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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科 技 创 新 结 硕 果湖 北 科 技 创 新 结 硕 果
湖北是科教大省，是首批国家创新型省

份，在国家创新体系布局中处于重要位置。

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牢记“努力打造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殷殷嘱托，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础研究基石

不断夯实，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双向奔赴”⋯⋯在全国科技创新

版图上，成功迈入“第一方阵”。

增动能

2021 年 4 月 12 日，《湖北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专章部署“坚持创新

第一动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把创新摆在事

关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根据纲要，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

面，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湖北将围绕

三维存储芯片、硅光芯片、新型显示材料、高

端医学影像设备等重点领域，加强产业链上

下游协同，推动“临门一脚”关键技术产业化，

实现率先突破。

在创新平台建设工程方面，湖北聚焦光

电科学、先进存储、生物安全、空天信息、生命

健康、智能制造、长江生态、现代农业、生物育

种等优势特色领域，加快推进光谷实验室、珞

珈实验室、江夏实验室、洪山实验室、九峰山

实验室等建设。

同时，湖北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万亿元级光电子信息、大健康产业集群。发

挥“光芯屏端网”等重大项目支撑引领作用，

推动建立以武汉为核心，沿江城市分工协作

的产业布局。

“进入新发展阶段，湖北迫切需要发挥产

业基础和创新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新兴产业，

补齐、强化核心产业链，培育经济竞争新优

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新动能。”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玮告诉记者，“十

四五”期间，全省科技创新发展在区域创新体

系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释放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深化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 5 个方面实现了突破。

“科技创新是湖北的最大优势、金字招

牌，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的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都要以科技创新为

依托。”湖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冯艳飞

说，近年来，湖北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打破教育、科技

和人才各自管理的边界，推动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融合发展。同时，加强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努力把湖北打造成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湖北出台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化发展的意见，明确打造全国重要的科技创

新策源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新兴产业

创新中心和高端人才集聚中心；发布《湖北

省科技人才贷工作实施方案》，单笔科技人

才贷款最高可达 1000 万元，4 名科技人才获

得首批 3000 万元“科技人才贷”；出台科技

创新容错免责事项清单，鼓励创新、允许试

错、宽容失败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强化。受一

系列政策激励，目前湖北科技型中小企业突

破 4.5 万家。

补短板

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誉为“中国

地镜”的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项目，通

过锤炼采自地下深处岩石试样，给地质体做

检测。

记者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3 个形似鹅

卵石的巨大建筑破土而出，大型设备正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安装调试。制样、实验、分析，

三颗“鹅卵石”形成一个闭环，对深地地质体

做严格检测。“就像人要做肠镜、胃镜，该装置

是做‘地镜’。”承建方中建三局二公司项目负

责人刘元说。

在距此不远的九峰山实验室内，100 多

个实验项目正同时推进，科研人员时刻关注

着半导体设备在中试线上的加速“奔跑”。此

前，全球首片 8 英寸硅光薄膜铌酸锂光电集

成晶圆在这里下线。

“我们将继续以更丰富的原创成果和优

质资源，支持产业界解决关键工艺难题，以科

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九峰山实验室主任丁

琪超表示，未来将更加积极对接国内外产学

研资源，加速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投入运营 2 年多来，九峰山实验室已建

成全球化合物半导体产业最先进、规模最大

的科研及中试平台，依托实验室“研—测—

产”生态体系，聚集了 30 多家创新型企业在

周边落地。

科技创新既有从“0”到“1”的原创性突

破，也有从“1”到“10”的迭代性创新以及从

“10”到“100”的规模化应用。眼下，湖北以

“1 家国家实验室+10 家湖北实验室+8 个大

科学装置+163 个国家级创新平台+525 家新

型研发机构”为力量矩阵的“四梁八柱”科创

体系基本形成。

在洪山实验室，不久前，华中农业大学校

长严建兵团队研究成果“降低玉米籽粒含水

量的关键基因及其分子机制”在国际学术期

刊《细胞》发表，并与企业签订协议落地转化，

1亩地最高可以提高效益 150元。成果快速转

化，得益于实验室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

合上的探索。严建兵说：“我们践行边研究、

边开发、边应用的理念，在研究过程中就与企

业深度合作。”

