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春三月，位于中国西南的巴蜀大
地，正在向“新”前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过
去一年，四川省的区域创新能力在全
国排位由第十二位上升到第十位，这
是一个综合指标。”3月8日，全国人大
代表、四川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吴
群刚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就科技成果而言，技术合同交易额、高
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瞪羚企
业的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可以看出，
四川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非常活跃，
成效很明显。

抓“两头”带“中间”
解决优势产业的技术难题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 新”与
“质”，如何利用科技写好高质量发展
故事？“新的一年，科技发展主要还是
考虑这几个方面——抓‘两头’带‘中间’。
一头就是在前端的供给方面，要抓科
技创新的源头活水，解决我省六大优
势产业当中需要克服的技术难题。”吴
群刚表示，通过集中攻关的方式，组织
科研的方式，突破一大批这样的技术，
来赋能产业发展。“另一头抓后端，大
力推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让创新
创造的成果能够应用到产业链当中
去。四川将大力推进‘聚源兴川’行
动，以其为抓手，让一些有转化潜能、
有产业带动能力的科技成果在川就地
转化，尽早发挥出对新质生产力的服
务支撑作用。”

“带‘中间’，主要是大力推进科技
创新成果的中试熟化。我们将在构建
全省的中试研发体系上下功夫，不但有
综合性的中试研发平台，还会分行业布
局一批中试研发平台。让我们专业的
中试工程师和相应的扶持资金项目在

中试平台上形成很好的化学反应，推动
这些成果能够抓紧从实验室到市场上
去产生价值、产生效益。”吴群刚说。

新科技、新产业，都是推动新质生
产力绘就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蓝图的
画笔，作为科教大省和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重要承载区，肩负国家战略使命
的四川，拥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天
优势”。“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方
式的颠覆性变革，是一种基于现代科
技和现代产业模式的、更高水平的现
代化生产力。”吴群刚说。

推动产业不断升级
支持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2024年全国两会，吴群刚带来了
四川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聚焦在打造新时代更
高水平天府粮仓的科技支撑上。国家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定位为农业
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区和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试验区。目前国务院分4
批在9个省份批复建设了9个国家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下称国家农高
区），但西南地区目前还没有。吴群刚
表示，前期四川已经从11个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中遴选成都温江、绵阳、乐山
等三个园区作为国家农高区的培育园
区，按照国家农高区的标准，完善基础
设施、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培育创新主
体、集聚创新资源，目前已经具备升级
创建国家农高区较好的基础。

“特别是成都温江农业科技园区，

已经建成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200余
个，汇聚院士等高层次人才近500人，
形成了以成都平原绿色高效现代都市
农业为主题、以农业生物技术创新为
特色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条件
十分成熟。”吴群刚建议，支持成都、绵
阳、乐山等地能够纳入创建序列，特别
是近期把成都温江农业科技园区优先
作为支持建设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具
体举措来创建国家农高区。

新质生产力也是绿色生产力。吴
群刚的第二个建议，是进一步健全完
善氢作为能源管理的制度体系。随着
我国氢能全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日趋
成熟，氢能目前被广泛应用于交通、发
电、工业等领域，氢能产业发展态势十
分迅猛。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全国层面已
经有必要调整完善有关的制度设计。”
吴群刚说，一是建议从国家层面健全
完善氢作为能源的管理制度体系，明
确能源部门作为氢能主要归口管理单
位，更加突出新的能源属性，对现有的
政策体系、审批流程等进行优化。二是
建议参照天然气、石油等现有能源管理
办法，在国家层面放宽在化工园区内制
氢的监管性质，允许在化工园区外开展
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三是进一步
加强对氢能科普宣传，强化社会舆论
引导，提升公众对氢能应用安全的认
知度，多措并举推动氢能产业健康有
序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受访者供图

