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托学会引学会，对应产业建学会

从 2013 年开始，宁波市科协就开始探索在基层
学会里联合建立学会服务站，以地方学会对接上级
学会服务全行业的做法，2020 年新建了“中国水利
学会宁波（余姚）服务站”等4家国家（省）级学会
服务站。截至 2021 年，在国家 （省） 级学会的大力
支持下，31家国家级学会（含分会、专委会）、10家
省级学会，在宁波共建立 41 家学会服务站。宁波市
科协在学会服务站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产业创新服
务平台，共建了生物材料、纺织、输变电、农业机
械4家产业创新服务中心。

此外，围绕宁波市重点发展“246”万千亿产业
集群和新材料等五大新兴产业的要求，宁波市科协
以科技人员为核心，吸纳企业家以及经济、社会、
法律等方面专家，完善科协组织体系。补充企业
家、社会学家、金融法律界人士等为学会会员，新
建市化工学会、市人工智能学会、市航空航天学会
等重点发展产业科技社团组织。探索科技创新融合
机制，完成市女科技工作者协会改组工作。目前市
女科协会员广泛分布在企业、律师事务所、机关、高
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学会中硕士约 80%，博士
占比超过30%，多位会员为宁波市领军拔尖人才。今
年，由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牵头，还将筹建宁波
市柔性电子学会。通过充实学会库，为人才和创新

“栽树工程”配套推出“扎根”服务。
今年4月，宁波市科协在北京与15家国家级学会

负责人召开“科创中国”宁波试点工作座谈会，就相关
工作作了进一步对接，得到国家级学会大力支持。

跨层跨区建连接，瞄准目标争双赢

在中国林学会的支持下，宁波市科协与贵州省
黔西南州科协、吉林省延边州科协组建跨省域的

“中国林学会甬黔延林业科技经济联合体”。 联合体
聚焦当地林特产业，开展科技服务与学术交流，促
进林产品绿色生产和异地交流销售，努力为地方林
特产业发展提供长效服务，形成具有新时代特色的
跨界融合服务模式，提升科技创新支撑服务能力。

组织三地科协所属学 （协） 会助力脱贫攻坚，养
鹅、种蘑菇项目在结对地区开花结果受欢迎；根据

“甬舟一体化”和“山海协作”工作要求，宁波市科
协分别与舟山市科协、丽水市科协签署合作备忘
录，共同打造科技经济融合服务地方产业发展、高
层次人才资源引入、高端学术交流合作的资源共享
新格局。宁波市科协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
格局，参与由上海市杨浦区科协、江苏无锡市科
协、浙江嘉兴市科协、安徽铜陵市科协共同发起成
立的“长三角区域创新组织”，加强长三角区域“科
创中国”试点城市间合作与交流，整合资源、集聚
智慧、形成合力，稳步推进“科创中国”试点工作。

部门协同创试点，科技服务成合力

围绕宁波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宁波市科协联
合市委组织部人才办、科技局、经信局、教育局、
金融办等单位形成合力。与宁波市科技局签订《协
同推进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建设备忘录》，联合开展

“百日百场”院企对接活动，组织引进71家产业技术
研究院与企业对接。推动各产业技术研究院更多科
技成果在宁波落地转化，加力加速融入宁波发展，
在“卡脖子”核心技术攻关、进口替代技术产品攻
关等方面“揭榜挂帅”，打通技术升级堵点，实现合
作共赢。市科协与市经信局聚焦“制造业单项冠军
之城建设”联合开展科技服务工作，先后与 37 家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开展技术对接，解决技术问题 16
个，达成合作意向19项。“科创中国”宁波试点工作
已形成政府牵头、部门协同、突出重点、全面实施
的工作格局。

组织高校连乡镇，镇校结对促发展

针对街道乡镇企业科技人员相对较少、技术问
题解决途径缺乏等问题，按照宁波市委市政府“三
服务”工作部署，宁波市科协积极鼓励市属高校科
协发挥学科特长，组织优势科技团队技术下沉，与
具有产业特色的乡镇 （街道） 结对，开展“镇校结
对”工作，探索“乡镇出题、高校答题、互利共
赢”的镇校结对合作新模式。协助乡镇 （街道） 为

企业开展战略咨询、科技攻关、人才培训、成果转
化、学术交流等科技服务，支持基层“三长”作用
发挥，助力乡村振兴，为基层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
支撑。2020 年，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浙江万
里学院、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5所高
校分别与 5 个区 （县） 市产业特色明显的乡镇 （街
道） 结对，开展技术服务。今年，宁波市科协继续
鼓励高校科协开展此项工作，目前，已经收到 10 家
单位的项目申报。

