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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聚焦长三角等区域产业发展需要，开展“暑期科创营”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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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数字创意产业联盟聚焦元宇宙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为抢抓国家

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推动数字创意产业
高质量发展，日前，在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工商联、中科大先研院等协同推进下，
长三角数字创意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元宇
宙专业委员会。

此次元宇宙专委会由联盟副理事长
单位———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牵头发
起。 专委会将推动元宇宙技术与应用领

域的科学研究、标准制定，提供产业政策
咨询与产业发展报告； 组织元宇宙相关
主题沙龙活动、高峰论坛，构建元宇宙学
术交流和展示平台； 支持成员单位培育
一批进军元宇宙、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
兴领域的创新型企业， 努力打造具有较
大社会影响力的元宇宙创新服务中心。

目前，长三角多个城市已将元宇宙写
入年度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或产业规划。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本报通讯员 刘红平

“青年大学生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同学们要在课堂中感悟知识、 在实验实
训中体验知识、 在实践中运用和创新知
识， 培养创新思维和敢为人先的勇气以
及能力， 为将来取得高水平原创性成果
打牢基础。 ”日前，在合肥工业大学 2022
年暑期科创营“校长说”环节中，校长梁
樑为全体营员作了首场报告。

暑期科创营，是合肥工业大学推进
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深入实施
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协同育人新模式，

培养产业亟需高素质人才的新实践和新
探索。 多年来， 合肥工业大学始终秉承
“工业报国” 之志， 明确人才培养总目
标———培养德才兼备、能力卓越、自觉服
务国家的骨干与领军人才，全面实施“第
二课堂成绩单”制度，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日益凸显，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

为更好聚焦长三角等区域产业发
展需要，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该校基
于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建设发展基础，
紧盯国家战略需要和安徽省“十大新兴
产业”的发展需求，依托“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车
辆工程”3 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联合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江淮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巨一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领军企业，共建智
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着力培养产业需
要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
才。 2021年，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获
批国家首批现代产业学院。

此次暑期科创营，面向该校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和车辆工程等专业遴选近百名品学
兼优、 能力卓越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
展为期一周的创新创业教学。

“我们通过整合校企等多主体资源，
精心设计课程内容， 创新性地将理论学

习与创新创业实际环境相结合， 带领青
年大学生认真领悟行业领军人物和专家
学者的思维和智慧， 深入了解智能制造
相关产业的现状与未来， 努力成长为全
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合肥工业
大学副校长、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
刘志峰说。

据介绍，此次科创营在邀请专家学
者和行业领军人物为营员授课同时，还
通过实地参观蔚来汽车、京东方等科技
企业，带领青年大学生身临科技创新与
产业发展主战场，实地深入了解现代产
业的发展现状、 发展战略和人才需求
等，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共建绿色美丽长三角， 统一的生态
环境标准是重要基础。近年来，沪苏浙皖
生态环境部门共召开十多次会议， 分析
标准一体化发展方向、存在问题、破解措
施， 共同谋划区域生态环境地方标准制
定工作的流程、机制、具体事项，形成了
“共同谋划、共同编制、分别报批、统一发
布”的长三角标准制定模式。

2019 年，三省一市建立了长三角标
准一体化工作合作机制 ，即 “4+4”合作
机制， 三省一市的生态环境和市场监管
部门共同合作推进标准一体化建设工
作。 市场监管部门为支持长三角标准一
体化建设，在立项方面开辟绿色通道，并
专设了标准编号。合作机制明确，长三角
标准统一谋划、统一立项、统一起草、统
一发布， 其中强制性标准需增加一个环
节，即各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分别上报
各省（市）政府审批。

2021 年，长三角生态环境地方标准

一体化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 委员来自
三省一市的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等
单位，承担标准技术咨询和审核工作，发
挥智囊团作用。第一届委员会共 43 名委
员，其中有 10 名委员来自安徽。