锚 定“ 具 有 全 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这

一目标，湖北在高层次创新人才、高

能级科创平台上夯基垒台，实现高效率科

技攻关。湖北拥有 82 位两院院士，数量居全

国第四位；近 5 年获评国家科学技术奖数量

居全国前五位；在 2024 年全国科技大会上，

李德仁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湖北

主持完成的通用项目共 19 项，获奖数居全国

第二位，创历史新高。

从打造以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全国

重点实验室、湖北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为

主体的科技力量矩阵，到存储芯片、心肌旋

切、北斗通导遥一体化等技术加速突破，湖北

在国家科创版图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促融合

6 月 13 日，华工科技中央研究院实验室，

一组 PTC 加热器正在零下 40 摄氏度的条件

下进行极寒测试。这个看似普通的汽车零部

件，前不久刚拿下欧洲某知名车企全平台加

热器项目，订单金额超过 1 亿美元。

“以前是用市场换技术，现在是用技术抢

市场。”华工科技董事长马新强说，持续创新，

让公司产品实现“卖全球”。据统计，成立20多

年来，华工科技已创造了70多项“中国第一”。

科技创新，一靠投入，二靠人才。科教人

才优势是湖北突出优势。湖北有 1121万名技

能人才、132所高校，在校大学生超过200万人。

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李锡玲

说：“立足产业有需求、市场有前景、技术有优

势、投资有价值，湖北正围绕重点产业，强化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让科教

和人才优势更好转变为创新发展优势。”

湖北加快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北斗七

星式”创新体系，目前已有 6.8 万家企

业入驻科创供应链平台，完成供

需匹配 1.5 万项；构建上下游

紧 密 合 作 的 创 新 联 合

体，率先探索实

施科技人才

评 价 、

职 务 成 果 赋

权等改革为科学家

减负松绑，科技成果就地

转 化 率 从 5 年 前 的 37% 提 高 到

67%；全省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到 10.5 件，居中部地区第一位。众多科技

成果正加速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代常说，得益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

向奔赴”，企业历经近 20 年研发，成功利用基

因工程技术，使水稻能够通过光合作用产生

大量人血清白蛋白，获批上市后有望促进国

内人血清白蛋白实现自给自足，这将为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

未来产业培育“三线并进”，实施“链长+链

主+链创”三链机制，体现湖北特色优势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正加快构建。

当前，湖北以 5 个万亿元级支柱产业、10

个5000亿元级优势产业、20个千亿元级特色产

业为骨干的“51020”现代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与服务、大健康三大产

业迈入万亿元级规模，千亿元级产业达19个。

今年一季度，湖北完成了激光、光通信、

工业母机、合成生物等 20 个重点产业创新图

谱编制工作，并明确集成电路、工业软件、智

能终端等 32 个重点领域年度攻关方向。推

进科创“金三角”建设，湖北已组织光谷科创

大走廊谋划实施年度 100 个重点项目，推动

襄阳、宜昌区域科创中心制定三年行

动方案并全面启动实施，创新驱

动成为荆楚大地最强劲的

旋律。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柳柳 洁洁 董庆森董庆森

我是在锻造车间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的“老匠人”。5 年前，新能源汽车蓬勃发

展，公司因燃油车市场变化开始出现亏

损，赖以生存的发动机连杆滞销。那阵

子，公司总经理王长宏和我们看着下跌

的订单数，心里都十分着急。

也是在那一年，宜都大力支持企业

科技创新，进企业向我们宣传了新出台

的政策。公司终于下定决心：转型！搞

球颈接臂！

球颈接臂主要用于高端车的隐形牵

引，技术含量和生产工艺难度更高，是后

拖车系统的关键零部件之一。我主动请

缨，开展技术研发。

创新转型，谈何容易？与传统连杆

产品的对称结构相比，球颈接臂为异形

结构，模具设计、加工工艺、锻造定位点

等都要重来。我和团队攻坚了 3 个月，才

熬出来一个初版模具。模具试制那天，

球颈接臂的异形结构使新模具的寿命只

有其他产品的六分之一。我们只能返

工，历经数十次试验，终于生产出了合格

的产品。由于订单少，产品很长时间没

有盈利。但我们坚信：“创新是大势所

趋，不能半途而废。”

