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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

汇聚创新资源
前几天，宝鸡高新区举办了一

场“用科技与金融助推宝鸡企业发

展”的路演，吸引了我市众多企业

界和金融界的人士参加。汇聚更多

创新资源，赋能产业链和创新链，

是我市推进“两链”融合示范区建

设的措施之一。

2023 年初，我市制定了《打

造秦创原“两链”融合示范区实施

方案》《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加强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

等文件，规划部署了“八大创新行

动”“十大重点任务”和“百个重

大项目”，确定了发展目标、责任

分工和具体落实措施，聚力构建

“1+3+N”秦创原“两链”融合发展

格局。2023 年 11 月 6 日，宝鸡秦

创原“两链”融合示范区正式获省

秦创原领导小组批复建设。

2023 年以来，我市围绕“两链”

融合，聚合各种创新元素，与邮储

银行宝鸡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成立秦创原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

心。宝鸡高新区科技创新园获批

建设秦创原总窗口地市协同创新

基地，金台工业园、眉县经开区被

认定为秦创原“卫星岛”地市协同

科创载体，陈仓区、渭滨区等 9 个

县区设立秦创原县域创新促进中

心，西部传感器产业园、陕西机器

人智能制造产业园等 10 个园区建

设秦创原（宝鸡）“两链”融合促进

器。秦创原（宝鸡）飞地孵化器加速

建设，入驻宝鸡市航宇光电显示技

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陕西联众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和团队 14

家。以宝鸡高新区为引领、产业承

载区为辐射带动的秦创原（宝鸡）

“1+3+N”“两链”融合发展格局逐

步完善。陕西烽火宏声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的“天地通话的保障者”等

10 个案例，入选全省秦创原创新驱

动平台建设典型案例。

市科技局负责人说：“充分发

挥科技创新驱动作用，加快推动产

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是准确把

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

求，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所在。市科技局将进一步统筹资

源，着力打通堵点，高水平打造秦

创原‘两链’融合的示范样板。”

做强创新主体
2023 年，在省科技厅公布的瞪

羚企业名单中，宝鸡拓普达钛业有

限公司等 33 家企业被正式纳入省

级瞪羚企业库，另有 3 户企业入选

潜在瞪羚企业。至此，我市的瞪羚

企业总数已达 110 家，其中省级 59

家，居全省第二。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

推进融合的关键所在。2023 年，我

市持续实施科技型企业“育小、登

高、升规、晋位、上市”五大工程，促

进科技企业数量和质量“双提升”。

到 2023 年底，全市共新增高新技

术企业 73 户，总数达 489 户，同比

增长 17.5% ；入库科技型中小企

业 728 户，同比增长 45.6%。

同时，我市不断完善“众创空

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产

业园）”创新创业孵化链条，促进

“双创”孵化载体晋档升级。至 2023

年底，全市共建成各类“双创”孵化

载体 156 家，同比增长 14.7%，其

中国家级载体 13 家。宝鸡高新区

创业中心荣获 2022 年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A 类评级，宝鸡高新区

科技创新园获批建设秦创原总窗

口地市协同创新基地。渭滨区数字

经济产业园建成投用。陕西蜂巢新

材料产业园等 3 个平台被认定为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宝鸡陆港

众创空间等 17 家企业被认定为市

级“双创”孵化载体。全市先后举办

“智汇宝鸡、筑梦启迪”宝鸡创新发

展论坛暨启迪之星（宝鸡）创业周、

第二届宝鸡高性能合金材料及其

制备与成形技术研讨会等“双创”