吴群刚

大力推进科技成果的转移转
化，让创新创造的成果能够应用
到产业链当中去。四川将大力推
进“聚源兴川”行动，以其为抓手，
让一些有转化潜能、有产业带动
能力的科技成果在川就地转化，
尽早发挥出对新质生产力的服务
支撑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
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吴群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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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在这里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吴群刚：

发挥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李海生：

科技创新对解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尤为重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是涉及

复杂系统工程的重大科学问题。”
2024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
生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时表示，科技创新在解决黄
河流域大尺度复杂环境系统问题中
尤为重要。

近年来，黄河流域水质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黄河流域2023
年水质优良（I-III 类）断面比例为
91.0%，干流连续两年全线达到Ⅱ类
水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向
好，源头、三角洲等区域生物多样性稳
步提升。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改善
但仍面临诸多复杂问题

在看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的同时，李海生认为，黄河流域天生

“体弱多病”，仍面临生态环境脆弱敏
感、资源环境承载力弱、水资源水沙不
平衡、水—气—土—固复合污染、产业
倚能倚重等复杂生态环境问题，协同
推进流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任务依然艰巨。

李海生表示，科技可以发挥决策
层和执行层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通
过构建“政府主导—科技驱动—多元
协同”的立体化组织体系，将科技紧密
嵌入管理、治理和行业中，对上支撑国

家黄河生态保护治理科学决策，对下
通过在地方驻点科技帮扶，实现国家
政策措施和管理要求的快速落地，解
决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上热下冷中

梗阻”的问题。
“近年来黄河流域自然条件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很多问题的深层
次成因不明、机理不清，缺乏实用解决
技术。”李海生说，通过开展跨部门多
学科的联合攻关，将零散的成果系统
化，可以形成对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问
题的系统认知和科学判断，进而攻克
复杂流域系统治理的重大关键科技瓶
颈，科技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

去年的“六五环境日”，李海生在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山东
论坛上表示，为科技助力黄河重大国
家战略，生态环境部组建国家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合研究中
心（以下简称国家黄河中心），构建三
层次立体化的“1+X”组织模式。一是
由生态环境部相关业务部门组成的多
部门融合的领导层；二是由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和国内优势科研单位组成
的多学科交叉科技攻关团队；三是由
国家黄河中心和驻点团队、地方政府、
企业组成的社会多元共治网络。

23个共性项目联合攻关
32个城市开展驻点科技帮扶

作为国家黄河中心的主任，李海生
介绍，国家黄河中心围绕流域重大生态
环境问题开展23个共性项目联合攻
关，并在 32 个城市开展驻点科技帮

扶。在联合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初
步识别了黄河流域—区域—城市三级
生态环境问题，初步形成了流域生态、
环境、固废等多要素“一张图”，研发了
一批流域“增容—减污—降碳”关键技
术，立项和发布相关标准13项。

李海生介绍，国家黄河中心的研
究成果对上支撑了生态环境部有关
部门水生态调查评估、工业园区水污
染整治、农村黑臭水体和生活污水治
理、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等相关制度
制定和工作实施，共为国家和地方提
供政策建议34项、研究报告（工作方
案）等178份。对下通过驻点实现研究
成果的快速落地应用，支撑了30个城
市水体消劣达标及水质提升、18个城
市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等12项重点工
作，全面支撑了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
坚战。

据介绍，研究成果在重点区域实现
应用落地，如山西吕梁市驻点团队针
对汛期水质超标问题，采用了“水—
沙—污”协同溯源治理模式，经过为
期一年的治理，2023年吕梁市历史上
首次9条河流15个国考断面全部达到
优良水质。随着联合研究成果的社会
影响力不断提升，2023年国家黄河中
心运管部获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
小组颁发的第十一届“母亲河奖”（绿
色团队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代睿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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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天生“体弱多病”，
仍面临生态环境脆弱敏感、资源
环境承载力弱、水资源水沙不平
衡、水—气—土—固复合污染、
产业倚能倚重等复杂生态环境
问题，协同推进流域高水平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依然
艰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