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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莉

攻关核心技术，丰
富创新体系， 增强创新
磁场凝聚力

在合肥大蜀山西麓，有一座“X”造
型的建筑，象征着“探索未知”，是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先研院的所在地。记者日
前走进先研院的 B0 层创新成果展厅，
全生物基聚酯新材料 PEF、高精度深水
油气地震勘探采集装备、Loongnix 操作
系统……一系列高端创新成果让人眼
花缭乱。

“当前塑料污染综合治理迫在眉
睫，全生物基聚酯新材料 PEF 这一创新
成果的发明，就是对塑料污染‘亮剑’。
用农林废弃物经过生物糖化等系列技
术处理，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可降解的新
材料呋喃聚酯。 ”先研院杨晓龙告诉记
者，呋喃聚酯（PEF）是一种由可再生的
生物质原料制备而成的新型可降解塑
料，产品对人体安全，生产过程绿色环
保，是五大工程塑料之一 PET 的优良替
代品。 这个项目曾获第四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安徽省企业组二等奖等荣誉。

“过去的一年，尽管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我们的创新研发力度仍然不断
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丰硕。”中国科大先
研院常务副院长康宇介绍，2020 年，先
研院知识产权新增申请量 69 件， 同比
增长 53%。

强化创新驱动，科技创新是核心。
“十三五”以来，我省创新发展实现

历史性进步， 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
一方阵，“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和“一室一
中心”分平台建设立柱架梁，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 首轮全面创新
改革顺利收官，安徽创新馆启动运营。

“根据国家批复及《合肥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实施方案（2017-2020 年）》
等有关指导性文件，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建设进一步从‘设计图’转为‘施
工图’。着力丰富创新体系，增强创新磁
场凝聚力。 ”合肥市政府相关负责同志
表示。 依托新型研发机构、大科学装置

和交叉研究平台等重大创新平台，布局
一批科技攻关项目。

依托量子创新院，科学中心部署基
于星地广域网络的量子通信、半导体量
子计算、 分子量子精密测量等 18 个研
究项目。 依托能源研究院、人工智能研
究院等新型机构，部署面向能源小分子
高效催化剂研究、 核磁共振 MRI 超导
磁体系统装备、 大功率器件封装测试、
全脑尺度结构图谱系统、类脑芯片等一
批科技攻关项目。 依托聚变堆主机、合
肥先进光源等大科学装置建设团队，布
局超导电缆绞制、直线加速器、新型显
示光学膜材料国产化制备、高温超导磁
体等一批科技攻关项目。

三年多来，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科技成果 4 次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
展，6 次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1
次入选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1 次入
选国际物理学重大突破。

打通创新链条 ，推
动科技成果从“书架”走
上“货架”

“双极膜是一种新型离子交换膜，突
破了传统离子膜分离方面的单一功能，
赋予膜反应功能，在石油石化、煤化工、
脱硫等含盐废水资源化、酸碱分离、有机
酸生产等众多细分领域有很好的应用前
景，并且被认为是零排放关键技术。 ”中
国科大先研院功能膜研究团队负责人
说，从 2009 年至今团队开展双极膜制备
和应用技术开发， 突破国外双极膜技术
垄断， 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
能双极膜材料制备工艺， 建成双极膜中
试生产线， 膜产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旗
舰产品水平。 相关专利技术目前正评估
以无形资产作价入股成立公司实施成果
转化。

据了解，中国科大先研院目前已以
“双极膜的制备方法以及双极膜”和“基
于静电自组装的双极膜制备方法以及
双极膜”两项专利评估作价入股，投资
方以现金投资入股，共同组建合资公司
中科莘阳以推进“高性能双极膜的制备
与应用”的产业化进程。

以自主创新推动科技进步，实现科
技成果向生产力不断转化， 是创新发
展、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过去一年，中
国科大先研院有双极膜、大容量存储芯
片技术等 6 个项目 13 项专利产权进行
成果转化。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
我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跨越式发展
的战略支撑，坚定下好创新“先手棋”，
高标准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不断加快创新能力建设，持续深化体制
机制创新，着力打通“平台建设—科技
攻关—成果转化” 的融通创新链条，打
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打造出一个连接
上、中、下游的“创新丛林”。

“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合肥综合
性国家科学中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进国家
科学中心重大科技成果熟化转化，更多
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

