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日，全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和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省委

党校举行。会上，省委书记李锦斌提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提出的新部署新要求，深入思考“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健全防

灾减灾体系”“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做强做优实体经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等12个方面的问题。本报今日就“ 如

何谋深谋实‘十四五’发展目标思路举措，奋力推动安徽跨越式发展？”这一问题继续推出“圆问”系列报道之《安徽：下好创新“先手棋”，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厚植技术创新优势：搭建高精尖创新攻尖体系
长鑫存储自主研发的首颗国产 19 纳米 DRAM 存储芯片已

投产；江淮大众首款车型思皓E20X正式上市，江淮蔚来已成功

交付2.2万余辆智能网联汽车；蚌埠玻璃研究院成功研发世界最

薄0.12毫米触控玻璃；淮北相邦公司研发的陶铝新材料重量轻、

硬度大，运用于航天航空和汽车制造等领域的关键部件；相继诞

生了新一代无损检测设备、全球首颗智能穿戴领域人工智能芯

片、国内首款人工智能色选机等一批标志性创新产品……

创新，是安徽的最强基因，也是最靓名片。针对“卡点在

哪”，把准“安全+发展”的攻坚方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仅是

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安徽瞄

准科技前沿领域、产业升级方向，从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工业机

器人、航空发动机、新材料、高端医疗器械等技术需求入手，明确

技术攻坚目标任务，在核心技术、重点产品、关键装备上实现“从

0到1”的突破。

对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等产业“卡脖子”问题，安

徽凝练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

干就让谁干，谁干得好就支持谁，谋求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

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突破。2015年以来，我省已部

署实施 18 个重大专项，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3514 项，首期启动即

拉动产业投资1185亿元。

自主创新不能闭门造车、单打独斗。我们抢抓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国家战略机遇，坚持扬皖所长，深化协同创新，聚力打造“一体

三区一廊”。安徽省统计局公布的监测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

创新发展总指数为 104.8，比上年同期增长 4.8%，较一季度指数

93.8的前值提高11个百分点。经受住疫情冲击，全省创新发展主

要指标快速回升，增强了全省经济运行的韧性和活力。

厚植制度创新优势：构建高效能成果转化机制
创新的根本目的，是形成现实生产力；创新的成效，要体现

在经济发展上。近年来，我省下大气力打造产学研贯通融合平

台，着力推动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应用“最后一公

里”有机衔接，实现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2016～2019

年，我省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33.6%，2019年技术合同

成交额实现千亿元以上。

2019年我省新建运营安徽创新馆，这既是全国首家以创新

为主题的大型场馆，也是集“政产学研用金”功能于一体的安徽

科技大市场。我省以安徽创新馆为平台，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体

系建设，整合知识产权和技术交易平台、科技服务中介，推动科

技成果、企业需求、专家团队、技术经纪人等资源互通共享，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打造科技成果“一站式”转化服务体系。构建起

科研创新“沿途下蛋”模式，推动更多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这几年，安徽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省建设，发挥金融

“催化剂”作用，建立起集省级股权投资、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

金、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科技担保于一体，覆盖科技创新全生

命周期的科技金融体系。今年前7个月，安徽省区域性股权市场

新增挂牌企业 1212 家，其中科创板新增挂牌企业 916 家。截至

7月末，安徽省区域性股权市场累计挂牌企业6525家，其中科创

板累计挂牌企业2954家，居全国第一方阵。

顺应数字化浪潮，搭建面向全国的线上成果交易会等共享

平台，采取“云招商”“云洽谈”“云签约”模式，推进全省科技资源

全面“上云”，构建省市县三级覆盖、线上线下两端互动的科技转

化服务体系。9 月 12 日，世界制造业大会江淮线上经济论坛在

合肥举行，共集中签约项目 678 个、投资总额 6178 亿元，“云签

约”成果丰硕，以“云端交易会”为载体实现便捷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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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安徽：下好创新“先手棋”，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8月1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

肥参观了安徽创新馆，对安徽在推进科

技创新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取得积

极进展表示肯定。他指出，安徽要加快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发

展，关键靠创新。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

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

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一直以来，安徽始终把创新作为最

大政策、最大动力，放百年眼光、集创造

之力，下好创新先手棋，依托科技创新引

领产业升级、发力新基建、培育发展新动

能，深度融合“政产学研用金”，着力打造

科技创新策源地，走活高质量发展“一盘

棋”，在国家创新大格局中镌刻了安徽烙

印、作出了安徽贡献。

□记者 张贤良/文

厚植原始创新优势：
创建高能级创新平台网络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

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加大科技攻关力

度。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必须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

记者了解到，安徽大科学装置数居全

国前列，拥有高校 110 所、科研机构超过

6000 家，在皖院士 38 人，柔性引进院士

235 人。依托这些科研基础和资源，安徽

推进“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和“一室一中

心”分平台建设，推动上海张江、合肥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共创”，聚焦量子信

息、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前沿领域，

先后涌现出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

号”、全球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全球首条量

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等一批“安徽

首创”重大成果。

大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安徽按照

“四个一批”的思路，规划建设大科学装置

集中区，梯次推进大科学装置建设，深化国

际科技合作，加速构建起立足合肥、服务全

国、联通世界的大科学装置集群，打造安徽

创新的引力磁场。此外，围绕量子信息、人

工智能、能源科技、生命健康、环境科学等

方向，着力建设五大研究院，打造支撑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四梁八柱”，构建安徽

创新的平台矩阵。

“根据国家最新反馈我省的企业创新

调查数据，我省企业创新活跃度为49.5%，

居全国第四位。其中，有 61.1%的受调查

企业制定了创新战略目标，这一比例居全

国第一位。”记者从省经信厅获悉，全省

3.13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及限额以上服

务业企业等各类企业参与调查。调查显

示，安徽有 1.55 万家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创新活跃度比2019年调查时提高5.5个百

分点，其中，工业企业创新活跃度比 2019

年提高 8 个百分点。创新，已经成为安徽

提升竞争力的有力抓手。

航拍安徽创新馆 记者 高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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