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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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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冯阳 6月16日，2024年中国?
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如约而至，广
聚四海宾朋。2024年，河北将创新设置京
津冀国际合作招商会客厅，举办5场系列招
商活动，打造一个具备信息发布、交易撮
合、商务洽谈等功能的合作交流平台，放大
展商变投资商的溢出效应。

紧扣大会商贸物流主题，将举办河北
省现代商贸物流专场招商对接会，并特别
设置了现代商贸物流廊坊专场路演活动，
邀请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国快递协会等
五大协会会员单位对接河北优质商贸物流
项目。

京津冀三地开展产业协同招商，是此
次招商会客厅的亮点之一。

去年，京津冀首次联合绘制出协同发
展的6条产业链图谱。据此，大会聚焦新能
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产业链，将举
办两场招商对接活动。

活动将邀请三地整车制造企业和汽车
产业链园区参会推介，展现河北汽车产业
链优势，吸引省外汽车产业链重点企业关
注河北、投资河北。同时，组织北京优质项
目、河北生物医药园区、基金公司三方对
接，推动在生物医药产业方面实现“京津研
发、河北转化”。

园区是项目投资的热土、产业集聚的
高地。招商会客厅设置了河北省重点园区
项目对接会，组织环京津重点开发区与北
京进行产业互动和深度对接，精选地市重
点园区特色产业项目进行推介，组织各市
集中发布一批优质项目，邀请北京意向投
资企业、大会参展商和参会企业参加对接，
促进项目落地。

此外，招商会客厅还特别引入投资基
金，举办“投资河北行基金+项目”路演活
动，邀请国内知名基金公司参会，推动资本
与优质项目快速匹配。

京津冀检察机关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协作
本报讯 周宵鹏 李雯 北京市人民检察

院第四分院、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及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检察协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签约仪式暨知识产权办案及综合
履职专题培训班近日在唐山举办。

《意见》围绕服务企业依法、创新发展
精准定策，在进一步做好常态化联络、案件
办理协作、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联动、公益诉
讼联合调查、数字检察共建、优势资源共
享、人员深度交流学习等方面加强检察协
作，共同推动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
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局。三地检察
机关将坚持围绕中心、着力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大局，聚焦服务企业高水平发展，充
分发挥知识产权检察职能统一集中履行和
综合履职优势，加强跨部门跨区域互相配
合协同履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知识产权
案件。

同时，三地检察机关聚焦检察人员专
业素养提升和对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水平提
升，共同举办专题培训班，着眼京津冀地区
知识产权领域对检察工作的需求，围绕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
专题授课、案例讲评、实务精释等，扎实推
进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维护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

京津冀三地将
开展产业协同招商

大型钢材打捆机器
人是唐山中科领航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研发的一
款新产品，但企业在设计
控制系统时一度遇到“拦
路虎”。

“从市场购买这项技
术开发的服务，价格高不
说，可挑选的合作对象也
不多。”该公司技术负责人
金友仲说。

2021年，利用河北省
科技创新券信息管理平
台，中科领航对接了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通过产学
研合作，研发项目顺利实
施。现在，大型钢材打捆

机器人已收到多家钢铁企
业的意向订单。

“2018年，京津冀三地
正式启动科技创新券协同
发展工作，打破了行政壁
垒，实现了科技创新资源
的双向流通和有效互动。”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三地已遴选出
1155家提供开放共享服务
的科技创新服务提供机
构，其中北京508家、天津
414家、河北233家。

开放共享，也让大型
科研仪器“忙”了起来。河
北实现了和京津网站仪器
资源信息的互联互通，目

前平台已汇集超过 7800
台/套原值20万元以上科
研仪器设备。

在联合举办系列科
技活动方面，三地已举办
九届“京津冀青年科学家
论坛”，累计汇聚百余名
院士等高层次专家与会
报告，吸引5000余名青年
学者参会交流，有力推动
了三地基础研究协同创
新迈上新台阶。做强“科
技成果直通车”品牌，每年
开展活动百余场，引进一
大批京津优质项目到河北
转化落地。

（王璐丹）

持续深化创新资源开放共享

京津冀拥有数量众多的
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
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

2014年以来，京津冀三
地科技部门先后聚焦南水北
调环境影响、京津冀一体化
交通、智能制造、精准医疗等
领域，累计实施京津冀基础
研究合作专项177项、支持经
费8600余万元，项目成果已
在相关领域实践应用。

例如，对南水北调工程
环境影响的研究，有效促进
了雄安新区的生态规划、环
境保护和水资源合理开发利
用；对京津冀地面沉降区轨
道交通状态的研究，已应用
于京津城际铁路沿线典型沉
降段整治，以及大张高铁、雅
万高铁等工程沿线地面沉降
工程设计。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三地聚焦基础研究关键
共性问题，开展协同攻关，目
前支持资金规模已增加至每
年3000万元。”