“推动全省各地市积极对接国家科
学中心项目建设单位，承接 NK 细胞靶
向免疫药物开发、大口径高阈值光栅制
造技术、高性能双极膜制备及应用等一
批影响力大、较为成熟的重大科技成果
在全省多地转化落地，在此基础上面向
全省开展国家科学中心重大科技成果项
目入库工作， 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了论
证。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在大科学装置预研、建设、运行过
程中，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注重对
衍生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围绕全超导托
卡马克、聚变堆主机、稳态强磁场等大
科学装置，在质子医疗、轨道交通、空间
推进等领域开展技术开发，研发 SC200
超导回旋加速器、超导涡流制动、超导
磁悬浮、大功率微波等一批新技术新装
备，催生一批基于大装置及衍生技术发
展壮大的企业，带动行业技术进步和相
关产业发展。

激发创新活力，以
制度创新为牵引强化创
新供给

刘家俊是中国科大先研院的一名

硕士研究生，他目前在中国科大进行基
础课程学习，研二、研三就要去联合培
养单位进行项目研究。 他告诉记者：“这
非常符合我心目中将产业技术研究真
正市场化的设想，所以我当时选择报考
了这里。 ”

“我们探索工程类研究生培养新模
式，与平安科技、长鑫存储、龙芯中科等
28 家行业龙头企业签署人才培养协
议， 开展定制化应用型科技人才培养。
强化导师岗位管理，选聘了一批高水平
校内导师和实践导师 ， 建立健全专业
学位研究生 ‘双导师 ’队伍 。 ”先研院
党委常务副书记叶征介绍 ， 去年 11
月 ， 先研院成功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 根据先研院法定机构
建设试点方案精神， 先研院后期将被
赋予自然科研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自主
评审权， 畅通科研团队人才发展职业
通道。

人才是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创新驱
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为倾力打造人才
高地，合肥市先后出台合肥“科学中心
人才 20 条”、合肥“人才新政 8 条”等政
策，打造“养人之城”。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开展一
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探索， 以制度创新
为牵引，进一步强化创新供给。 探索首
席科学家制度，出台《关于实施新时代
“江淮英才计划”全面夯实创新发展人
才基础的若干意见 》， 选聘田志刚院
士、李建刚院士等为首席科学家，实行
首席科学家全权负责制， 量身定制研
发试验机构和创新平台， 赋予首席科
学家自主权等。

随着一批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重大科技成果先后在全省各地落地
实现产业化， 促进了当地产业链的补
缺、做强。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高技术产业化专项、“三重一创”等政策
叠加作用下，助推相关企业发展，先后
助力国盾量子、皖仪科技、蓝盾光电等
多个安徽科技企业在创业板、科创板上
市 ，2020 年安徽省新增上市企业 19
家，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 122 家， 位居
全国第九、中部第一，推动了我省创新
链与产业链的紧密融合，创新策源地作
用进一步显现。

我省坚定下好创新“先手棋”，高标准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

打造世界一流综合性创新平台

海关助力中药材走出国门

本报讯 （记者 郑莉）2020年12月29日，
安徽西农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一批2451千克、
货值5.92万元的茯苓顺利出口到马来西亚，
标志着安庆大别山地区的优质中药材开始
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

“大别山区中药材资源丰富，尤其是
茯苓、天麻、石菖蒲等‘明星’中药材。 在安
庆海关的指导和帮助下，公司将这些来自
大别山的优质中药材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销量非常好。 ”安徽西农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胡晓燕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国际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对中药

材的需求大幅增长。 为了抓住有利时机、
促进国产中药出口， 安庆海关积极行动，
主动对接企业需求，采取“一企一策”精准
帮扶政策，帮助辖区企业掌握中药材出口
检验检疫要求 ，实施 “随报随检 、随检随
放”等通关便利措施；同时，充分发挥职能
与技术优势，主动为企业提供国外最新政
策法规、市场资讯及疫情防控信息 ，支持
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2020 年以来，安庆海
关共检验监管出口中药材 148 批 、1044
吨、货值 6777 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17%、23%、124%。

“铸安”行动筑牢安全网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近日， 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了 2020 年
全省应急管理形势分析。 去年以来，我省
坚持推深做实“铸安”行动，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稳定，实现了“两降三无”。

截至2020年12月28日, 去年全省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数、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
降17.2%、12.1%，无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无重
大森林火灾事故、无重大消防火灾事故。

