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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雁”招“新雁”

“我们公司是由‘头雁’领衔的一家集食药
两用昆虫繁殖研发、产品加工销售、药用观赏
植物种质资源收集、动植物标本制作展示于一
体的创新型民营企业。我们这次要招聘一批本
科或研究生以上的人才，实行年薪加各种奖
金、股份，年总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欢迎各位
农林专业的毕业生加盟…… ”日前，在浙江农
林大学举行的浙江省山区海岛县专场招聘会
上，来自浙江森林之宝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当天招聘会上，包括杭州碳龙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井田农社 （杭州）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德清东山生态林场有限公司等一批由

“头雁”创办的涉农企业，吸引了不少应届毕业
生的关注。 陈胜伟

钱塘（新）区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启动建设

杭州高能级创新生态“大圈”画定
本报讯 10月 16日，杭州市钱塘（新）区环大学

城创新生态圈建设正式启动，钱塘将立足本地高校
和产业资源优势，推进五大方面 16项子行动，构建
科技成果全域产业化机制。同时，《钱塘（新）区环大
学城创新生态圈若干扶持意见（试行）》在会上发布，
为创新生态圈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钱塘（新）区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建设的启动，
标志着杭州四个高能级创新生态圈已全部启动，超
额完成了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目标任务。”杭
州市副市长胥伟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

在加快构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选地的进程
中，杭州今年全面启动了环大学、环重大科创平台创
新生态圈建设，构建了“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的
协同创新机制。随着钱塘（新）区环大学城创新生态
圈正式启动建设，意味着杭州四大创新生态圈建设
全部按下“加速键”，为杭州加快构筑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首选地画了一个圆满的“大圈”。

3月1日，西湖区发布“环紫金港创新生态圈”紫
金港科技城推进计划，以浙江大学、西湖大学为核
心，将通过实施六大行动，联合西湖区两大高校、各
科研院所、科技企业、专家及社会力量，建立“科学
家+企业家+投资家”的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孵
化机制，建设“中国新型大学第一城”。

4月 11日，杭州高新区（滨江）发布环大设施创
新生态圈行动方案，以国际零磁科学谷 2平方公里
规划区域为核心策源区，以智慧新天地、白马湖生态
创意城、智造供给小镇、滨萧特别合作园视觉智能园
区等环绕区域为联动发展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创新，形成宜创宜业宜居城市新空间。

今年 5月底，余杭区发布环之江实验室创新生
态圈建设行动方案，未来在杭州文一西路沿线，将以
之江实验室为核心，集聚创新生活，推动科研重器集
群优势向新质生产力发展胜势攀升，加快打造全球
创新策源地、创新人才蓄水池、成果转化首选地。

胥伟华希望，钱塘（新）区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
在打造“教科人”“政校企”合作标志性窗口、推进高
质量融合发展、深化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机制等方面，
展现新优势，塑造新格局，吸引更多科技成果在钱塘
区孵化、更多优秀大学生留区就业、更多优质项目扎
根发展。根据现场发布的《钱塘（新）区环大学城创
新生态圈建设方案（2024—2026）》，钱塘新区将围绕
教科人一体、产学研协同的核心思路，以钱塘大学城
为总牵引，构建“一核一轴驱动、一圈双域联动”的发
展格局。其中，“一核”为高水平建设创新圈核心力
量，“一轴”为高站位打造2号大街科创轴，“一圈”为
高质量建设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

方案提出，到 2026年，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以
内的高校累计获评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30个、技术
交易额突破25亿元；全区R&D投入强度达5.4%，实
现技术交易额230亿元。

此外，钱塘将成功孵化并落地 100家由高校转
化的科技型企业，引进超过400个校友经济项目，使
校友企业数量突破 1000家，并力争吸引超过 10000
名区内高校大学生留区就业创业。

为保障创新生态圈建设的顺利推进，钱塘出台了
《钱塘（新）区环大学城创新生态圈若干扶持意见（试
行）》，为提能造峰、平台载体、共享联合、专业服务四大
类对象提供扶持政策，旨在通过精准的政策扶持，激发
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根据《扶持意见》，
钱塘将对区级科研计划类项目、产学研类项目给予单
个项目最高50万元的奖励，以鼓励高校和企业围绕
钱塘主导产业开展关键技术突破和创新创业。

