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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娥江科创走廊是绍兴市上虞区科技创新
廊、人才集聚廊和产业加速廊，总面积近200平
方公里，核心建设区约10平方公里，承载着赋
能上虞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

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曹娥江科创走廊是
“联甬接沪"的桥头堡，产业创新的重要承载地；
在大湾区战略中，曹娥江科创走廊是杭州湾南翼
高端智造基地；在绍兴“一区两廊”战略中，曹娥
江科创走廊是绍兴科创大走廊的东部起点。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虞科学与工程研究
院：聚焦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大数据等优势学
科，重点在媒体桥及多媒体版权加密技术、色彩
管理、应用电子、智能信息处理、“AI+教育”创新
和媒介创新设计等领域开展科学研究、技术转
移、项目孵化，打造具有电子信息特色的产品与
关键共性技术的科技协同创新平台；拥有绍兴
市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和动漫游戏产业
实训基地，为企业提供规范化、常态化服务，推
进产学研一体化；作为一家市级众创空间，长期
提供投融资、创业导师、政策宣讲等专业化服
务，欢迎各类科技型小微企业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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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热线 0575-82913703

10月20日至21日，中国科协第394次青年科
学家论坛在杭州湾智慧谷召开。

论坛聚焦现代焊接技术，服务企业转型升级，
来自国内和海外高校院所及长三角有关焊接领域
企业的领导和专家齐聚一堂，在现代焊接技术的
应用和创新领域掀起一场“头脑风暴”。

青年科学家论坛设立于1995年4月，至今已
举办近400届，目前作为中国科协重要的学术品牌
活动和学术交流项目，旨在培养和造就一大批跨
世纪的优秀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为广大科研一线
青年科学家学术成长提供交流平台，鼓励青年学
者走向世界科学最前沿，勇攀科技高峰。

王琦琦

青年科学家论坛青年科学家论坛
掀起掀起““头脑风暴头脑风暴””

发展智慧经济，建设智慧江干，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
中心区。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从“西湖时代”
到“钱塘江时代”，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正迅速成为杭州的
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浙商新高地、金融新蓝海、人才
新热土——创新创业、做大做强首选之地！

钱江新城、钱塘智慧城、丁兰智慧小镇期待您的光临，
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江干区科技局 0571-86974858

江干江干

江干科技局微信公众号
“江干科技”

这里，是
杭州中央商务区、交通枢纽区、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
这里，正在建设
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
这里，有
最佳的区位位置、最强的金融生态、最优的扶持政策；
如果你是股权投资机构看这里！
如果你是被投企业看这里！
如果你是券商/银行/会计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看这里！

新落户江干区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最高可获得
500万元落户奖励，最高 200万购房补贴或三年每年最
高 100万租金补贴，自达到年度纳税额 100万起三年内
按其对区财政贡献的100%、80%、60%给予补助，高级管

理人员按区财政贡献部分最高
给予 50%奖励，机构投资江干
企业的还可以获得最高 100万
元投资奖励。

新落户江干区的被投企
业：前三年最高可按其对区财
政贡献的100%、70%、50%给予
资助，最高 200 万购房补贴或
三年每年最高 50万租金补贴，
高级管理人员三年内按区财政贡献部分最高给予 50%
奖励，企业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被收购或兼并重组的可按
其转让收入对区财政贡献部分最高给予50%奖励。

第三方机构：推荐引进优质被投企业的，最高可获
得50万元奖励。

扫码了解详细政策

江干出台重磅政策！打造被投企业集聚区！

西湖区西湖区

西湖大学、浙江大学、蚂蚁金服、每日互动……大
批知名院校、企业在西湖区成长和发展。禀赋优越的
资源积极反哺，政策驱动孕育创新动力，创新创业环
境日益优化。

截至目前，西湖区已有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
20个，市级以上众创空间25家，孵化培育企业超
3000家，在孵创业团队数达500个。

西湖区诚邀您在这沃土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安家乐业，实现创业梦想！

杭州星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创新
创业综合运营商，在“互
联网+”时代背景下，顺
应国家大力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战略指导，在已运
营的多个园区项目内，已
成功构建了以空间、人
才、资本，形成互为支撑、
具有高度弹性的全产业
链式创新创业生态圈，形
成了可复制的、轻资产品牌“星矢部落”输出模式。

星矢部落项目以园区运营+投资孵化“双轮驱动”模式，致力
于成为国内领先的创新创业产业综合运营商。

目前星矢旗下已拥有多个国家级、省级、市级科技孵化
器，多个省级、市级众创空间，及省级电商示范园和小微产业
园等，为入园的创业企业提供孵化、加速的广阔成长空间。

联系人：卢女士 电话：0571-87240011

园区运营+投资孵化

◆云栖小镇星矢部落
杭州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艺创小镇星矢部落
杭州市级众创空间

◆杭州下沙星矢部落
浙江省级众创空间

◆衢州星矢部落电商园
浙江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浙江省级电商示范园

◆湖州星矢部落科创园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浙江省五星级小微企业园

更多详情，扫码关注
星矢，期待您的创业BP

联系方式：杭州市西湖区科技局 0571-8511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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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创，浙江全省布局设立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服务窗口

“知产”变资产，服务延至“最后一公里”

（下转A2版）

引进一个院士，推动一个产业发展

“瓯越院士之家”喜迎首批10位院士入家

本报讯 “预审过后，三天就可以拿到质押登记
证了，真没想到这么快！”马金伟是嘉兴银行科技支
行的客户经理，从带着材料赶到受理点，到为企业办
理完手续，只花了三天。