制度建设和专项整治，保障了安全责任
制的落实。 据介绍，我省制定了“1+11+N”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建立考
核巡查、约谈问责等8项工作制度。省政府将
三年行动落实情况纳入对各市政府、省安委
会成员单位年度安全生产与消防工作考核
巡查督查。去年全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持续推动整治，开展督导检查7万多次，发
现突出问题2200余个，排查隐患31万条，责
令停产整顿企业1100余家， 关闭取缔企业
270余家，约谈警示企业5000余家，联合惩戒
企业360余家，移送司法机关311人。

火灾防范、交通事故隐患排查、危险化学
品管理……去年以来， 我省围绕安全生产的
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和专项行动， 挂牌督
办50处重大火灾隐患、257处道路交通隐患、
90处铁路专用线平交道口隐患。同时，省应急
管理厅联合有关部门开展非煤矿山、 危险化
学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监
督检查以及有限空间作业、 非法违法道路运
输、 危化品道路运输安全专项整治和硝酸铵

等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治理、
打击森林草原违法用火行为等专项行动。

围绕执法监管，省应急管理部门制定了
实施安全生产执法计划，全面推行行政执法
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制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全省应急管
理部门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18040 个，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74 个，关闭 10 个。 严格事
故查处和责任追究， 省安委办对 20 起事故
进行挂牌督办。 落实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制
度，受理举报事项 3008项，查实 2089项。

2021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今年的安全生产工作怎么抓？ 怎么
干？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张海阁表示，将推
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强重大
安全风险防控， 强化事故灾害防范应对，
提升自然灾害防御水平，为美好安徽建设
提供更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安全生产‘铸
安’行动和风险管控‘六项机制’建设，推进
‘1+11+N’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针对
季节性自然灾害发生规律和阶段性特点，突
出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抗旱、灾后恢
复重建、冬春救助。 ”张海阁说。

应急管理的智慧化建设和应急处突能
力在预防和处理事故、灾害时十分重要。 张
海阁说，今年将实施应急指挥协调能力提升
项目，强化装备技术支撑，加强先进适用装
备配备，提高复杂条件下信息采集和快速报
送能力；实施抢险救援能力提升工程，加强
骨干应急救援队伍救援装备能力建设。

2020 年，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实现了“两降三无”———

省级信息消费创新产品达 855个

本报讯（记者 吴量亮）记者 1 月 4 日
从省经信厅获悉，181 个安徽省第八批信
息消费创新产品和 36 个第六批信息消费
体验中心名单日前公布。 截至目前，我省
省级信息消费创新产品共有 855 个，省级
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共有 249 个。

信息消费对扩大内需、 促进就业、引
领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培育认定省级
信息消费创新产品、建设信息消费体验中
心，是扩大信息消费供给、促进信息消费
普及的重要举措。

此次，合肥繁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

制的 “非接触式掌纹掌静脉识别认证终
端”、 科大智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
“智能巡检机器人”、时代数媒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研制的 “企业按需印刷云服务平
台———易起印 ”等 181 个产品 ，入选第八
批安徽省信息消费创新产品；安徽大德中
电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大德智慧生
活体验中心”、 合肥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
申报的“海尔冰箱 S-Center 中心”、安徽省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慧核工业
互联网展示体验中心”等 36 个体验中心，
入选第六批安徽省信息消费体验中心。

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新增 55家
目前总数达 170 家

本报讯（记者 吴量亮）近日，省经信厅
公布 2020年度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
台名单，青网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
爱意果园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徽新鑫
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 55家中小企业服务
机构位列其中。截至目前，“安徽省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总数已达 170家。

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
有效期三年， 本次认定的有效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省经
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示范平台要围绕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的决策部署，立足平台功能，放大平

台效应， 聚焦中小企业急难愁盼之事，主
动为中小企业开展公益性服务，积极承担
政府部门委托的各项任务，不断提高服务
企业的能力水平；各地经信部门要加强对
示范平台的日常监管和政策支持，组织示
范平台及时入驻省民营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积极宣传推广“皖企服务云”App，并对
示范平台的服务质量、 服务收费情况、服
务满意度等进行定期检查，努力为中小企
业提供更加全面、更加精准、更加周到的
服务。 省经信厅将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
家不定期对示范平台服务情况进行测评，
测评不合格的将撤销示范平台称号。