随着合作机制推进， 标准一体化工
作取得实质进展。 2020 年，《制药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等 3 项长三角标准
立项 ， 并于 2021 年完成制定并发布 。
2021 年，《重型柴油车排放远程监控技
术评价要求》等 4 项长三角标准立项，目
前标准文本已经起草完成， 即将征求意
见。 2022 年，三省一市生态环境部门申
请立项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防治技术规
范》等 6 项长三角标准。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艳辉表
示，将主动加强沟通联系，结合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实际， 不断丰富和拓展标准的
领域和范围，积极探索优化工作流程，缩
短制定时间，提升工作质效；充分发挥专
家咨询委员会的智库作用， 协同推进长
三角标准制定科学化。

宁马两市联手探索林业管理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汤超）近年来，马鞍山

市与南京市携手，创新体制机制，通过建
立联防联控机制、联动执法机制、会商交
流机制、信息共享机制，高质量推进林长
制实施。

联防联控， 宁马两市积极探索长江
流域林业管理统一规划、同步改造、共同
管护的新模式， 共同编制跨区域森林资
源保护规划， 并按照属地原则分别承担
本区域林业基础设施建设， 开展管理范
围内涉林违法问题整治。

联动执法，强化重点时段生态保护联
动执法监管，完善联合执法互督互学长效
机制， 推进跨区域生态保护执法司法协
作；建立了石臼湖一县三区（当涂县、马鞍

山市博望区、南京市溧水区、南京市高淳
区）流域交界水体联合执法机制，每年组
织开展一次联合检查并通报结果。

会商交流， 建立两地跨界联防联控
联席会议制度， 召开了南京市马鞍山市
林业联防联治座谈会、 石臼湖联管共治
工作会议等多个具体事项推进会， 并适
时召开市级联合会商会议， 交流林长制
工作经验，研究解决困难和问题。

信息共享，共同探索建立森林防火、
病虫害防治、森林资源管理、技术人员交
流、 重大课题和科研成果等方面的信息
交流与共享机制， 加强毗邻地区森林防
火设施建设及联合调度， 定期通报虫情
信息，实现监测数据共享。

我省加快推进长三角交通一体化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今年上半年，

我省积极推进长三角交通一体化， 加强
省际对接，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省际互联互通加力提速。 省际高速
公路加快建设，合宁高速改扩建工程滁
河大桥建成通车，合宁高速实现全线八
车道通行；徐淮阜高速宿州及淮北段预
制标正开展预制场地平整工作； 黄千、
来六、宁安 、宁和等省际高速公路和宁
马、宣广等省际主通道扩容改造项目加
快推进 ，全面实现年度计划 “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 省际国省道通行能力有序
提升 ，G104 汊河大桥实现双幅通行 ，
S101 徐淮快速通道南段建成通车 ；
G237 苏皖省界至砀城北段改建工程等
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省际航道畅通工程
持续推进，新汴河宿县闸至徐岗段航道
疏浚工程、水阳江安徽段航道整治工程
基本完工，淮河干流安徽段航道整治有
序推进。

机场群建设方面 ，亳州 、蚌埠机场
新建工程及合肥 、阜阳 、池州机场改扩
建工程有序推进，合肥施湾通用机场建

成运营，砀山、泗县 、界首 、肥东通用机
场建设按序时推进，金安通用机场开工
建设。安徽民航机场集团与上海机场集
团战略合作稳步推进，上半年两机场间
完成旅客运输 3693 人次， 合肥机场承
接出港货 383.7 吨。

港口群建设迈上新台阶。 芜湖马鞍
山江海联运枢纽加快建设， 芜湖朱家桥
码头建设有序推进， 马鞍山港中心港区
9 号码头岸线使用和初步设计已获批，
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投标工作已完成；芜
湖港智慧化水平稳步提升，5G+智慧港
口项目获评 “2021 年安徽省 5G 行业创
新应用”；港航巴士马鞍山郑蒲港—福州
江阴港江海直达航线成功首航。 继芜湖
港后，合肥港—洋山港“联动接卸”监管
模式 6 月正式实施。