活动 30 余场次，在上海、深圳等地

设立飞地孵化中心 6 个，引进科技

服务机构 16 个。

2023 年，陕西长岭电子科技公

司企业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企

业技术中心，西北有色金属宝鸡创

新研究院揭牌成立，陕汽集团专用

汽车岐山研究院成立运行，宝钛集

团新材料研究院、陕西长美科技新

材料研究院建设加速推进。

聚焦需求导向，我市持续鼓励

骨干龙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组建

“四主体一联合”新型研发机构、共

性技术研发平台、重点实验室等科

技创新平台，不断加强重点领域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产业竞争

力。智能传感器共性研发平台已签

订建设合同，获得省级支持资金

1000 万元；固态白酒酿造中试基

地正在开展相关研究。陕西九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秦源科创检

测认证公司两家企业被认定为省

“四主体一联合”校企联合研究中

心。宝鸡市非接触探测装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宝鸡市新型智能元器

件研发中心等 18 家平台被认定为

市级研发平台。截至 2023 年底，共

建成市级以上研发平台 288 个，其

中国家级 18 个；全年市本级共兑

现重大科技项目、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平台等科技创新政策奖补资

金 3761 万元。

实施项目带动
前不久，由宝钛集团自主研

制的inconel625 镍基合金冷轧

带和热轧卷各项指标符合有关标

准，打破国外垄断，解决了“卡脖

子”问题。

创新链是产业链发展的动力

之源，是产业链各环节实现价值增

值的基础，产业链依托创新链形成

发展、提高升级。2023 年，我市围

绕钛及新材料、数控机床等重点产

业链，大力组织实施厅市联动重点

项目（宝鸡传感器产业）等重大项

目，在深海、深空、深地等领域产

生了一批战略性、原创性、引领性

新标准、新技术、新成果。宝钛集团

的inconel625 镍基合金冷轧带和

热轧卷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

还有中铁宝桥公司的Ⅲ代高锰钢

组合辙叉、宝石机械的全球首台

12000 米自动化钻机、宝鸡钢管的

集输油用聚酯增强型非金属柔性

复合管等。

在创新项目的带动下，钛及钛

合金新材料产业集群、新能源汽车

装置及配件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

分别入选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宝鸡

高新区入选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

业集群，被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

四部委评为“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厅市联动

重点项目（宝鸡传感器产业）新增

产值 3266.61 万元，新增固定资产

投资 3727.26 万元，新培育传感器

领域高新技术企业 4 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 18 家，3 项技术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宝石机械 12000 米自动

化钻机入选 2023 年度央企十大国

之重器备选名单。

2023 年，通过政策激励、项

目带动，全社会研发费用投入达

33.38 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创近五年新高。

2023 年，我市不断完善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体系，加快科技成果产

业化进程。市科技局制定了《关于

落实陕西省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

项改革”十条措施（试行）的实施意

见》，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三项

改革”，以“三项改革”助产学研合

作，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全年完

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397 项，一大

批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车间。

同时，深化引智模式，扩宽引

才渠道，加强科技创新“三支队伍”

建设。目前，秦创原“科学家+ 工

程师”队伍 54 支。2023 年，新增

“新双创”队伍 57 支，同比增长

75.3% ；科技经纪人 130 名，同比

增长 160%。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仍须努

力。新的一年，宝鸡将持续探索创

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推

动“两链”融合示范区建设，为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盘点2023年的亮点，

宝鸡科技创新取得丰硕

成果 ：

全市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73户，总数达到489户，

同比增长 17.5%。

全市共建成市级以上

研发平台 288 个，其中国

家级 18 个 ；完成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 397 项，突破

45 亿元大关。

全社会研发费用投入

33.38 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创近五年新高。

秦创原（宝鸡）飞地孵

化器加速建设，已入驻科

创团队和企业 14 家。

全市 9 个县区设立秦

创原县域创新促进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

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迈出更大步伐。在刚刚过

去的 2023 年，我市围绕秦

创原“两链”融合示范区建

设，不断加大投入、创新举

措、聚力推进，做实创新平

台、做强创新主体、做优创

新生态，打通产业与科技

衔接的“堵点”，推进“两

链”深度融合迈出了坚实

步伐。

——宝鸡秦创原“两链”融合示范区建设阶段性扫描
本报记者  王玲

打通堵点  融合发展

麦克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工作中  王玲摄

宝石机械研发的全球首台 12000 米自动化钻机 （资料照片）

宝鸡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检查产品  王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