引江济淮工程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记者 1 月 4 日
从省发改委获悉，去年以来，引江济淮工程
建设快速推进，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截
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2020 年度共完成投
资 161.11 亿元、占年度计划 100.69%。

重大节点工程顺利推进 ， 提前实现
“双过半”目标。 江水北送段朱集站和龙德
加压站相继建成运行，淠河总干渠钢渡槽
主跨合龙， 东淝河船闸主体顺利完工，中
派河大桥、新桥大道桥相继建成通车。 截

至目前， 共开工 79 个项目、 占总体项目
96.34%，8 处枢纽开工 7 处，河渠工程开工
95%以上。自引江济淮主体工程开工以来，
累计完成投资 609.61 亿元、占工程总投资
69.64%，提前实现施工工期过半 、投资任
务完成过半的节点目标。

目前，工程建设用地全部获批 ，征拆
工作接近收尾。 工程（安徽段）沿线安庆、
合肥、亳州等 6 市 25 个县（市、区）建设用
地均获国家批复，总面积 8.99 万亩。

好手艺带来好收益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苗竹欣

临近年关， 来安县雷官镇的板鸭销
售也进入旺季。在海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里，20 多位工人正紧张地忙碌
着。“年前几个月是板鸭销售黄金期，正在
加工的这批货是武汉市发来的订单，工人

们加班加点， 每天生产 2000多只还供不
应求。 ”公司负责人费学海高兴地说。

据正在车间忙碌的五里村贫困户
王为林介绍，为保证板鸭松嫩的口感，鸭
子屠宰时有讲究， 腌制晾晒不能直接晒
太阳，必须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这
些都是老师傅教的。 “我们在这里务工，
公司包三餐， 每月能挣 4000 多元工资，

如今我家已脱贫了，生活会越来越好。 ”
据悉，雷官镇素有农民养鸭 、加工

板鸭的传统，板鸭制作工艺有 150 多年
的历史，雷官板鸭深受当地及周边群众
的喜爱。 每年冬天，家家户户都会晾上
十几只板鸭， 用来招待客人或馈赠朋
友， 农户门前晾晒着一排腌制的板鸭，
成为冬日雷官镇农村一道独特的风景。

“老百姓有好手艺，我们就要帮他
们把手艺变成实实在在的效益。 ”据雷
官镇统战委员王忠荣介绍， 为打响雷
官板鸭品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该镇
将雷官板鸭成功申报了“安徽老字号”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大大提高
了雷官板鸭的知名度， 全国各地的订
单纷至沓来。 目前，该镇有 5 家板鸭加
工企业，每年生产板鸭 50 万只，销往全
国各地， 销售额达 5000 万元， 全镇有
400 余人从事板鸭加工和销售，板鸭养
殖、 加工与销售已成为该镇一大支柱
产业。

1 月 3 日， 桐城市青草镇
铜锣村村民在土岭生态养殖场
喂牛。铜锣村是省级贫困山村，
近年来，该村因地制宜发展牛、
羊养殖和茶叶种植， 带领群众
走上了特色种养路。 目前共有
种养大户 5 户，养殖场 7 个，茶
叶基地 3 个， 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达 30 万元。

本报通讯员 孙俊忠 摄

生生态态养养殖殖助助增增收收

·产经调查·

·产经资讯·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第 2021005 期）

8 3 9

奖等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单选 858 1040
组选三 1075 173

安徽投注总额：1658208 元

中国福利彩票“15选 5”玩法（第 2021005期）

奖等 六省市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特别奖 0 0 0

一等奖 100 27 2541

二等奖 5101 858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729102 元，安徽投注总额：127246 元
奖池奖金：4123545 元

中奖号码 04 06 11 12 15

中奖号码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玩法（第 2021002期）

基本号码 蓝色球号码

06 10 13 25 26 32 11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一等奖 10 0 7105919
二等奖 185 8 142291
三等奖 1421 64 3000
四等奖 73241 2701 200
五等奖 1406559 51612 10
六等奖 9034147 322248 5

全国投注总额：374374440 元，安徽投注总额：13443904 元
奖池累计金额：718352017 元

中奖号码

福彩开奖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2020 年中奖累计
（截至 2021002 期）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一等奖 1398 62
二等奖 20889 702

下期奖池（元）：718352017
双色球，2 元直击 1000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