运输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区域标准
《长三角省际毗邻公交运营服务规范》发
布。 5 条省际毗邻地区公交客运线路新
开行，累计达到 26 条。 皖苏两省联合开
展新建船舶和运营船舶检验， 推动长三
角海事一体化融合发展。

为区域产业发展育人才

三省一市生态环境等部门形成“共同谋划、共同编制、
分别报批、统一发布”的长三角标准制定模式———

推动标准一体化 共建绿色长三角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卢廉

政策引领

高端人才创办科技企业

走进位于天长市滁州高新区的普
力斯特测控技术 （天长 ）有限公司 ，展
厅里大大小小的国产工业传感器 ，让
人耳目一新。 “工业传感器产品量大、
面广。 天长市引导、帮助我们与中国科
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作研发 ，
将工业传感器装配上无线通信技术 ，
借助物联网突破‘卡脖子’技术。 ”企业
负责人牟恒说。

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牟
恒从事产品研发工作， 逐渐成为工业
传感器行业领军人才。 2020 年，他带着
多项专利到天长创办普力斯特公司 ，
建设集传感器芯片开发、 智能传感器
及相关工业物联网产品研发与生产为
一体的科技型产业中心。 项目当年建
设、当年投产。

“项目落户时，天长市给我们提供
了装修一新的厂房， 并且减免房租，兑
现人才政策，还积极推荐我申报滁州市
级和安徽省级‘双创人才’，协调企业开
展政产学研合作，让我们这些科研工作
者能心无旁骛搞研发。 ”牟恒说。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
体量不断增加，滁州市迫切需要引进各
类人才 、人力资源 ，加快人才链 、产业
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形成产业发展与
人才成长的良性互动， 助推高质量发
展。 ”滁州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相较于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滁州吸引人
才要靠创新政策，提升人才服务水平。

滁州市坚持 “一把手 ”抓 “第一资
源”，顶格谋划、顶格部署、顶格推进，对
标长三角等先发城市标准，整合各部门
涉才政策，先后出台了人才创新创业资
助、租住购房补贴、推进人才融入长三
角合作交流等惠才政策。

“我们主动对接先发地区，利用其
人才资源丰富、创新设备先进以及离岸
创新成果多等优势，设立一批创新研发
‘飞地’， 围绕服务重点产业升级壮大，
积极设立省级以上研发平台、企业技术
中心、博士工作站、科技孵化器等。 ”滁
州市人才发展促进中心主任朱龙说，去

年全市共引进院士、 国家级领军人才、
博士等高层次人才 360 多人，省级以上
领军人才项目 20 多个， 为企业招工招
才超 7 万人。 今年以来，全市新引进高
层次人才 285 人，招引高层次科技人才
团队 13 个， 新获评省级以上领军人才
14 人。

创造平台

各类人才拥有展示“舞台”
为最大限度满足企业产业升级、科

技创新的需求，来安县在全省首创“科
技副总”引才模式，按照企业需求，选聘
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具
备相关领域突出科研工作经历和能力
的高校教师，挂职县内企业副总经理或
副总工程师， 帮助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2021 年，全县共派驻“科技副总”9 名，
协助企业申报专利 18 项、 市级以上项
目 5 项，新增产值 1000 万元。

今年，来安县进一步拓展合作院校
范围，与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工业
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
长三角地区高校院所开展合作， 新增
“科技副总”13 名，总数达 22 名。 目前，
东南大学教授张友发作为安徽立光电
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副总”，指导
企业申报的“车载触控传感器用消影膜
玻璃技术研发”项目，已获批滁州市八
大产业链强链补链攻坚项目。

为搭建人才展示的舞台， 滁州市
坚持“月月有活动、季季都精彩”原则，
加强与长三角区域高校院所合作 ，与
上海市杨浦区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 设立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滁州
分中心 ，举办 “揭榜挂帅 ”系列活动以
及 “智汇滁州 、创赢未来 ”国际英才大
会 、百名博士 “皖美行 ”滁州首站 、“菁
英学子、智汇滁州”等活动。 该市还开
展 “校企双聘 ”，从长三角及驻皖驻滁
高校选派一批高层次人才到企业担任
“科技副总”， 选派一批企业研发技术
人才到高校担任 “产业教授 ”，创新产
学研合作方式。

