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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上海国际科创中心
建设十周年。主动服务国家战略，
2023 年上海基础研究投入增长至
2013年的三倍以上；科创板首发募
资额和总市值位居全国首位；科技
创新助力上海经济体量突破4万亿
元大关……

闯在基础研究“无人区”，创在
体制机制改革生态田，育在未来产
业新质生产力，上海加快从“建框
架”向“强功能”推进，迈向科技强国
建设的下一个十年。

闯！赋能百业，自觉向科
技创新要动力

“首次证实钽酸锂异质集成晶
圆性能更好、成本更低，有望成为光
子芯片的核心材料！”5月8日，中国
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欧欣团
队多年深耕，取得令人振奋的突破
性成果。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上海始终以排头兵的
姿态、先行者的担当，向“无人区”
挺进。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体细胞克
隆猴等一批首创成果在上海诞生；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上海累计
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929
项，参与研制“天舟”“神舟”等一批
国之重器；面向经济主战场，C919
国产大飞机冲天、首艘国产大型邮
轮远航，上海团队自主研发出一批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战略产
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全国获批上
市的 1类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
上海占了近五分之一……

十年来，抢占制高点，上海着力
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努力打造
成为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

如今，上海已集聚超过 80 家
“国字头”的高端科研平台、超过2.4
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沪国家实验
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战略科技
力量梯度展开。

在宝钢股份，不仅黑灯工厂中
工业机器人干着“风险大、环境脏、
重复劳动”的3D岗位，“AI主操”台
还让海量数据与人工经验完美结

合。“宝武的重心就是转变发展方
式、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和提高效率
效益。”宝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望明说。

科创迭代、产业蝶变，加快向高
端绿色智能跨越：十年来，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三大先导
产业在上海蓬勃发展，规模增至1.6
万 亿 元 ，占 上 海 GDP 比 重 三 分
之一。

强化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科
技布局，深化人形机器人、量子计
算、6G等领域创新；加快建设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已建、在建和规
划的设施达 20 个……上海将持续
增强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放在首
位，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助阵。

“全过程创新、全链条加速、全
社会活力，向科创要动力，不光是科
技部门，也成为百行千业的共识。”
上海市科委主任骆大进说。

创！由点及面，主动向机
制改革要活力

走进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
院，无论会议室、办公室还是走廊，
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黑板。这是数
学家们提出的小需求，用来“捕捉”
随时闪现的灵感。

由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
华人得主丘成桐领衔的这一研究
院，用最大诚意向全球人才抛出橄
榄枝，仅3个月有来自10余个国家
和地区、40个左右顶尖科学家入驻。

研究院副院长胡森说，通过薪
酬、评价等体制改革，兼具大学“最
先一公里”的前瞻和市场“最后一公
里”的灵活转化，吸引他们面向基础
学科、人工智能等领域，全力以赴攻
克数学“皇冠”。

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
下，赢得未来的关键在于配置资源
的能力。上海敢于刀刃向内，持续
向改革要活力。

“先行区”探路，激活前沿创
新。2021年，上海创新基础研究支
持范式，让“特事特办”给科研人员
充分赋权赋能，复旦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等高校先行探索。“彻底改革流

程链条、精简审批，把立项权限直接
交给高水平科研单位，原创思想更
容易‘冒出来’。”复旦大学科研院相
关负责人王浩说。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
头。2022年上海全社会基础研究投
入达到180.59亿元，近10年平均年
增长14.15%。

科创离不开人才、资金、应用等
配套机制，既要有冲劲，更要有韧
劲。在刻蚀机“鲜有资本问津”时，
上海主力科创基金为回国创业的尹
志尧提供数千万元，十年来打破部
门壁垒、服务科创的“政策包”不断
升级，成就了科创板半导体设备“第
一股”中微半导体，更加速集成电路
行业在上海集聚。

科技引领新型工业化，区块链、
Web3.0等金融科技蓬勃发展；与国
际经济、贸易、航运中心同频共振，
至2023年末上海累计认证近600家
外资研发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加速
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这
是上海的独特优势，五个中心攥指
成拳。”骆大进说。