钱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环大学城创
新生态圈的建设，新区将全力打造杭州市科技成果
转化首选地先行区、全省重要的产业创新中心，力争
成为全省创新版图的核心枢纽。钱塘将充分发挥高
校、企业、政府等多方力量，形成创新合力，推动钱塘
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姜慧君 胡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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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16日，浙江省召开
全省知识产权保护要情通报会，介绍
相关情况。

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目前，浙
江省专利授权总量 26.75万件，同比
增长7.48%，其中发明专利授权5.5万
件，同比增长 29.57%，高价值专利拥
有量达 14.8万件，同比增长 27%；有
效注册商标 471万件，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 4489件，农作物新品种 993件，
林草新品种 490件；已登记数据知识
产权 11447件，实现 4大类 20个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全覆盖，交易运用金额
42.17亿元；地理标志达 581件，地理
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主体3050家；全省
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一审服判息诉率
达92.31%，知识产权检察专门办案组
织覆盖率达 88%，知识产权保护满意
度86.59分，再创历史最佳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持续提升
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在国家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发布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第三批典型案例中，浙江省开展专利
公开实施制度创新、以“版权 A I 智
审”赋能版权保护提质增效、开展“浙
江知产警官”品牌建设等 3个案例入
围，供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在推进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中综合借鉴，成
为连续3年获得向全国复制推广典型
案例最多的省份，连续第4年获中央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检查考核优秀和全国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绩效考核第
一，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领跑全国。

上个月，温州、绍兴成为继杭州、
宁波之后第二批获批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示范区建设的城市，浙江省示范
区总量位居全国第一且是唯一4地入
选省份。目前，示范区聚焦数字经
济、制造业、民营经济、枫桥式知识产
权治理，已形成15项中期评估标志性
成果。

为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
浙江还持续优化知识产权转化应
用。全省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持
续提升，5681件高校院所高价值专利
实现转化，5000家中小微企业纳入专
利产业促进中小企业成长“金种子”
计划，418件产品入选全国专利密集
型产品清单，今年已实现专利、商标
质 押 融 资 项 目 4390 个 ，担 保 金 额
1373 亿元，普惠贷款涉及企业 2335
家，专利转让许可达 5.18万件次。此
外，浙江省首批 34个知识产权软科学项目启动，2所高
校获准设立全国首批知识产权专业硕士学位点，首批 8
家知识产权培训基地启动建设。

此外，浙江先后出台《从事知识产权检验检测工作
规范指引》《从事知识产权鉴定工作规范指引》《浙江省
知识产权行政裁决简易程序规定（试行）》《浙江省重点
商标保护名录管理办法（试行）》4项全国首创制度。有
力推进知识产权获权维权双快行动，新增投入运行6家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维中心，获批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及
零部件制造、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专利预审服务38个
产业领域、362个发明专利 IPC分类号，专利快速获权全
面覆盖315科技创新体系和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专利
预审服务能力位列全国前三。全省域推行知识产权行
政裁决简易程序，创新推出“独任审理”“先行比对”“径
行裁决”等便利当事人的举措，已通过简易程序办理案
件 142件，办案周期比法定周期大幅压减 50%以上。建
设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中心，上线数据知识产权一体化服
务平台“数知通”，联合金融监管部门推出数据知识产权
贷，会同财政部门推进数据知识产权作为数据资产入
表，联动“产业大脑”“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中科院科学
数据总中心”，推进重点领域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运用。
落地落实《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以西班牙“里奥哈”葡萄
酒为单品试点，建设全国首个中欧地理标志产品互保中
心，打造地理标志保护浙江新样板。

会上，浙江省质量标准和知识产权强省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还发布了6件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以案说法，使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有更具体的认
识、更深层的理解。 本报记者 王航飞 通讯员 市闻

第三期浙江国际金融学术沙龙在甬举行

探讨数字金融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10月 15日，由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科

技金融时报、宁波市数字金融产教融合联盟、宁波财
经学院金融与信息学院等联合举办的第三期（2024）
浙江国际金融学术沙龙暨数字金融与产业高质量发
展研讨会在宁波财经学院举行。来自浙江省及宁波
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联盟成员单位的高校专家学
者、金融行业与实体经济企业家会员200余人集聚一
堂，共同探讨数字金融的最新发展趋势、挑战与对策。

数字金融作为金融领域的新兴力量，正以其独
特的优势深刻改变着金融业态和产业发展格局。宁
波财经学院副校长蒋天颖，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顾
问、杭州海关原总工程师余月其在会上致辞，共同指出
当前数字金融的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希冀业
界同仁从如何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如何推动

