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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是我省最大的中心城市，芜湖是皖江经济带的龙头，蚌埠是淮河经济带的龙头，合芜蚌三
市形成安徽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2008年，经国务院同意，合芜蚌成为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安徽

成为第一批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被《人民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誉为“安徽现象”。2011年，合芜蚌试验区纳入国家股
权激励和分红激励试点，快速腾飞的合芜蚌发挥带动加典型示范作用，为我省的经济发展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为迎接党的
十八大胜利召开，12日起，省委宣传部组织中央、香港和省直共21家新闻单位走进合芜蚌，聚焦试验区科技创新之美，本报记
者全程报道，即日起推出“践行走转改，迎接十八大——走进合芜蚌”专题，敬请读者关注。

开栏语：

自主创新为合芜蚌腾飞插上翅膀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专利授权量、技术合同交易额等均占全省六成以上

10月12日上午，采访团首站来到合肥

科学岛。听完合肥研究院院长王英俭的介

绍后，采访团对“人造小太阳”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首先来到了等离子体所进行采访。

“预计再过35年，我们将造出中国首个

‘人造小太阳’。”等离子体所副所长吴新潮

是该项目的负责人，他向记者详细介绍了超

导托卡马克大科学装置。记者在实验控制

室看到，总重量410吨的实验装置，从内到

外一共由5层部件构成，最内层的环行磁容

器像个巨大的游泳圈。一旦进入实验状态，

“游泳圈”内部将达到上亿摄氏度的高温，这

也正是模拟太阳核聚变反应的关键部位。

“实验主要做的是，让氢弹爆炸的能量

慢慢释放。”吴新潮说，今年的物理实验已顺

利结束，在4个月的实验期间，创造了两项

托卡马克运行的世界纪录。

在科学岛，媒体团还分别对安徽光学精

密机械研究所、安徽循环经济技术工程院进

行了考察采访。“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车载臭

氧探测激光雷达设备，这些系列的环境监测

设备不仅在我国环境监测业务中得到应用，

而且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和广州亚运的空

气质量保障监测中得到应用，发挥了重要作

用。”安光所副所长刘建国介绍的环境质量

监测、空气爆炸物检测等一系列科技成果，同

样激发了记者的浓厚兴趣。大家认真观看了

大气有机碳/元素碳分析仪、激光雷达、温室

气体连续自动测量系统、便携式藻类原位荧

光监测仪等系列环境监测装备。

“人造小太阳”或35年后诞生

10月18日上午，采访团来到位于蚌埠

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1研究所。多

年来，41所承担了大量的军、民两用产品研

制开发任务。迄今为止，共完成科研成果

640多项，有4项获国家奖，100多项获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

“特别是合芜蚌成为自主创新综合试验

区之后，41所在电子测试技术与仪器领域已

经全面进入自主设计、自主创新阶段。大到

航天工业的应用，小到养鸡孵化器的研发，

41所先后推出一大批新型高技术产品，其综

合技术水平已达到国际领先地位。”该所党委

书记刘辉介绍说，“依爱”牌孵化养殖设备，两

公斤饲料可以生产出一斤肉鸡，在国内市场

占有率始终保持在70%以上，并远销日本、

韩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

在41所高新技术产品陈列室，记者见到

了用于“天宫一号”的合成信号发生器，这是

该所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高级

工程师胡林军告诉记者，该所今年研发的“系

列化光伏并网逆变器”和“便携式数字电视综

合测试仪”等多个产品，均为自主创新。

而该所最新研发的火灾报警控制器，监

控面积提升两到三倍，一台主机能监控60

万平方米，但市场成本并没有增加。“十几名

研发人员研发了一年多时间，去年6月份成

功推出，获得了40多项国家专利。”高级工

程师黄武说。

大到航天小到养鸡的41所

记者了解到，为了加快合芜蚌自主创

新综合试验区建设，三市纷纷出台了推进

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着力于鼓励和奖励

企业自主创新。在合肥，文件明确规定了

新认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奖励100万元，

考核优秀奖励50万元，新认定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奖励20万元，考核优秀的奖励20万