法治化保障，护航创新引领。
以前瞻立法建科创之城，十年来，一
系列法规群撑起科创的四梁八柱：
2020 年，《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条例》出台，成为国内首部科
创中心建设的“基本法”；修订《上海
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凸显上海国
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战略使命和龙头
带动、示范引领功能……

“上海正在用越来越完善的法
规制度群，巩固前瞻探索的科技制
度创新成果，解开绑住科研人员的
绳索。”上海市科委战略规划处处长
韩元建说。

育！厚植土壤，不懈向开
放生态要潜力

短短几年，3项自主研发的1类
新药相继获批上市，其中一款抗癌
新药成功“出海”。作为一家诞生于
上海、成长于上海的本土药企，和黄
医药将这些高光时刻归功于呵护开
放生态。

“上海是政策‘试验田’，得益于

体制机制创新，提前3年上市销售；上
海又是产业聚集地，百余个临床项目
先后进行；上海还是营商‘优等生’，承
诺好项目不缺土地，让一体化研发、生
产及商业平台走入现实。”和黄医药执
行副总裁崔昳昤说。

上海正努力营造世界一流的创新
生态，为创新种子提供土壤、阳光和雨
露，进一步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

走进位于徐汇滨江的模速空间创
新生态社区，这里被业界称为“中国大
模型密度最高”的地方，近 70家相关
企业，涵盖底层技术、应用研发、场景
设计等全产业链“伙伴”。“我们不仅提
供数据、评测、金融等硬保障，同时也
提供对接资源等软服务。”模速空间副
总经理张韵说。

让链主效应能溢出，上海首创“探
索者计划”，2024年吸引了联影医疗、
鸿之微科技、华测导航、上海飞机设计
研究院等“领头羊”。聚焦关键“十年
磨剑”，上汽新能源汽车、联影高端医
疗设备等核心技术产品扬帆出海，实
现从单向引进到输出技术的跨越。

“加入‘探索者计划’以来，联影集
团携手多家高校、科研院所、三甲医院
协同创新，推动产品核心性能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联影集团董事长薛
敏说。

数据显示，上海聚焦前沿新赛道
启动新建约10家高质量孵化器，研究
设立科技创新引导基金，上海市科技
型企业贷款余额达1.05万亿元，开展

“科创A计划”等投融资对接活动，瞄
准未来产业加足马力。

一条从上海市松江区发端的G60
科创走廊，正将长三角的科技朋友圈
串联起来，海内外高能级产业纷至沓
来，持续提升科创浓度。服务国家战
略，上海持续在科技圈“建群”。一位
受访对象以国产大飞机为例算了笔
账：一架C919 售价 1亿美元，需要数
千家上下游配套供应商生产制造，带
动的是整个航空工业产业链。

瞄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这一目标，新征程上踔厉奋发的上海，
正在第一动力的赛道上全力奔跑。

（新华社上海5月26日电）

闯 创 育
——从三个关键字看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新华社记者 姜微 周琳 董雪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当下，进入转型关键期的建筑
业，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怎样激活
数字化新引擎……25日，在广州举
行的“中国数字建筑大会2024”上，
各界人士就如何推动建筑业高质量
发展献计献策。

这是一组与会专家分享的数据：
2023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31.6万亿
元，同比增长 5.8%，完成增加值是
8.6万亿元；自2014年以来，建筑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
保持在6.7%以上。

“建筑业承担发展经济和改善民
生的重要任务，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阵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
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廖玉平坦言，总的

来看，目前建筑业还是一个传统行
业，建筑方式比较粗放，面临着建筑
工人老龄化、技术创新滞后、发展动
能不足等压力。

如何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在廖玉平看来，数字技术已成为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内核，建筑业要强化数
字赋能，不断推动建造方式和建设管
理模式转型升级，激发形成适合建筑
业特点的新质生产力。

“系统化和数字化是行业新引
擎，将会对整个建筑产业产生重大影
响。”蓝迪国际智库专家委员会主席
赵白鸽说。有研究报告显示，预计到
2027年全球建筑数字化市场规模将
超过291亿美元。