除了基础研究合作项目，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转
化合作项目也是京津冀协同
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2022
年起，省科技厅启动实施该合
作项目，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1000万元，吸引10项中国科
学院科技创新成果到河北转
化落地。组织该院力学所与
河北壹雪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签约，转化落地了首批揭榜挂
帅“二氧化碳跨临界冷热联供
机组”项目，推动张家口蔚县
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外，积极争取科技部
组织实施雄安新区科技创新
专项，支持疏解企业、医院、
高校等开展技术攻关、搭建
创新创业平台。目前已累计
支持43个项目，政府资助经
费超2亿元。

在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
方面，组建河北耐盐碱作物
种业科技创新团队给予稳定
支持，与科技部联动实施“华
北平原轻盐碱瘠薄耕地产能
提升与第二粮仓建设”国家
重点研发项目。

开展重点领域联合攻关

走进位于邢台市临
西县的河北省轴承产业
技术研究院研发基地中
试车间，“工业机器人减
速器”研发课题组的技术
人员正在优化新产品轴
承精度。

临西县工业机器人
减速器轴承生产起步晚，
发展较慢。如何破题？
在省科技厅的牵线下，河
北省轴承产业技术研究
院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携手攻关。

2023年，双方联合研
制出工业机器人活齿架
减速器专用轴承。“新产
品具备高承载能力、高精
度、高刚度等特点。”中试
车间主任郭金亮介绍，一
套轴承可替代现有的多
套轴承，能大幅降低生产
成本。

对接企业实际需求，
河北引入京津等地科研资
源，与省内11家产业技术

研究院构建产学研协作新
模式，已攻克30多项关键
共性技术难题。

协同创新，要有平台
做载体。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是国家首个综合类技
术创新中心，河北按照《京
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共
建框架协议》组建河北中
心。目前，河北中心已完
成6个研发中心组建，进
入了实体化运行阶段，今
年已启动实施7个重点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进
一步推动创新资源聚集、
产业技术供需对接、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深入推进
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
协作。

新的平台在成长，原
有的平台在升级。

保定中关村，是北京
中关村京外第一家创新中
心。自2015年成立运营
以来，已吸引362家企业

和机构注册办公，累计培
育国家、省级科技型中小
企业260余家，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72家，推动了
京津保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

协同创新平台的网络
越织越密。衡水、邯郸、唐
山相继与中关村签署科技
园区合作协议，共同建设
中关村创新中心，打造“类
中关村”创新生态。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等合作平台也相继在河
北落地。中国农业大学
在涿州建设的模式动物
表型与遗传研究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主体通
过工程验收。引进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和京津省
外“双一流”建设高校，建
设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
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
院、北京大学邯郸创新研
究院等10家河北省合作
共建科技平台示范基地。

持续推进协同创新平台载体建设

十年来，河北省科技厅
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加
快打造“基础研究+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京津冀协同创
新共同体完整链条，构建产
学研协作新模式，努力提升
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
比重。2023年，全省吸纳京
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达810亿
元，是2014年的12倍。

前不久，2024年京津
冀高级技术经理人培训班
在北京开班。这是今年首
场京津冀高级技术经理人
培训班，来自京津冀高等
院校、科技企业等相关单
位的57名技术转移从业
人员参加培训。

技术经理人是连接技
术和市场的纽带，承担着
成果挖掘、培育、孵化、熟
化、评价、推广、交易等任
务，日益成为科技成果转
化服务领域的主力军。

为健全技术转移服务
体系，近年来，河北举办京
津冀中高级技术经理人联
合培训班，培训证书三地

互认，累计培训300余人，
形成多层次、梯度化技术
转移人才培养体系。建成
省级以上技术转移服务机
构141家，所有设区市均
建有常设技术市场，与京
津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开展
常态化对接合作。

与此同时，河北持续
推进科技金融工作，为
科技企业提供资金“百
宝箱”。

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
与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等联合设立规模
10亿元的京津冀科技成果
转化创业投资基金。

与国新思创投资基金

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合
作设立产业数字化子基
金，总规模5亿元，重点投
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
域，助力河北钢铁产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

在“源头活水”的滋养
下，一批批科技成果加速
走向市场。目前，京津冀
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
金已投资支持固安鼎材科
技有限公司OLED有机发
光材料、河北同光晶体有
限公司第三代半导体碳化
硅单晶衬底制备等重大科
技攻关项目，壮大了地方
特色产业集群。

吸引更多京津科技成果到河北孵化转化产业化

促合作搭平台谋转化

河北交出京津冀协同创新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