数字金融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如何加强金融监管和风
险防控等3个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分享经验、碰撞思
想，为数字金融与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专题报告环节，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钱水土、宁
波市金融办研究室主任陈嘉毅、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商学院教授马翔、宁波跨境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海平，分别围绕“数字智能时代耐心资本与新质生
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宁波实践”“新形势下金
融业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动能结构转换”“跨境电商物
流金融保险创新与应用实践”等议题进行了分享。
议题触及当前经济发展的前沿趋势，前瞻数字技术
在提升服务效率、助力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
不但为产业的战略规划提供创新策略和政策建议，
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在之后进行的学术沙龙环节，上海师范大学教
授束金龙、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李义超分别对《区块链
对供应链金融企业融资的影响——基于动态演化博
弈的分析》《银行流动性囤积对企业贷款利率的影响
——基于逐笔贷款合同数据的实证检验》2篇选自
2024年度的优秀学术论文进行点评，并展开专题研讨。

“数字金融作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重点议题，
正引领金融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浙江省特级
专家、浙江省国际金融学会会长金雪军对数字金融如
何推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进行了深度剖析。他表示，
深入探讨金融领域的创新研究及如何更好地为产业
高质量发展服务，有利于推动金融行业自身发展，对
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服务浙江经济社会转型
发展也大有裨益。 通讯员 谷宇 本报记者 陈浩飞

数字应用提升普惠金融惠及面

丽水存贷款总量突破万亿大关

本报讯 “我们抢抓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国
字号’改革机遇，带动全市存贷款总量突破万亿大
关，普惠小微、制造业、涉农等领域贷款实现快速增
长，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
持。”丽水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两周年
新闻发布会上，丽水市副市长蓝伶俐介绍。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两年来，丽水立足农业大
市、生态大市的区域特点，围绕金融+产业、金融+生
态、金融+共富三大改革主线，探索形成了“两小”创
业通和“取水贷”“浙丽林业碳汇贷”“企业生态信用
贷”“丽享担”等十大标志性改革成果，编制发布国
家、省、市金融标准17项。体现在普惠小微贷款上，
余额1603亿元，占比达35%。

上月，“外出创业无忧保”项目正式上线丽水市

“两小”创业通平台。由人保财险丽水市分公司牵头
的联合体，为平台上注册的经营面积1000平方米以
下正常经营的商户，提供店铺财产险、第三者公众险
和经营户人生意外险三方面公益性专属统保保障。
单户保额45万元，惠及7350家“两小”。

市域之外开小超市、小宾馆的个体工商户等小
微市场主体，是丽水人“出山向海闯天下”的主力军，
遍布全国31个省市区，带动就业超20万人。2022年
4月上线的丽水市“两小”创业通平台，撬动财政惠民
政策，首创尝试借助数字技术打破本地金融机构与
域外商户间的信息流、资金流障碍。

从“线上收单”的小切口入手，“两小”通过扫描
专属二维码或浙里办应用入口登录，完成注册和信
息认证后，便可选择合适的信贷产品。触发融资业
务申请后，平台将收单信息加工成商户经营状况走
势图推送至指定银行机构。信用贷款利率降幅逾
35.8%，贷款余额 44.52 亿元，户均授信金额增加
78%，累计回流资金484.4亿元。

人民银行丽水市分行依托丽水市信用信息服
务平台，推动“新农人增信计划”，协同大数据局、农
业农村局等部门，地毯式采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
信用信息，为中草药、茶叶、高山蔬果、水果、食用菌
等特色产业信息建档，跟进信贷和保险服务。同
时，指导金融机构在缙云、景宁推进“财政金融助力
扩中家庭项目”省级试点，建立对低保边缘户到家
庭年可支配收入 10万元区间家庭的财政金融支持
机制。

回到北溪村养兔的翁顺义夫妇，带动景宁县 21
个乡镇街道的200多户低收入农户创业致富。2020
年，他们与扶贫办合作，创立顺义养兔专业合作社，
投入 300多万元新建欧式兔笼现代化肉兔养殖基
地。景宁农商银行根据占地面积、年流水数据、生
产设备综合评估，授信 250 万元低利率的“政银
保”贷款，至今累计投放 810万元。1300多户农
户获得合作社赠送的 10~30只不等的兔仔，实现增
收105万元。 本报记者 赵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