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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助力山区26县跨
越式发展，11月9日，浙江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山区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在衢州举行。

会上，浙江银保监局、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发
布多项政策支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和山区 26 县
跨越式发展，包括《浙江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浙江银行业保险业支持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行
动方案（2021—2025年）》《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
办公室关于推广农户家庭资产负债表融资模式 进

一步深化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通知》等。
其中，《浙江银行业保险业支持 26 县跨越式高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明确，到 2025
年，力争山区26县各项贷款余额超过2万亿元，各项
贷款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存贷比高于全省县域
平均水平。结构上，涉农贷款余额新增5000亿元以
上，制造业贷款余额持续增长，普惠型小微企业贷
款、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绿色信
贷余额占比每年提高 1 个百分点，农户小额信用贷
款占农户小额贷款比重达到 60%以上，保险风险保
障金额稳步增加。

《方案》强调完善机制，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
要求政策性银行、大中型银行一级分行争取总行支
持，建立山区 26 县信贷审批绿色通道，提高审批效

率；合理下放审批权限，扩大山区 26 县分支机构产
品创新自主权；对山区26县分支机构实行财务资源
倾斜，适度提高山区 26 县不良贷款容忍度，优先核
销山区26县不良贷款。

《方案》要求当地监管部门“一县一策”制定银行
业保险业支持山区26县发展政策措施，并建立银行
保险机构支持山区 26 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统计监
测制度。

现场签订11项合作协议，涉及资金超380亿元。
本报记者 赵琦 通讯员 杨子君

2年引入近200家大农业大健康类企业

杭州首个农业双创平台交出高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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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到2025年力争各项贷款余额超2万亿元

山区26县喜纳一县一策金融“大礼包”

本报讯 11 月 10 日，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
道青芝坞石虎山 18 号的环浙大玉泉人工智能产业
带正式启用，石虎山机器人创新基地作为首个启用
园区正式揭牌。

西湖区环浙大人玉泉工智能产业带将依托浙江
大学玉泉校区控制学院、计算机学院等人工智能产
业相关的一流优势学科资源，突出“环玉泉校区”的
区位优势，着力培育、发展和集聚一批特色鲜明、结
构优化、梯次渐进和市场竞争力强的人工智能企业，
打造人才链、产业链、资金链、技术链、服务链等“五
链融通”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圈。

石虎山机器人创新基地以“智能机器人与未来
科技”为主题，首期已挑选出 20 余个优质项目入
驻。目前已落地熊蓉教授领衔的智能协作机器人、
陈积明教授领衔的多智能体无人系统、侯迪波教授
领衔的智能检测机器人、刘勇教授领衔的自主无人
驾驶新工坊12个，入驻软体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生
物机器人等 10 余家机器人控制领域的行业先锋团
队项目。预计五年内培育或引进企业不少于50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不少于20家。

同时，西湖区政府与浙大计算机学院、软件学
院合作打造现代国际玉泉人工智能产业园。目前
园区入驻项目已开始启动招商。张克俊教授领衔
的智能艺术与设计平台项目、林博老师领衔的边缘
智能系统与装备项目等 10 余家浙大教师团队和人
才集聚项目也即将落地，预计五年内培育或引进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不少于10家。

此外，西湖区政府还筹划并积极打造五鑫宾馆
未来价值产业园项目，承载更多优质环浙大玉泉校

区项目入驻，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园区将聚
焦人工智能智能产业，以“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

为核心，打造“最具有辨识度”的人工智能产业园。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尉轩文

图为科研人员在基地里测试球型智能巡检机器人 龙巍 摄

本报讯“今年，我们之豇种业的农产品销售增
加了 25%。客户听说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浙江农
艺师学院的合作企业，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受到了
极大的欢迎。”在浙江省农业科创园，浙江之豇种业
副总经理夏熠瑾难掩自己的兴奋，向记者分享了入
驻园区以来公司取得的进展。

