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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看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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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龙奋杰 当前，京津冀协同
发展进入全面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
深化探索协同创新新路径，发挥场景
创新引擎作用，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
“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加快培育新
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
新。场景创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科技
创新的新范式，它以新技术的创造性
应用为导向，为技术搭建通向市场的
桥梁，推动科技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
链上，实现传统产业升级和新赛道快
速发展。

场景创新是加快京津研发、河北转
化的新抓手。与传统的“先研发后转
化”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模式不同，场
景创新模式中，创新环境从实验室走向
真实的市场，创新主导方从高校院所主
导转向企业主导，发挥企业丰富的应用
场景优势，联合产业链生态伙伴打破传
统科技成果转化线性模式的瓶颈，实现
技术研发与商业转化共时创新。长期
以来，京津科技成果“蛙跳”现象突出，
通过打造和开放创新应用场景，能够为

京津技术成果提供真实有效的应用空
间，加速技术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创新生态持续
优化，京津技术供给与河北场景资源互
补优势不断凸显，具备开展跨区域创新
应用场景共建共享的良好基础。北京
创新资源集中、科技创新成果丰富，是
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策源地。
天津先进制造业基础雄厚，应用研究和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强。河北应用场
景资源丰富，在技术承接和转化方面优
势和潜力巨大。

加快推进京津冀场景共建共享，一
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京津冀场景创新
实施方案。发挥三地优势，加强京津冀
应用场景协同创新顶层设计，研究制定
《京津冀加强场景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实施方案》，建立京津冀场景共建共享
推进机制，引导三地有序、高效打造和
开放创新应用场景，促进新技术快速迭
代、熟化和应用，协同培育新质生产
力。二是聚焦前沿技术应用，共发新质
生产力场景清单。落实国家未来产业
战略部署，聚焦人工智能、空天技术、低

空飞行、合成生物、绿色氢能等前沿技
术领域，共同培育筛选一批具有产业化
前景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成果，持续
推进场景资源开放共享，为前沿技术提
供首试首用机会，促进更多创新科技成
果加速应用落地。三是围绕“六链五
群”，协同打造产业链重大应用场景。
落实“六链五群”产业布局，引导三地科
技企业围绕产业链延伸和协同配套谋
划布局重大应用场景，打造一批京津冀
产业协同场景示范项目，促进区域内创
新要素与产业资源再配置，推动京津冀
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合力打造世
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四是强化场景
落地，深入推进京津冀场景供需对接。
持续开展京津技术—河北场景供需对
接活动，联合举办场景创新大赛、新技
术场景应用直通车，共建一批场景创新
示范区，承接场景创新成果孵化落地。
探索“政府搭台、企业出题、企业答题”
模式，加强三地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推
介，构建市场化应用场景供需对接机
制，通过高含金量应用场景赋能推动科
技企业快速成长。

本报讯 6月23日是第77个国际奥
林匹克日，“协同谱新篇一起向未来——
北京冬奥会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
展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开幕。北
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主任付晓辉、
张家口市市长李克良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4下半年冬奥
场馆体育赛事计划》，计划下半年开展
137项赛事活动，打造场馆四季利用新
场景。本次展览从交通设施相连相通、
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发展互补互
促、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快建设京张
体育文化旅游带、场馆赛后利用等6个
方面，展示了北京冬奥会在带动区域发

展方面形成的重要遗产成果，以及后冬
奥时期各方通力协作，持续推进区域体
育、文化和旅游多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
实践过程。展览将采用图片、文字、视
频、实物、互动体验设备等形式在国家
跳台滑雪中心顶峰俱乐部展出3个月。

去年8月，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
中心联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
体育局与张家口市共同签署了《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年度推进计划书》。
近一年来，京张两地建立了以奥促机构
间长效合作机制为抓手的奥运遗产传
承协调保障机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有力提升了张家口国际影响力。京张

体育部门联合举办了北京冬奥精神主题
展览（张家口站）、“雪耀中国”高山滑雪
积分赛、推广普及国际新兴运动台克球
等，打造了“悦行冬奥路”自助赛道，开发
自助赛事服务系统。此外，张家口市启
动了2024“冬奥之城大好河山”张家口户
外运动季，期间举办越山向海人车接力
赛、赤城100骑游赛等77项高品质户外
运动赛事活动，提供户外体育休闲消费
新场景。6月28日还将举办2024（第四
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活动。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
汲传排，张家口市副市长刘海峰，市政协副
主席、市体育局局长郭志炜参加开幕式。

北京冬奥会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展览开幕

本报讯李梦晴孙文丽韩哲宋钊铭
6月24日，京津冀创新转化（德州）中心
揭牌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举行，活动现
场，与会领导为京津冀创新转化（德州）
中心揭牌。

据悉，京津冀创新转化（德州）中心
致力于成为服务京津冀地区创新主体
对外联络的重要枢纽，加强政府平台、
高水平科研机构和领军企业合作，整合
科创成果、机构、人才、资金等资源，做
强科技转化平台、打造创新服务平台、
构建人才交流平台，为京津冀科创主体
深度开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工作提供
有力支撑。截至目前，已有启萌星教育
机器人、联科华单原子材料研究中心、
中电智诚嵌入式计算平台等11家优质
企业、品牌商家、专业运营方签约入驻
京津冀创新转化（德州）中心，共吸引专
业人才团队50余人。其中，有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
科学院背景的平台项目占比超90%。

