

个，完成投资 173亿元，两年累计投资近 300亿元。

辽宁材料实验室、辽河实验室刚一亮相就有

惊人表现。辽宁材料实验室一期交付运行、二期

部分封顶，亚洲最大电镜中心投入使用；辽河实

验室“液压人形机器人”等 15 项前瞻性技术启动

研发。聚焦新质生产力，辽宁材料实验室 6 个颠

覆性技术研究所分别在 53 个具体领域展开攻

坚。材料量子调控研究所所长韩拯表示，颠覆性

技术从生活到各领域的前沿应用都会对未来产

生深远影响。

推动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师昌绪先

进材料创新中心、中国科学院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创新研究院、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沈阳燃气轮

机等一批“国字号”创新平台落地建设，为提升科

学研究、产业创新、成果转化水平提供了坚实支

撑。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以来，沈阳高

新区连续实现“撑竿跳”，新增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 5 家，各类创新平台达 373 家。

突破“卡脖子”技术

沈阳半导体产业能形成与北京、上海鼎足而

立的态势，离不开沈阳高新区崛起的 IC 装备产

业集群。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等 3 家

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突破‘卡脖子’技术，保障国家产业安全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公

司董事长宗润福说，20 多年来，企业连续承担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成为中高端涂胶显影机的国内

唯一供应商。企业成功研制了国内首台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集成电路前道芯片制程领域用单

片式清洗机，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在纳米喷嘴工

艺技术应用开发等方面实现重大创新。

怎样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沈阳高

新区探索重大创新平台科研成果“沿途下蛋、就

地转化”机制，推动落地一批“硬科技”种子企

业。“我们就是中科院沈阳金属所‘技术下蛋’的

获益者。”沈阳梅特科航空科技公司董事会秘书

韩雪华说，企业从中科院金属所购买了专利技

术，结合企业自有技术“靶向”攻关，取得了航空

发动机等热端部件表面涂层技术的核心突破，为

发动机提性能、延寿命、降成本，在国产大飞机跳

动“中国心”（国产发动机）方面作出独特贡献。

辽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王新伟表示，

沈阳高新区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任有

基础有优势，要聚焦建设科技创新的高地、高端

人才的聚集地、新兴产业的孵化地、深化改革的

引领地。以中科院金属所、沈阳自动化所为代表

的“国家队”在新材料新能源和先进制造领域引

领了创新发展，龙头企业牵头重大技术装备攻

关，专精特新企业深耕细分领域。

2023 年，沈阳高新区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承接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 11 项，突破 20 项

“卡脖子”难题，国产高端直线加速器核心技术打

破国际垄断，“太行 110”重型燃气轮机填补了国

内空白；在 IC 装备领域，富创精密成功研发出国

内首台光刻机主基板等关键零部件，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在生命健康领域，东软智睿研发

的极光智慧放疗系统打破国际垄断，产品性能提

升至国际领先水平。

助力企业快成长

从立项到投产，沈阳高新区烯材高性能石墨

烯薄膜产业化基地用时不到一年。烯材科技（沈

阳）公司总经理赵铂介绍：“我们的核心团队由诺

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及全国领军人才

等组成。”

人才，是沈阳高新区心心念念并孜孜以求的

发展秘笈。这里的人才之优和年龄之轻，在沈阳

市乃至辽宁省都令人羡慕。这里的高新技术企

业、瞪羚及种子独角兽企业数量占沈阳一半以

上，全区人口平均年龄仅 30 余岁。产业友好，首

先是生态友好。“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活力、魅力，

要看年轻人多不多、新兴产业旺不旺。”浑南区委

副书记傅立新多次对外推介浑南科技城的现代

时尚气质。

有“好生态”才有“好苗子”。沈阳高新区通

过制度创新，持续为科技新苗提供充足的“阳光

雨露”。实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常态化受理、全

流程网办等服务举措。将“所得税减免”“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等政策纳入首批“免申即享”改革清

单。通过好环境好政策的助力，航空动力产业园

企业进驻实现“一年即满园”。

好生态看得见——让人才不愁生活，让成果

不愁买家。近来，东北大学等大学科技园加快建

设，双创载体达 85 家，人才家园服务事项扩展至

42 项，建成安居用房 768 套。建成院士和专家工

作站 16 家，招引“带土移植”项目团队 30 个，全区

高层次人才总数达到 1403 人。推动东北科技大

市场等线上线下精准撮合对接科技成果，促成技

术合同达 167 亿元，同比增长 43%。

“我们将围绕五大主导产业，聚焦‘一谷七园’

建设，整合各方资源一体推进产业迸发‘新势

力’。”沈阳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贵勇说。沈阳

高新区在壮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群的基础上，

建立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库。累计建设孵化器、

大学科技园等载体 87 家，在孵科技苗企业 6011

家。高新区构建辽宁新松机器人等实质性产学研

联盟 48 个。2023 年沈阳高新区新增科技型中小

企业 880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382家。这也带动

了浑南全区奋进，科技型企业突破6200家、增长率

超过 36%，雏鹰瞪羚独角兽企业总量达 786 家，技

术合同成交额达 211亿元，同比增长 68.8%。

□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本版编辑 张 虎 韦佳玥 美 编 王子萱

沈阳高新区以壮大新动能为重点，大

力培育具有行业引领力的头部企业，建立

一批产学研联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着力推动头部企业本地配套，汇聚振兴“新

势力”。

2024 年是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

动的攻坚之年，沈阳高新区将以政策的“实”