刚刚迎来开园两周年的浙江省农创园是杭州市上
城区依托浙江省农科院打造的杭州市首个农业创业创
新平台，实现了与省农科院人才资源、科研基地、公共
实验室平台等无缝对接，为解决农企技术需求、信息共
享、资金扶持和销售渠道等创业创新难的“卡脖子”问
题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与精准的双创服务。

李长斌是华农（浙江）设计规划有限公司法人，
去年9月，他只身一人来到杭州，作为重点孵化对象

入驻省农创园省级星创天地，从刚开始20平方米的
办公场地到目前的将近 200 平方办公场地，团队已
经发展到18人，相继签约重大项目7项。

也是在去年，入驻企业杭州乐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成功申领到“火炬创新券”4.5 万元。“‘创新券’
为企业节约了成本，让我们可以将更多资金投入到
研发中去。”乐毅生物总经理叶贤文说。

从农业类企业到生物医药等非农企业，截至目
前，省农创园全面引入大农业大健康类企业累计178
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省级科技型中小企
业10家，“星创天地”入驻创客团队30余个。

“农业的生命周期非常长，如果没有长期的接触，
企业和科研人员之间很难建立起信任，农创园就是提
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浙江省农创园董事长陈小龙说。

“园区发展离不开属地政府的支持。”陈小龙介
绍说，去年，上城区发布《杭州市上城区进一步加强
科技创新促进转型升级的若干扶持政策》，在培育创
新主体、改善创新环境，鼓励科技孵化体系建设、打
造创业创新基地，鼓励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等方面给予园区和入园企业有力的政策扶持。除
人才政策、优企奖励政策等之外，上城区还给予园区
税收“三免两减半”政策，切实帮助园区引进上下游
关联企业。

据了解，上城区正逐步建设形成“产学研用金、
才政介美云”十联动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促进以省
农创园为代表的孵化器的不断壮大，技术牵引成果
转化周期的不断加快。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潘迪青 李振禾

国际议题 中国声音 科学特质

2021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明日开幕

本报讯 2021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将于明日上
午开幕。预计将有 600 位嘉宾出席开幕式，包括诺
奖级顶尖科学家、国内外院士、省鲲鹏计划获得者等
近400位嘉宾。

记者从青科会执委办获悉，开幕式注重凸显“国
际议题、中国声音、科学特质”，设置“领导致辞”“青
年行动”“主旨报告”三个环节。国际科学理事会主

席彼得·格拉克曼、钟南山院士将作视频致辞，能源
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科曼，国际纯粹与应用
物理学联合会主席、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社会基金
会主席斯皮罗将作视频专题报告。

世界青年科学家奖项筹备、世界青年科学家成
长基金会成立、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筹备将作为
2021青科会的三大重点任务在开幕式中展示。世界
青年科学家峰会会址和全球气候变化青年行动纲要
将在开幕式中发布。开幕式期间还将举办对话未来
暨暑期学校计划全球发布仪式。

今年青科会因受疫情影响，推出“线上线下结
合、境内境外互动”办会模式，将线下活动优化调整
为“2+5”，“2”即青科会开幕式和青科会会址开工仪

式，“5”即大健康论坛、脑健康与功能康复国际论坛、
全球青年科技领袖圆桌会暨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π
社区成立仪式、国际急救与灾难医学高峰论坛以及
眼视光创新发展国际论坛暨第三届创新创业全球挑
战赛。

青科会执委办表示，2021 青科会成果将重点聚
焦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全力推进标志性成果，即青科
会奖项、青科成长基金会、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

“暑期学校”项目的筹备和推进，二是加快实现“十百
千万亿”任务目标，即新增10个高能级创新平台、落
地100个人才产业化项目、引进1000位高层次人才、
服务10000家企业、新增10亿元科创基金。

本报记者 叶扬

本报讯 近日公布的《2020 年
度浙江省县 （市、区） 科技进步
统计监测报告》 显示，常山县转
型升级指数进步排名在全省 90 个
县 （市、区） 第 6；全社会 R&D
经费投入 2.65 亿元，同比增长
152.3%，增幅位列全省第5；规上
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出占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149.9%，增幅位列全
省第7，比2019年提升0.54个百分
点，位列全省第4。

