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2日，安徽省委宣传部举办“安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

创新专场。记者了解到，十年来，我省坚定不移下好创新“先手棋”，抓好科技创

新“栽树工程”，实现了“科教大省”向“科技创新策源地”的跨越发展。2021年安

徽区域创新能力由十年前的第15位上升至第8位，连续十年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记者 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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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芜湖：
单轨墩柱绘上“红色印记”

安徽芜湖轨道交通二号线神山公园站，单轨

列车轨道下的墩柱上呈现当地“红色印记”主题

彩绘。从渡江第一船到王稼祥纪念园，墩柱上的

一幅幅彩绘吸引着周边市民驻足观赏。“红色记

忆”主题彩绘不仅让革命遗址“活”了起来，也让

红色文化“亮”了起来，成为城市的一道新风景。

星级记者 黄洋洋/摄

合肥造45.22万高斯稳态强磁场
刷新世界纪录
相当地球磁场90多万倍

星报讯（记者 王珊珊） 近日，记者从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获悉，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再攀

科技高峰，其混合磁体（磁体口径32毫米）产

生了45.22万高斯（即45.22特斯拉）的稳态磁

场，超越已保持了23年之久的45万高斯稳态

强磁场世界纪录，此次重大突破是我国科学

实验极端条件建设乃至世界强磁场技术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

“45.22万高斯有多强？地球磁场约等于

0.5高斯，新纪录相当于地球磁场的90多万

倍。”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

场科学中心学术主任匡光力表示，“就像显

微镜放大100倍比放大10倍能看得更清楚，

磁场越强，越有助于探明物质的内部结构，

为人类发现自然规律、研发新型技术提供更

好的条件。”

据了解，国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是“十

一五”期间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的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又称“大科学装置”），包括十台磁

体：五台水冷磁体、四台超导磁体和一台混合

磁体。其中，混合磁体是国际上技术难度最

高的磁体，也是能够产生最高稳态磁场的磁

体。国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自投入运行以

来，已经运行超过50万个机时，为国内外170

多家单位提供了实验条件，在物理、化学、材

料、生命健康、工程技术等领域开展了超过

3000项课题的前沿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

科技成果，如首次发现外尔轨道导致的三维

量子霍尔效应、揭示日光照射改善学习记忆

的分子及神经环路机制，等等。与此同时，研

发装置衍生的成果和依托装置研究产生的多

项成果，如组合扫描探针显微技术、国家Ⅰ类

抗癌创新靶向药物等，成功地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

国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的混合磁体产

生世界最高的稳态磁场，有力地提升了支撑

科学家们开展物质科学研究的实验条件，将

在低功耗电子材料等研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

关键作用。随着混合磁体产生的磁场强度的

提高，其开放共享水平、用户服务水平也将得

到大幅提升，必将成为支撑我国科技创新的

一大“利器”。

“从0到1”原创性成果
科技创新实现并跑领跑

据了解，十年来，安徽建成以国家实验室、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引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催生出更多“从0到1”原创性成果，量子科技、新能源、

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实现并跑领跑。

我省实施专项推进行动，全面入轨运行全国首个

国家实验室。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

干线”、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首颗量子微

纳卫星“济南一号”等“国之重器”相继问世。成功研发

“九章”“祖冲之”号系列量子计算原型机。成功争取深

空探测实验室落户安徽。

同时高水平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规划

建设19.2平方公里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形成已

建、在建、拟建的“3+4+N”大科学装置集群化发展格局，

数量居全国前列。“人造太阳”创造1056秒长脉冲高参

数等离子体运行刷新世界纪录，11项重大原创科技成

果入选年度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投入省财政资金超18.79亿元

十年来，我省不断构建强链补链延链重大科技攻

关体系，突破了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2021年，

全省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9.9件、居全国第7

位，较 2012 年增长 14.4 倍；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

93.1%，对全省规上工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61.1%。

2015年以来，安徽实施省科技重大专项项目1168

项、投入省财政资金超18.79亿元。动态存储芯片等重

大原创成果竞相涌现；全色激光投影、仿鹅绒结构高保

暖材料等成果闪耀北京冬奥会。聚焦生命健康等领

域，实施新冠病毒攻关项目38项，重组新冠病毒蛋白疫

苗等成为抗疫重要力量。

高新技术企业位居全国第8位
打造“科大硅谷”“中国声谷”等产业集聚地

会上，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介绍，2021年，全

省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9.9件、居全国第7位，

较2012年增长14.4倍；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93.1%，

对全省规上工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61.1%。

据悉，全省建有省级以上新型研发机构132家、科

技企业孵化器130家（其中48家国家级）、众创空间219

家（其中70家国家级），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

术培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机制，高新技术

企业从2012年1742家增加到2021年11368家，增长了

5.5倍，位居全国第8位。

我省还高标准建设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芜湖、马鞍山等5个市获批

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打造“科大硅谷”“中国声谷”等

产业集聚地，集成电路等4领域入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3位。

13项“安徽经验”在全国推广复制
实施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

十年来，从合芜蚌示范区政策先行先试，到全国首

个省级创新型省份建设促进条例，再到《安徽省深化科

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建设

行动方案》，安徽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创新创业生态明

显改善。

我省注重先行先试探索实践。完成首轮全创改

试验，“编制周转池”“专利权融资”“区域科创板”等

13 项“安徽经验”在全国推广复制。首创“人才团

队+科技成果+政府参股+股权激励”模式被国务院

发文推广。扎实推进国家新一轮全创改，成功揭榜

“科教融合培养产业创新人才”等11项改革任务，数

量居全国第一。

我省还深入推进放权赋能改革。实施科研项目经

费“包干制”试点，最大限度赋予科研人员经费使用自

主权。大力推动科技金融融合，建成全国首个覆盖省

市县三级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坚持“投早投小投科

技”，谋划设立150亿元的基金群，支持高校师生、人才

团队和新型研发机构早期科技成果转化，投资损失容

忍率最高可达80%。依托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已

累计设立子基金13支、总规模超31亿元。

安徽科创连续十年
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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