加“效”推动发展的“稳”中“进”，助力浑南区

打造东北综合实力“第一区”。

总体目标是：以浑南科技城启动区交

付运营为核心，持续做强“一谷七园”，在

“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科技创新、发

展新质生产力”4 个方面实现新突破，力争

全 年 签 约 亿 元 以 上 项 目 400 个 、落 地 250

个，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超过 4500 家，高

新技术企业超过 2000 家，雏鹰瞪羚独角兽

企 业 超 过 800 家 ，科 技 型 企 业 总 数 突 破

8000 家，将高新区打造成全国领先的创新

驱动发展示范区，打好打赢攻坚之年攻坚

之战，为辽宁打造新时代“六地”作出应有

贡献。

（作者系沈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汇 聚 振 兴 力 量
闫占峰

河南汝州——

搭建平台助绣品闯市场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河南平顶山汝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时，

向鹏纺织绣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朱鲲鹏正忙着

给客户打电话。在他身后，制作好的绣品正被

装车⋯⋯

2016 年，汝州市高标准规划建设了汝绣农

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聚集起汝绣产业。

朱鲲鹏是河南商丘人。2010 年，他在广东

汕头办了一家机绣厂。2017 年，汝绣农民工返

乡创业产业园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了朱鲲鹏的目

光，正有回乡创业打算的他将工厂搬到了汝州。

“与南方相比，在汝州办厂的成本更低，园

区的扶持力度也很大。”朱鲲鹏说。近年来，因

受多重因素影响，绣品价格下降，外贸订单受冲

击较大。好在他有固定的国内客源，再加上生

产规模扩大，企业运转方面还算稳定。而规模

小一点的企业所面临的经营压力更为突出。为

度过艰难时刻，朱鲲鹏与另外几家生产亮片绣

的公司走到了一起。

“他们不是没技术，只是营销能力存在短

板，现在我们有订单一起做，形成合力。”朱鲲鹏

说，“抱团”闯市场给他们带来了新机遇。目前

朱鲲鹏的公司年产值达 7000 多万元。

双圣纺织公司负责人田洪涛也是从外地回

来的。2018 年，原本在洛阳市经营家纺批发的

田洪涛看好汝绣行业发展前景，决定跨行转

型。“我们一切从零起步，订单自己找，一家家跑

业务对接合作。”田洪涛说，机绣行业发展快，每

年在绣花机更新上的投入最大。此外，还要保

证产品跟得上市场潮流。田洪涛的办公桌上堆

满了各式各样的绣品样板，客户想要什么材质、

样式一目了然。几年下来，该公司年产值增至

2000 万元左右。

利佰佳绣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见娥择机转

换了“赛道”。“机绣产品多种多样，我们针对国内

市场开发了包括红盖头、福被、秀禾服饰等产品

的婚庆系列，很受顾客欢迎。”刚从外地参加完冬

季招商会回来的李见娥一边协调快递事宜，一边

与员工分享在招商会上

的收获：展览的红盖头

产品有 300多种，接了国

内外不少订单，还新接

了 6 万多米亮片绣。近

些年，她采取“引进来+

送出去”的模式培养机

绣研发人才，建设绣品

研发中心，每年投入经

费 200 万元以上，每年出口 1000 多万件婚庆绣

品。为开拓市场，李见娥还在广州成立了分公

司，专门针对欧美、日韩等地市场开发产品。

“当初汝绣产业能‘无中生有’，与汝州的扶

持政策分不开。”汝州市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

业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马跃武说，如今，针对园

区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力度不减：在税收、房

租、水电气费用等各方面给予“真金白银”的补

助，为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同时，引进配

套的上下游企业，完善产业链条，并建立起实训

基地，为行业发展提供高质量人才。

目前，汝州市汝绣农民工返乡创业产业园

已经发展成为集农民工返乡创业、新兴产业培

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返乡创业平台、实体经济发

展平台。该园区一、二期已建成投产，有标准化

厂房 80 栋，入驻机绣企业 100 余家，安排就业

6000 余人。下一步，园区将加强与相关机构合

作，为入驻企业提供更多服务，推动机绣产业向

纵深发展。

2 月 25 日 ，在

山东省荣成市爱伦

湾海域，工人驾驶

渔船整理、加装海

带养殖浮漂，清理

养 殖 筏 架 上 的 海

草。荣成市是我国

重 要 的 海 带 养 殖

区，年产鲜海带达

50 万 吨 以 上 。 连

日来，当地各大海

洋牧场养殖区一派

繁忙的景象。

李信君摄

（中经视觉）

2 月 24 日，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天九镇新坳村茶园，茶农抢抓利好天气采摘春茶。定南县依托地

理区位和气候优势，大力发展茶产业，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户增收。 朱海鹏摄（中经视觉）

俯瞰沈阳高新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