事实上，数字化转型已有不少有

益的探索。主会场外，占地1500平
方米的“数字建筑创新成果展”展示
了行业最新的产品方案。数字工地
精细化管理物料、人员、设备、进度，
成本大幅降低；地面整平机器人利用
激光测量和底部刮板能快速平整混
凝土；投标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覆盖
编标、投标、清标、金融等服务……

现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
去，道路、桥梁、隧道等需要使用三四
个软件设计，数据难以互通、沟通低
效，常常导致反复修改方案。如今，
通过多专业协同一体化产品方案，不
同专业设计实现了模型数据实时无
损互通，跨专业数据互认。

与此同时，建筑业也是数字化程
度较低的行业之一，业务割裂、数据

孤岛、碎片化系统等问题制约着行业数
字化转型的成效。

如何打破数字化转型困局？数字
建筑平台服务商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裁袁正刚给出了自己的
思考：以精细化管理为目标的数字化
转型。

袁正刚进一步解释说，面对复杂性
问题，需要系统性构筑建企数字化转型
一体化解决方案。企业的数字化，需要
以项目为中心，建立数据驱动的系统化
管理和决策体系。

这次大会上，袁正刚还带来了公司
最新研发的建筑行业AI（人工智能）大
模型AecGPT。“AI已经在改变社会，
我们希望通过建筑行业AI，助力行业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他说。

培 育 建 筑 业 新 质 生 产 力
——来自“中国数字建筑大会2024”的观察

新华社记者 周 圆

建设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发电装机容量全
球第二、民生供热量国内第一、新能源年发电量
1200亿千瓦时……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作为成立近40年的“老牌”能源企业，中国华
能坚持“先立后破”、创新与传统业务并举，着力构
建新兴产业壮大、传统产业焕新、未来产业培育等
机制，攻坚硬核科技、贡献澎湃绿能。

厚植绿色底色 以新兴产业集群形成
新质生产力

沿澜沧江云南段溯游而上，10 余座大中型水
电站拦河而立，两岸风机高耸，光伏板映日生辉。

这是“西电东送”南部通道重要电源——以水
风光为主的华能在滇多能互补基地，装机超 3000
万千瓦。

中国华能董事长温枢刚说，企业要顺势而为、
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
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
保障。

位于甘肃的毛乌素沙漠边缘，我国首个千万千
瓦级多能互补能源基地——华能陇东能源基地的
建设如火如荼：黄沙席卷中，起重机的主吊直插云
霄，精准地将塔筒、机舱、叶片送上云端……

基地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 80%，项目投产后，
黄土高原上的烈日疾风，每年将转化为140亿千瓦
时的绿电，通过特高压输电网“闪送”至齐鲁大地。

陆地与海上并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长三
角、闽南、粤东粤西、北部湾……中国华能已投产
15个海上风电场；由其牵头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
最大的直驱型海上风电机组，将于近期在浙江海上
吊装，整机国产化率超90%。

截至 2024 年 5 月，中国华能新能源装机规模
突破8000万千瓦，2023年新能源发电量达1200亿
千瓦时。一个个新能源标志性项目，展示着中国华
能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与探索。

走进国内首个千万点秒级国产实时数据平台
——华能新能源智慧运维平台控制中心，大屏幕
上闪动着包括中国华能在内的 13 家央企超 7900
万千瓦的新能源生产数据。机组运行状态、功率、
发电量均实时呈现，每台机组的运行情况尽收
眼底。

管理庞大的新能源资产，需要新的配套机
制。平台投运以来，已接入陆上风电、海上风电、
光伏、储能四大板块，是国内接入新能源场站装
机规模最大、点数最多的数据系统，实现新能源产业全区域、全机型、全数
据覆盖，可提供新能源全生命周期的过程管控和数据支撑。

减污降碳 以技术改造挖掘新质生产力

5月 24日，世界首创、华能原创的低温法污染物一体化脱除技术正在华
能临沂电厂进行工程验证。

这是一套装置于煤电锅炉尾部的设备，经过它的烟气污染物被冷却吸附
后“一网打尽”，回收的水分和余热输送回机组继续利用。

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提升，同样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
从“超低排放”向“近零排放”转变，从“资源消耗”向“资源循环利用”提