今年 3 月，2022 年“千企百校 智汇
滁州”高校毕业生“云招引”活动拉开序
幕后，滁州市县联动，线上线下并行，通
过近 20 场“云上之约”，“屏对屏”推介滁
州，向高校毕业生及高层次人才发出邀
请，搭建才企对接的“鹊桥”。作为南京农

业大学 2017 届、中国药科大学 2020 届
优秀毕业生，中药学硕士张振堂毕业后
曾就职于正大晴天药业，从事生物药分
析研究，成果颇丰。 他通过参加天长专
场“云招引”活动，被当地优越的环境和
广阔的发展空间所吸引，目前已成功入
职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事
综合岗工作。

此外，滁州市开展万名产业人才大
引育、“青年人才兴滁”计划，创建了网
上“云招引”平台，组织 3000 多家企业
开展宣传推介、岗位发布，并通过直播
带岗、巡回招聘等活动，广泛集聚各类
优秀人才和大学生来滁创新创业。

创优环境

助力人才搭乘发展“快车”

作为高学历、高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孙轶民 2013年进入环保产业，一手创办
南工大开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
企业总部入驻滁州高教科创城， 在管委
会的帮助下， 产品研发和销售取得快速
突破， 销售额从 2017年的 1900 万元增
加到 2021年的 1.93亿元，并获得多项专
利， 先后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孙轶民本人成功入选第六批安徽
省“特支计划”创业领军人才和第七批
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人才，荣获
首届“滁州英才”提名奖。

滁州市创新服务方式，持续优化人
才生态，近两年开展“我为人才办实事”
“人才服务千企大走访”等活动，市县联
动走访人才企业 4000 多家， 协调解决
人才诉求 300 多个。 同时，该市完善政
策支撑体系，进园入企解读政策，搭建
人才住房奖补等政策的网上申报系统，
及时兑现人才扶持资金 5800 万元，发
放“乐创滁州”贷款 2.3 亿元，政策知晓

率、执行率全面提升。同时，持续完善人
才“一站式”服务体系，建立人才分类认
定系统，开发“亭城英才服务卡”，集成
人才信用贷款、交通出行、体检医疗、生
活便利等 68 项服务事项， 推进 “不见
面”“24 小时不打烊”服务，精准服务各
类人才 1 万多人次。

近日，滁州市担保集团首次通过“人
才担”方式，为一家科技型小微企业提供
500万元全信用融资担保。 据了解，被帮
扶企业为明光市一家省级“专精特新”冠
军企业， 业务及产品主要方向为智慧城
市、智慧水务等，拥有 40 多项自主知识
产权，法人代表为省“特支计划”专家。 今
年以来，因新承接项目出现资金缺口，苦
于缺乏有效抵押物无法从银行直接贷
款，而“人才担”从调查到完成担保授信
仅用了两个工作日，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滁州市正在持续开发“人才投”“人
才贷”等金融产品，设立了 3 亿元的天
使投资基金， 累计对 29 个高层次科技
人才团队项目实施股权投资， 总额近
1.4 亿元 ； 设立了 2 亿元的科技成果
转化基金 ， 目前已投资 7 家企业 、
7700 多万元 ；调整优化全市保障性租
赁住房办法 ， 加大人才住房供给 ，目
前全市已建成人才公寓 4200 多套；引
进南京鼓楼医院国家级领军人才担
任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对接南
京 、 苏州等中小学名校在滁设立分
校 ，切实保障人才安居乐业 ，大力营
造“亭满意”亲商敬才环境。

�� 滁州市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
以产业发展吸引人才汇聚，，以人才汇聚推
动产业发展提质——————

促进人才流动

2022 年 “千企
百校 智汇滁州” 线上校
园招聘（来安专场）活动中，
企业网上直播带岗。

本报通讯员 吕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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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双创”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