精细化服务促活力。常山县
开展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清零
行动，建立“科技保姆”服务长
效机制，采用班子带队、包企到
组方式，将全县130家规上企业按
规模、行业、研发实力等情况进
行分类，对亿元以上企业、研发
潜力大、研发为零等重点企业配
强服务力量月月跟踪，摸清研发
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底数，
梳理问题清单。突出科技政策

“新十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
政策宣传，提升企业研发内生动
力。加强每月月初、25 日月度统
计日等重要节点的服务，指导企
业形成研发投入有计划、统计归
集底数齐的良性循环。

专业化支撑强能力。常山县坚
持点上因企施策和面上政策培训相
结合，与2家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
开展合作，根据企业项目、产品等
情况提供量身定制服务，面对面帮
助企业挖掘研发技术点，指导研发
项目立项和归集指导，提高数据有
效性，今年以来，走访企业700余
人次。年初召开全县规上工业企业
政策培训会，邀请省、市专家领导
来常授课，提升企业对科技政策理
解的深度和运用的能力。开展规上
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奖补和科技创新
券奖补兑现工作，发挥政策激励作
用引导企业依靠自主研发谋求发展。

联动化保障提潜力。常山县还
积极参加工业项目预审会决策会，
对照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对
入库项目类别进行把关，力争高新
技术产业项目颗粒归仓，提高项目
存量。与开发区、经信和相关乡镇
（街道） 紧密对接，加快推进在库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项目建设进度。
对在库的有效投资项目做好投资纳
统归类指导，力争应统尽统，稳定
预期增长。1-9月份，新增高新技
术产业投资目录入库项目18个。

通讯员 叶琴 本报记者 郑谦

本报讯 11月6日，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设立长三
角 （湖州） 产业合作区。据介绍，长三角 （湖州） 产
业合作区是湖州继南太湖新区之后又一重大能级平
台，是湖州深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主战场、主平台。

此前，《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总体规划》已
正式发布。《规划》提出，湖州将紧紧围绕打造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样板区、新兴产业集聚区、创新
成果承载区、省际一体化先行区和长三角中轴枢纽区
的目标定位，以“大区域谋地位、中区域谋统筹、小
区域谋布局”为工作思路，明确了“生态共保共育、
功能共享互补、交通互联互通、产业合作共荣”的一
体化战略方向。

去年 6 月，《共建长三角产业合作区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在湖州签订，该合作区覆盖上海白茅岭农场和
江苏省宜兴市、溧阳市，浙江省长兴县、安吉县，安
徽省广德市、郎溪县区域，是目前唯一的一市三省都
涉及到的产业平台。

长三角 （湖州） 产业合作区地处宁湖杭生态经济
带和南太湖大通道十字走廊交汇点，地理条件优越，
区位优势明显，对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融合、
增强欠发达区域高水平建设动能，打造长三角中西部

“新门户区”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其总体规划，长三角 （湖州） 产业合作区将

构建“一链一集群”的产业合作导向，实现产业共荣
共兴。一条创新链，依托中部自然生态本底，植入创
新研发产业，服务于产业创新，实现就地孵化。一个
产业集群，依托长兴、安吉、广德既有的装备制造、
新材料及新能源产业，加大产业合作，打造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现代装备制造及新材料产业集群，引领长三
角产业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培育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两大主导产业，关注氢能源、生命健康等一批前沿
机会产业，配套发展科创服务、教育创新、供应链服
务 （物流） 等现代服务产业。同时， 依托合作区产业
导向，围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推
进产业、能源、建筑、交通、生活、生态等领域的低
碳化，打造长三角具有示范作用的低碳园区小镇。

据了解，湖州将围绕《规划》内容，在开放合作
上彰显大格局，在产业培育上铸强大引擎，在项目双
进上拿出大手笔，在营商环境上实现大提升，在统筹
联动上奏响大合唱，奋力将长三角 （湖州） 产业合作
区（筹）打造成长三角绿色智造中心。 叶诗蕾 王世琪

湖州深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主战场主平台

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设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