升，是煤电绿色低碳发展方向，也是煤炭高效清洁利用的突破口。
“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煤电作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兜底保障

作用更加凸显。”温枢刚认为，要进一步挖掘煤电减污降碳潜力，推进煤电向
“煤电+固废”、生物质发电、碳捕集封存利用等方向发展。

在4月举办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中国华能研发的“一种二氧化碳捕
集溶液强化再生系统与方法”荣获发明金奖。

这是一种领先的碳捕集技术，其特点是高效低能耗，让捕集成本直降
40%以上，即将应用于华能陇东能源基地正宁电厂，打造全球规模最大、能耗
最低的燃煤电厂碳捕集示范工程。

煤炭是煤电的“口粮”，绿色矿山建设从源头上实现煤炭的高效清洁利
用，也让煤电的“底色”更绿——

在呼伦贝尔华能伊敏露天矿调度中心的屏幕上，不同颜色的线条勾勒出
一辆辆无人驾驶电动矿卡的行驶轨迹，电量、载重、时速等数据从矿山四面八
方汇集而来，各型矿卡在煤海中自动穿行。

温枢刚表示，中国华能一方面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主
攻方向，另一方面用新技术改造提升守牢传统产业“基本盘”，持续推动公司
高质量发展。

建设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 以前沿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

在有着“东方夏威夷”美誉的山东荣成石岛湾，矗立着一座全球独一无二
的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

2023年底，它正式投入商运，实现第四代核能系统技术从实验堆迈向商
用市场的跨越。

“不怕没有电、不怕没有水、不怕没有气、不怕没有人。”华能石岛湾核电
公司运行值长仝礼允用“四不怕”总结高温气冷堆的技术特点，“在最极端的
情况下，即使反应堆突发故障或遭遇自然灾害，一切操作系统都失灵的情况
下，不依靠任何外界干预，反应堆仍然可以依靠自身物理特性保持安全状
态。”

从图纸到核电站，背后是近20年的技术攻关、数千次的试验：
研制2200多套世界首台套设备、设备国产化率达93.4%；整合产业链上

下游500余家单位、集点成链协同突破……
“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要不断推进科技创

新，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及时将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
让高精尖技术落地见效。”温枢刚说。

下一步，中国华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丰富多层次创新，因
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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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黑龙江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近日，黑龙江省人社
厅、公安厅和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2024 年规范劳动用工暨
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
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
劳动用工和人力资源市
场领域突出问题，从从严
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
对企业指导、维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等方面入手，创
造良好就业环境。

（新华社发）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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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同时，逐步完善基础
设施，精心设计徒步线路，开发高原
两日徒步转山观光旅游线路，并打
造帐篷露营、民宿等项目，提供更多
更好的服务，让游客在徒步中深度
体验西藏乡村的独特魅力。

林芝市鲁朗的扎西岗村依山而
建，藏式民居错落有致，四周芳草萋
萋，村子后方的鲁朗林海郁郁葱葱，
村前清澈的河水潺潺流过，向东汇
入雅鲁藏布江。

目前，扎西岗村67户人家中有
51户开办了家庭旅馆，村民们通过
从事制作藏餐、出售土特产，以及提
供射响箭、骑马等体验服务吃上了
旅游饭，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村
民卓玛拉姆一边收拾自家的民宿，
一边对记者说：“以前我们这里老百
姓主要靠上山伐木养家，收入微薄

还破坏环境。现在，保护好了周边生
态，景色更美了，游客更多了，收入也
高了。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守护好
这里的自然生态环境，让游客感受这
里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

据了解，今年1至 4月，林芝市接
待入境游客2.51万余人次。林芝市公
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政委张景文说：

“入境游客一般在林芝市停留时间较
短，所以我们坚持做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国人旅行证》当场受理当日办结，
还推出周末及节假日预约办证等服务
措施，受到了许多入境游客的点赞。
我们将始终秉承‘出入有境、服务无
境’工作理念，团结一致、锐意进取，统
筹发挥服务、管理、打击三大职能，以
集体的智慧、担当、坚守为林芝市建设
世界级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作出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