高新技术企业的奖补资金、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的奖补资金、科技创新

贷款的实施⋯⋯“十四五”期间，政策扶

持像及时雨，为我们带来了数百万元的

资金支持。经科技部门帮助，我们与三

峡大学达成合作，共建省级企校联合创

新中心。

这 些 研 发 资 金 是 动 力 ，也 是 压 力 。

我们 5 次更迭球颈接臂。最终，符合欧洲

标准的产品诞生。这不仅是产品，更是

我们在“十四五”期间的政策支撑下搏出

的生机。

研发工作室的灯光见证了我们 86 项

专利的诞生。如今，仝鑫精锻的球颈接

臂月销达 6 万件，成为“中国制造”挺进全

球市场的名片。公司从单一的燃油车零

件供应商蝶变为多元化“精锻专家”，效

益连年攀升。回望这 5 年，我们像锻件一

样淬火重生。

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宏大蓝图，

是每一次模具的精准咬合，是图纸上每

一笔创新的描画。当倾注心血的产品

赢得世界订单，那份油然而生的踏实与

自豪，便是时代赋予我们最深沉的获得

感与幸福。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整理）

“创新是大势所趋，不能半途而废”
讲述人：湖北宜都市仝鑫精密锻造有限公司技术部副部长 秦学森

作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科

教大省，湖北以高度的战略

自觉，肩负起推动科技自立

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

责任，为把科技的命脉牢牢

掌 握 在 自 己 手 中 贡 献 更 多

力量。

要想成为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就必须

具 备 国 家 级 的 科 技 创 新 能

力、战略地位和突出贡献。

湖北是全国重要的智力密集

区、高层次人才集聚区和高

质量科技成果产出大省。“十

四五”期间，湖北强化“卡脖

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一

批战略必争领域屡有重大突

破，一系列前沿科技成果领

跑全球，一大批“国之重器”

挺起大国脊梁，一系列行业

领航产品不断涌现。湖北成

为全国最大的光电子芯片研

发生产基地、最大的中小尺

寸显示面板制造基地，全国

重要的商业航天基地、新能

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基地。近

年来，湖北发起成立中部技

术 交 易 市 场 联 盟 ，推 动 鄂

湘赣“中三角”创新联盟合作

常态化，组建中部地区国家

高新区 G100 联盟，同时拥有

省 级 国 际 科 技 合 作 基 地

146 个。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高地，必须大力实

施科技组织方式和治理模式

的创新。湖北从重构创新政

策、重塑创新平台等方面全

面发力，对重大科研任务实

行“揭榜挂帅”和“赛马”制，

建立基于信任的科技项目和

经费管理制度，推动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改

革，树立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等，形成

更能激发创新活力和维护公平竞争的政策体系。对科

技研发平台、成果转化平台、产业培育平台进行系统重

塑，着力培育新型研发机构，以灵活的体制机制促进供

需对接、成果孵化和转化。

看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影响力，一个重要因素就

是看其是否创造了可供复制推广的好经验。武汉产业

创新发展研究院运行 4 年以来，成立了 78 家专业研究

和服务平台，转化科技成果 600 项，孵化高科技企业

200 多家。

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内在动力，产业创新是科

技创新的价值实现，二者深度融合，互为牵引。湖北打

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要在推动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蹚出路子，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

强、经济强、支点强的通道。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催生新产业。湖北制造

业底子厚实，通过加快传统产业蝶变焕新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硅钢、海工钢等优特钢占比超过 50%，食

品级、电子级等精细化工产品占比超过 40%。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

自主安全可控。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技创新，聚

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技

术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全面拓展应用，推动优势

产业发展壮大。

融合的目标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产出和提升产业

质效，关键是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途径是科技

成果的转化。深度融合，双向奔赴，产出高水平科技

成果、培育新的经营主体，产出高质量新产品、培育

新的市场需求，从而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更多新动能、

新优势。

（作者系江汉大学党委书记）

自觉担起科技自立自强使命

覃道明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夏 祎

图为位于武汉经开区的武汉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

李 岿摄

图为位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光谷未

来科技城。 张璨龙摄

武汉空轨高新大道站，人

形机器人在与小朋友互动。

张璨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