科协组织连企业，园区楼宇赋新能

在新的经济业态下，工业社区和科技楼宇成为新
经济模式下具有代表性的科技工作者聚集地。

今年1月，宁波市科协将北仑模具园区工业社区
科协组织体系化建设列入科协创新试点工作。该创
新试点围绕探索推进基层科协体系建设，以科技创新
赋能工业社区为切入点，通过社区化治理、集成式服
务的“工业社区治理”模式，对科协基层治理体系进行
重构和优化，从而整合协调科协各类资源下沉到企业
一线，开通科协组织服务企业的“直通车”。

当科技地产打造出的立体产业园区，其招商和
孵化的空间饱和之后，如何激活提升存量、集约式

导入创新资源，成为产业园区经营管理者的必然选
择。5 月 14 日，永强大厦楼宇科协在鄞州区南部商
务区成立。楼宇科协的成立，能够进一步发挥科技
人才的集聚效应，推动楼宇科技进步和经济效益提
高，对楼宇中企业会员走创新之路意义重大。永强
大厦楼宇科协的成立，是科协在基层组织建设上的
一次创新尝试，填补了宁波市乃至全省空白。

2021 年，宁波市科协进一步搭建国家 （省） 级
学会高端智力导入平台，服务宁波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鼓励和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科创中国”
宁波试点工作。创新布局“科创中国·宁波”创新服
务平台建设，新建 1 家“科创中国·宁波”综合服务
体、5 家“科创中国·宁波”创新基地、10 家“科创
中国·宁波”产业创新服务中心。

宁波市科协 “五连”（连学会、连城市、连部
门、连乡镇、连企业） 创新模式，实现将国家级学
会资源连接专业化市场化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探
索科技社团服务实体化和市场化的新模式，建立服
务科技经济融合的长效机制。目前，宁波市科协完
成三类创新服务平台的申报和评审工作，下一步将
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大力推进“科创中国”宁波试
点工作，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创新资源。

本报记者徐军 通讯员 叶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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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发布了中国科协第二批“科创中国”试
点城市名单，温州市成功入选。距离获批“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已有一个月时间，温州的“科创
中国”试点工作进展如何？接下来温州在创建过程中还将放出哪些大招？

日前，记者走访了温州市科协及相关单位，充分了解温州创建“科创中国”试点城市的“进
行时”和“未来时”。

以青科会为载体 推动“科创中国”试点落地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落地
打造民营经济发展“升级版”

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民营经济发祥
地，是全国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近年来，
温州通过系统构建“一区一廊一会一室”创新格
局，大力推动科技创新赋能民营经济发展，积极打
造结构更优、动力更强、质量更高的民营经济“升
级版”。其中，“一会”即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是
推动“科创中国”在温州落地的主要载体。

在“科创中国”助力下，温州通过系统构建
“一区一廊一会一室”创新格局，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致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贺信精神，推动科学
家、企业家、创投家“三界”深度融合，加速打造

“一园一城一中心”青科双创版图，助推科技成果加
速落地转化，加快从传统发展的路径依赖转向依靠
人才、依靠创新上来。据悉，2020 年世界青科会签
订的 7 个战略合作协议、15 个高能级创新平台已全
部落地，领军型人才产业化项目落地127个，引进高
层次人才410位，成果落地率达90%。

此次入选“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充分肯定了
温州以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为主要载体推动“科创
中国”在地方落地的这一做法。温州市科协有关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抓好温州“科创中国”试点建
设，探索建设科技经济融合组织体系和开展科技精

准服务等方面的“温州经验”，把世界青年科学家峰
会打造成为会地合作推进“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创
建样本。

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机制
打通科技服务供需通道

城市发展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的支撑。温州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峰会及“科创中国”试点城
市创建工作，成立峰会专班和“科创中国”温州试
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统
筹国家、省、市关于科技创新的政策资源；发挥

“科技特派员、科技联络员、助企服务员”三类主体
作用，指导、帮助重点企业用好“科创中国”平台
资源，发布企业需求，对接专家服务，达成技术交
易、成果转化、项目合作等；建好“科创中国”平
台市级分站，实现国家、省、市、县数据库四级联
动，融通温州市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温州市科技交
易大市场等各类平台，链接百万级的企业主体，打
造“科创中国”平台温州市分站。