另外，还举行了重点项目签约仪式，
本次共签约20个项目，总投资116亿

元。除了像智慧移动储能车研发制造及
运营、液压流体技术装备智能制造等科
技创新类项目外，还有京鲁人才创新平
台共建等产学研合作与服务类项目。签
约项目涉及文旅、集成电路、智能制造、
节能环保等四大领域，呈现类别丰富、含
金量高、特色鲜明等优势，为加快构建分
工合理、协作有序、上下联动的产业协同
发展格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矿冶科技集团北矿新材科技有限
公司与德州天衢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约
热喷涂材料产学研合作项目，总经理侯
玉柏表示：“我们先后多次与德州天衢
新区沟通洽谈，围绕项目投资、人才培
养、社会就业等展开全面对接，被他们
的真诚、被德州厚重的文化及淳朴的民
风所打动、被落地德州企业的蓬勃发展
所打动。我们也期待双方的合作能早
日生根发芽、结出硕果。”

“今年是新区的对接融入京津冀
深化年，借助中心成果引入项目后，我
们将优化建设时序，采用一个项目、一
个团队、一套方案、一跟到底的服务工

作机制，每个项目设立推进专班。同
时，还将利用特有的‘研发中心—中试
基地—产业园’全链条成果转移转化体
系，让项目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德
州市委常委、天衢新区党工委书记祁小
青介绍。

与京津冀政府平台建立紧密沟
通机制、共同研究制定区域创新发展
规划、积极推动区域高端人才密切交
流……京津冀创新转化中心的成立标
志着德州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事业实
现更大跨越。

2024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
施十周年。德州市作为山东省唯一纳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城市，被赋予
京津冀产业承接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劳动力输送
基地以及京津冀南部重要生态功能区
“一区四基地”的功能定位。下一步，德
州将以中心为纽带，加强对接合作、优
化协同发展，促成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
落地，将德州建设为京津冀协同联动示
范区、环京产业外溢优选地。

京津冀创新转化（德州）中心揭牌

本报讯 武子暄 2023年，国务院出台的
《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
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提出，内蒙古要
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京蒙协作，
支持推动内蒙古与京津冀开展合作。

当前，呼和浩特市与京津冀的经济往
来日益密切，创新合作全方位展开。

近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内蒙古创新
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呼和浩特研究中
心、呼和浩特市工业软件产业创新中心揭
牌。这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京
蒙协作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些科创平台，将
把更多先进理念、优质项目和优秀人才带
到首府，围绕人工智能、工业软件、绿色储
能、乳业、草业、半导体硅材料等产业推动
科技“突围”，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助力首府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聚焦京津冀、长
三角、珠三角、粤港澳、东三省等区域的资
源优势，在创新领域开展了深层次、多领域
的科技合作，共建研发和产业“双向飞地”，
为创新发展赋予了强大动能。

京津冀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各类创新
要素集聚，产业体系较为完备，具备推动协
同创新的良好基础。呼和浩特市凭借产业
场景优势，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深度融
入京津冀国家创新体系，与北京海淀区构
建两小时创新圈，全力支持推动京津冀地
区国家级科研机构在首府建立分支机构，
实施京蒙协作成果转化项目65项。同时，
建立健全长三角联合成果对接机制，与浙
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东部
中心和上海市科委建立“成果+需求”对接
机制，支持本市科技创新主体与长三角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合作20项。此外，
呼和浩特市还完善做实呼包同城化发展机
制，推动两市校企科技成果转化等活动，为
区域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致力于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京津
冀区域发展的源头技术供给，京津冀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目前已自建5个专业研究所
（智能制造研究所、光电技术研究所、材料
工程研究所、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环境与
资源研究所）和两个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
（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上海颠覆性技
术创新中心），培育高科技企业118家、研究
生约400人。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已与国家乳
业技术创新中心共建乳业创新前沿技术实
验室，其在京重点培育孵化的北京十沣科技
已在首府落地成立分公司，相关技术研发及
产业化工作同步展开。”呼和浩特市科技局
党组书记、局长李孔燕介绍，京津冀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呼和浩特研究中心成立后，将围
绕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建立“平台+基地”
“研发+产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联动体
系，整合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科创人才
资源和呼和浩特市产业资源，建立颠覆性技
术转化机制，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工业软件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核心支
撑。落户于呼和浩特数字经济产业园的呼
和浩特市工业软件产业创新中心，将充分发
挥首府区位和产业优势，依托陈十一院士团
队在工业软件自主创新及数字化转型方面的
技术优势，引进更多科创资源与人才团队，
打造集研发、应用孵化、人才培养、综合服务
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工业软件产业创新
中心，全方位赋能首府产业数字化转型。

融入协同发展深化京蒙协作京津冀场景共建共享协同发展新质生产力 呼和浩特借力京津冀
协同发展推动产业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