“我们企业最近在‘家门口’做了两项专利权质
押，能从农行嘉兴科技支行融资贷款100万元，还能
获得政府发放的贷款贴息！”沈天明是嘉兴嘉蓝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这是一家成长中的高新企业，
前期已投入 200 余万元用于科技研发，后续还在不
断投入中。便捷办完质押登记当天，他高兴地说，

“知产”变“资产”，后续投入不愁了！
浙江需要办理知识产权质押的主体有福了。记

者10月21日从浙江省市场监管局获悉，从前这一业
务需要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杭州代办处专门
办理，碰到材料有误，还需要往返奔波，耗费一两个星
期。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为切实加快知识产权领域

“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改革，持续优化创新创业
与营商环境，浙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对办事企业群众
提出的登记慢、跑省城、不方便等问题积极响应解决，
在全省11个设区市布局设立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服务
窗口,面向企业提供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服务，推进知
识产权领域改革服务至需求“最后一公里”。

同时，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文要求各窗口承建
单位，根据国家、省局关于知识产权质押登记相关工

作规范，结合实际，加强窗口基础条件建设和人员业
务能力提升，建立健全工作规章制度，规范工作质量
管理流程，切实运用知识产权服务地方金融创新，推
进知识产权运用活起来，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与此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杭州代办处
在深化业务服务改革的基础上，面向全省窗口业务
对接，技术支持和日常管理等服务，并发布《专利权
质押登记初审操作规程》供各窗口开展业务参考。

据悉，截至第三季度，浙江今年累计完成专利权
质押合同登记金额总量192.6亿元，同比增长275%；
办理质押登记业务 848 项，同比增长 163%；惠及企
业 795 家，同比增长 136%。浙江已有 84 个县（市、
区）实现专利权质押融资工作全覆盖，地方专利贷覆
盖率达到90%以上。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沈雁

为 有 金 融 活 水 来

本报讯 10 月 19 日，位于温州市鹿城区的七都
金融科技文化中心热闹非凡，这里正在举行“瓯越院
士之家”首批10位院士正式入园仪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华勇、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志
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校堃、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文
兴、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宋伟宏等亲临现场，阿
拉斯泰尔·沃克、安德鲁·詹姆斯·格林肖等院士则
以贺信、视频的方式向“瓯越院士之家”院士入园表

示祝贺。
作为 2019 年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重要成果

之一，“瓯越院士之家”自去年 10 月 23 日揭牌成立，
“瓯越院士之家”以“浙江院士之家”为对标，聚焦温
州本地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需求，促进高端人才资源与产业要素、科技金融要素
等高效融合，引进集聚院士等高端智力、加强人才交
流与合作、支持人才创新创业，实现学术研讨、成果

转化、决策咨询、项目引进、国际交流、文化传播等七
大功能，为院士等广大人才提供优质服务的平台和
基地，大力助推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鹿城区是院士“高产地”，到目前已涌现出10名鹿
城籍院士，占温籍院士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也是温州
首个“院士之家”得以落户鹿城的重要原因。截至目
前，已有10个科技成果项目成功转化，8项成果分别获
得浙江省工业新产品称号和实用新型专利。

稠州银行温州分行：“无接触贷款”倾情助小微
详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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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0 中国设计智造大奖（DIA）产业组
“金银铜奖”、概念组“明日之星奖”“设计新锐奖”得
主近日揭晓。来自日本索尼的“toio 专用套件”和浙
江省阿里云的“阿里云数字孪生”两件作品脱颖而
出，荣获最高奖——金奖，分别捧走100万元奖金。

阿里云工业数字孪生平台是集数据工厂、算法
工厂、AI创作间以及应用工厂于一体的数据智能应
用平台。通过三维可视化建模、虚拟仿真等先进技
术实现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交互映射，融合共
生。建设覆盖工厂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工厂数字孪生
体平台，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物联网相结合，实现制造
企业在现实的互联互通。同时利用分析技术开展算
法模拟，加速工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升级。

toio专用套件是一个动手玩具平台，用户可以使
用它在积木上放置积木和其他物品，并使用控制器
将其移动。有趣的是，不仅可以让多维数据集移动，
而且该系统还充斥着各种功能，从环形控制器开始，
这些功能可以激发儿童的创意灵感。它是一项真正
的创新，可以充分扩展教育玩具的可能性。

浙江省副省长高兴夫表示，在中国设计智造大
奖创立的第五年，品牌效应已初见成效。未来，大奖
要继续坚持国际化奖项运行方式，树立国际品牌形
象，持续提升国际化水平，同时持续注重对全球各个
领域人才的吸纳。他希望大奖继续坚持作为奖项的
设计转化助力总体观，把大奖培育成当代创新设计
评价、推广与合作的平台，打造创意转向产业与未来

的实体创新加速器。
面对疫情大考，第五年的中国设计智造大奖上

交了一份“双增长”答卷。自1月9日启动网络征集，
DIA面向企业和高校、独立设计师等分别设置“产业
组”和“概念组”，共征集作品7369件，智造奖申报数
量同比增长18%。其中，“产业组”吸引世界500强和
中国500强企业、设计公司等参赛，同比增长210家；

“概念组”吸引QS世界大学排名上榜院校、双一流高
校设计团队积极申报，后起之秀纷纷入赛。同时新增
哥斯达黎加、埃及、伊朗、孟加拉国4个参赛国家，迄
今为止参赛国家和地区已达到60个，目前已发展为
中国规模最大的工业设计赛事之一，并在全球工业设
计版图中筑就了一个东方高地。 本报记者林洁

中国设计智造大奖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5年，筑就工业设计东方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