为了畅通企会对接渠道，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温州将探索“科技联络员+科技顾问”服务模式，畅
通企业与全国学会等科技组织对接联系渠道。同
时，打通科技服务供需通道，围绕“5+5”产业，探
索学校、研究机构、企业等多方融合的建会机制，

成立一批科技经济融合类学会，通过开展学术交
流、技术研讨、政策咨询等，助力行业创新发展。

“以温州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依托国家级、省
级学会资源，遴选龙头企业、地方高校院所、行业
协会等科创力量，持续组建一批学会产业创新联合
体，开展技术交流、成果转化、咨询服务、人才推
介等一体化服务。”温州市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确保各类创新资源要素向基层、向企业聚合，提升
集成服务效能，推进学会科技成果项目落地转化，
有效开展技术攻关、项目合作、人才培养，帮助地
方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技术创新力，拓展高质量发展
新空间。

拓展智库服务领域
构建“三智驱动”人才格局

如何打破时空限制，持续引“智”来温？放大
青科会效应，拓宽引进科技人才项目渠道。树立

“青科会”品牌，打造集聚全球高端智力资源的峰会
品牌、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加强国际科技合
作的示范样板；探索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引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办会新模式，设立海外
人才联络站点、海智工作站、国际青年人才工作
站，吸引一批海内外人才项目落地温州，推动人才
链、创新链、产业链体系联通。同时，举办全球青
年科技领袖圆桌会、青年创新论坛、硬科技投融资
对接会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活动赛事，集聚海内外
人才项目落地温州。

所谓“三智驱动”人才格局构建，就是继续加
大学会智力、院士智力、海外智力对接力度，助推
新旧动能转换。组织开展“院士专家温州行”活
动，围绕温州产业发展需求，整合国内外、国家省
市专家人才资源，常态化举办人才、项目、技术对
接会；对接引进国家级学会资源，举办高端学术交
流、前沿科技推介、项目成果路演等活动；促进企
业家“所需”和科学家“所能”有效对接，围绕院
士专家智力集聚，针对企业规模、需求的不同，加
快院士工作站、专家工作站、博士创新站等“三
站”建设。

集聚院士专家高端智力，重点支持智能装备产
业、生命健康产业，培育发展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等三大产业集
群，推动实现“科创中国”平台建设效用最大化。

结合实际推进“院士之家”建设，“瓯越院士之家”
作为温州首个“院士之家”，是温州市引进集聚高端
智力资源、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目前，“瓯越院士之家”已迎来叶志镇、杨华勇、石
碧、李校堃、李俊贤、陈文兴、宋伟宏、李颉等 11
位院士。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营造良好科创氛围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制定更为开放更为宽松的
人才政策，促进技术成果在温交易，技术服务机构
在温发展，为落地的科创人才、科创项目、科创平
台提供保障条件。将“科创中国”试点工作所涉人
才、项目纳入温州“人才新政 40 条”“510 计划”

“温州产业政策 2.0 版”等一揽子政策支持范围。同
时，积极探索具有温州特色的“科创中国”试点工
作专项支持机制，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落实
有关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激发科技人员加大科
技成果转化力度。

扎实推进科技人才、项目、平台的落地服务，
“我们将积极引入‘科创中国’创新资源，建平台、
解难题、促转化、助创业。”温州市科协有关负责人
表示，“打通国内外技术人才资源下沉渠道，打通产
学研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把创新要素引向基
层、引向企业，服务区域科技创新和新动能引育，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作为温
州推动科创中国在温州落地的主要载体，要全力做
好“后峰会文章”，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平台项目从量
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提升，
把峰会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创新成
果、制度成果，让峰会成果释放出巨大的溢出效应。

建立完善健全的体制机制，确保“科创中国”
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构建企业、园区、政府部门、
高校院所等各类主体共同参与的运行和保障机制，
市、县 （市、区） 财政、各类主体等统筹安排资金
支持，尤其是对“科创中国”项目给予科技金融支
持，引导科创基金、创业投资机构、科技支行、民
营科技小贷、民营科技融资租赁机构形式对“科创
中国”科技经济融合项目、人才创业项目提供融资
服务，加速项目落地。

本报记者 徐慧敏

组织赋能，联合强能。近年来，宁波市科协通过“科创中国”试点工作，探索“五连”（连
学会、连城市、连部门、连乡镇、连企业）模式，努力实现应连尽连，完善科协组织体系，发挥组
织优势，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创新“五连”模式 促进科技经济融合

2月25～26日，省科协党组书记谢志远调研“科创中国”宁波试点工作。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等领导、院士专家参观中国基因药谷。

宁波

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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