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越欣

7月5日，中共绵阳市委第七届十
一次全会召开。这是绵阳首次以全会
形式安排部署“科技创新”工作，并明确
了七项措施以推动绵阳国家科技创新
先行示范区的建设。其中，打造全过程
创新生态链便是七项措施之一。

“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是从内部管理
上推动和激发创新，而营造良好创新生
态则是从外部服务上保障和促进创新。”
全会上，绵阳市委书记罗增斌精准解读

“打造全过程创新生态链”的要义，并通
过讨论决定，绵阳将从优化政务环境、市
场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进行安排部署，
推动创新要素顺畅流动、创新资源高效
配置、创新氛围浓厚活跃，着力打造高效
协同、开放多元的创新生态。

营造支撑有力的政务环境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护航

选择在哪里投资发展？对于企业
来说，当地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
考量因素。对于各地政府来说，要提升
营商环境，政务环境是关键领域。

绵阳将着重从强化财税支持和提
高服务保障能力入手，营造支撑有力的
政务环境。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强化
财税支持，关键是要提升精准性和有效
性。因此，绵阳市、县两级财政将对应
用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等给予重
点支持。

在提高服务保障力方面，绵阳将推动
数字政府建设，深化“一网通办”前提下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各类创新主体办
理证照、税务、社保等开设“绿色通道”；探
索开展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新型工业用
地、用地弹性出让、先租后让和租赁等灵
活用地模式，强化创新创业用地保障。

营造活跃规范的市场环境
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配置

科技创新活动具有周期长、风险高、
投入大等特点，离开金融支持就难以持
续。因此，在打造全过程生态链方面，绵

阳的第二条路径便是营造活跃规范的市
场环境，以推动创新资源高效配置。

在具体实施上，绵阳将吸引投资管
理机构来绵发展，鼓励各类投资管理机
构在科技企业、科技研发上投资基金；
并通过争取组建科技银行和发展科技
支行等专营机构，探索构建“科创投”

“科创贷”“科创保”“科创券”“科创贴”
“五创”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
充足的资金保障。

“希望对知识产权保护能‘更严’。”
在四川中久防务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
部长杨燕看来，知识产权是创新的重要
要素，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而
绵阳将建设中国（绵阳）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依法实施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同
时还将通过四川（绵阳）知识产权公共
服务平台，促进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市场
化、专业化，推动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
和知识产权资本化。

营造崇尚创新的社会环境
为创新凝聚合力

去年，首届科学家精神论坛在绵阳
梓潼举行。参会嘉宾纷纷表示，挖掘科
学家精神的时代价值，大力弘扬科学家
精神，是如今梓潼乃至绵阳科技发展的
应有之意。营造崇尚创新的社会环境
能够为创新凝聚合力、厚植潜力。

改革由表及里。绵阳作为中国唯
一科技城，首先城市应该充满创新气息，
让人们能有直观的、切身的科技感。在
这方面，绵阳将把科技元素应用展现贯
穿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方面、各环节，
进一步体现科技城的“科技范儿”。

此外，绵阳将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加
快科学精神和创新价值传播塑造，传承
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定期召开科技创新大会、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厚植创新文化土壤。同时绵阳也
将办好全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科普
活动月等活动，推动科普社会化，引导
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志向，
提升公民科学素养，营造人人都说科
技、讲科技的浓郁社会风气。

在绵科技企业生产作业中。绵阳高新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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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四川精上缝纫机有限公司取得年销售1.1亿元的好成绩，并从科技型中小企业转型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取得了50余项专利。
“今年，公司将加快新厂房建设，预计产值能达到2亿元。”对于企业发展，公司负责人张章生充满了信心。
这样的信心，来源于政府为企业服好务的决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越欣

2020年，绵阳市净增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106家，总数达到446家，认定申
报数、净增数与通过率均创历史新高，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1375家。

这样的成绩单在绵阳市委书记罗
增斌眼里仍不够靓丽。在7月5日召开
的中共绵阳市委第七届十一次全会上，
罗增斌坦言，绵阳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还
不足、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全会审议通过
了《中共绵阳市委关于加快建设国家科
技创新先行示范区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决定》，提出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动力。
对于当前正处于培育发展新动能、塑造
发展新优势关键期的绵阳，又将如何培
育建强各类创新主体，激发活力动力呢？

谁来创新？
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一个都不能少

要想将科技资源转化为新动能，关
键在于创新主体。创新主体是创新活
动的直接承担者，其活力动力直接决定
创新发展的整体效能。创新主体活力
动力从何而来？

在绵阳市科技局相关领导看来，企
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一个都不能
少。其中，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
的重要力量，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
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中处于主体地
位。“企业一头连着科研，一头连着市
场，是最活跃的创新主体。”绵阳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兰劲说。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创新的基础力
量，在创新源头供给和人才供给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目前，绵阳拥有 18 家国
家级科研院所、28 名“两院”院士以及
包括西南科技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

“西南科技大学有3.8万年轻人，创
新的活力就在他们身上。”西南科技大
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提倡和鼓励研

发课题面向企业和市场，明确实行“先
确权、后转化”的成果转化机制，最大限
度地保证职务发明人的个人权益，立足
科技成果转化为实效。

据悉，西南科技大学目前已累计获
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52 项，授权国家发
明专利96项。

如何激发？
坚持抓好“三大主体”

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去年4月，绵阳沃思测控技术有限
公司入选四川省首批“瞪羚企业”。作
为绵阳市唯一入选企业，沃思测控“决
胜”的关键在于对研发创新的重视，其

研发的海底柔性复合输油软管在线测
控技术填补了世界空白。

沃思测控的成功正是绵阳加强创
新主体培育、激发创新活力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绵阳强力推进创新主体培
育，坚持抓好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三
大主体”，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

在企业方面，绵阳将组建龙头企业
牵头、科研院所和高校支撑、各创新主
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培育科技型
领军企业和创新型头部企业，着力提升
绵阳企业科技创新的层次水平，打造绵
阳企业的“科技高峰”；同时将实施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国家级科技
型中小企业培育计划，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计
划，推动科技创新企业不断涌现，打造
绵阳企业的“科技高原”。

在高校方面，将提升高校创新实
力，鼓励在绵高校冲刺国家“双一流”学
科，支持优先发展与绵阳产业实际相契
合的学科专业，推动在绵高校由教学型
大学向教学科研型大学转型。

在科研院所方面，绵阳将大力推进
“招院引所”，更大力度吸引国内外科研
院所、知名高校和龙头企业等迁入或在
绵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区域总部、
研发平台和创新载体，发展创新型经济。

解码绵阳打造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从外部服务上保障促进创新

激起“源头活水”

绵阳立足三大主体促进科创高质量发展

西南科技大学。图据学校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