元，新认定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奖励 10万

元。据统计，仅2011年，合肥市221家市级

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科技活动经费支出额

136亿元。科技活动经费的高投入，加快创

新成果的增长速度，截至2011年，这批技

术中心拥有的全部有效专利数7008件，其

中发明专利930件，中国驰名商标58个。

到2011年底，芜湖市拥有高新技术企

业309家，比2008年净增164家；高新技术

产业总产值 1834.9 亿元，比 2008 年增长

3.7倍。蚌埠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高新技

术企业的培育工作，去年该市高新技术企

业突破100家，今年第一批该市又有28家

通过评审，总量居全省第三位。

“除上述因素之外，2012年 3月，合芜

蚌试验区纳入国家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

这必将有力助推企业自主创新。”蚌埠市科

技局副局长宫开林说，试验区建设以来，蚌

埠市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94.5%，其中发明

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 150%。今年 1～8

月，蚌埠市专利申请量达3828件，同比增长

102%。蚌埠市出台了《专利权质押贷款管

理办法》，今年有29家企业提出了专利权质

押贷款申请，13家企业已获得6300万元银

行贷款，预计全年专利权质押贷款将超过

1.1亿元。

“芜湖市大力引导金融支持科技创新，

新增非银行类融资机构107家、引进域外银

行5家、成立村镇银行2家、风险投资公司

10家；新增上市公司5家，在资本市场筹资

总额达227.8亿元。”芜湖市委常委、副市长

冯克金说。

合芜蚌试验区仅今年以来，共有94家

工业企业制订了316项国家或行业标准，此

外，试验区内企业申请专利7979件，同比增

长72.5%。科技金融的加速融合，为合芜蚌

自主创新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为期一周的合芜埠试验区采访，采访团

还先后来到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安瑞科

（蚌埠）压缩机有限公司、安徽大富机电有限

公司等多家研发单位和企业，详细了解自主

创新的有关情况。

“芜湖人干事喜欢‘无中生有’，有所为

有所不为。”芜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段玉嘉

说，比如奇瑞汽车，比如方特欢乐世界。

芜湖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幻王国是亚

洲最大、国际一流的两个高科技主题公园。

10月19日下午，采访团来到芜湖方特，体验

了亚洲仅有的球幕高空飞翔体验项目“飞跃

极限”和亚洲最大的环境4D剧场“海螺湾”，

尽情感受新颖、惊险、刺激和梦幻。

据介绍，这些项目通过高科技智能技术、

数码影像技术、特种电影、光线声音、各种合

成技术承载着文化主题，抓住游客的视觉与

内心寻求娱乐的交叉感，让游客身临其境。

这些项目都代表了世界顶级水平，并完全拥

有100%的自主知识产权，被誉为“东方迪斯

尼”。去年在芜湖的两大主题公园实现营业

总收入5.88亿元，超越了黄山、九华山。

除了加强文化科技创新，芜湖市还倾力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园区建设。在南陵大浦

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采访团饶有兴趣地参

观了科普农业植物园、有机果品示范区、特

种水产养殖区等多个板块，均是发展科技、

低碳、循环农业的成功样本。

梦幻王国需要高科技缔造

2008年10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建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
区，以合肥为龙头，拓展到芜湖、蚌埠。短短三年来，试验区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专利授权量、发明专利授权量、新增高层次人才数、技术合
同交易额等均占全省60%以上。

日前，记者跟随“走转改”大型联合采访团，走进合芜蚌，切身感
受科学创新的魅力。“创新之路是‘沉默者的长跑’，是一条艰苦的‘长
征路’，是一条‘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只要停下，就会被赶超。”省委
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如是说。 记者 张火旺 文/图

科技金融融合助推自主创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1研究所的电子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