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对新进高校毕业生采取“基层实习、轮岗锻炼、考核定岗、挂职培养”方式，挂

职班组长参与重大项目、重大工程施工管理，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图为8月16日，该厂选煤车间技

术员姜致君（右）在生产现场向毕业生传授旋流器工作原理。 通讯员 石启元 摄

业务帮扶业务帮扶““一对一一对一””

本报讯（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8

月17日，记者从省经信厅获悉，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效：

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9%，居全国第3、中

部第1、长三角第1位；全部工业、制造业、数字

经济增加值先后突破1万亿元，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指数居全国第7、中部第1位。总量和质量

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产业兴则经济兴，区域竞争的关键是产业

和产业链的竞争。十年来，我省培育千亿产业

14个、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15家。电子信

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8.4%，成为全省工业第

二大行业、拉动工业增长的第一动力。平板显示

产业集聚京东方、维信诺、康宁等上下游企业

200多家，面板产能约占全球10%。集成电路产

业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400多家，获批全国首

个“海峡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合作试验区”和国家

首批集成电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光伏产业

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业营业收入增长到2021年的

882.8亿元，增长32倍。智能语音产业入选国家

首批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国声谷”是全国第一个

以“中国”冠名、第一个部省合作共建、第一个配

套专项支持政策的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新能源

汽车产业2021年产量突破25万辆，居全国第5、

中部第1位。家电产业以海尔、美的、格力等企

业为龙头，产量稳居全国第2。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企业，十年来，我省

强化梯次培育，构建优质企业新生态，民营企

业数量从30.4万户提升至188.4万户、增长5.2

倍，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从56%提高至

60.8%；营业收入超千亿企业5户、百亿企业50

户；中国500强企业8家；海螺集团、铜陵有色

连续三年入围“世界500强”；发挥企业家主帅、

企业主体、政府主责作用，坚持以市场逻辑、资

本力量，大力实施产学研协同创新行动，加快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

数字化转型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生存

和长远发展的“必修课”。十年来，我省聚焦

“工业互联、智改数转”，持续实施数字赋能行

动，大力实施工业互联网三年行动，设立10亿

元资金、200亿元基金，省内重点培育平台130

家，其中工信部试点示范30个、位居全国前列。

企业竞争，根在质量，重在标准，赢在品

牌。十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

品牌“三品”战略和“安徽工业精品”提升行动，

共认定省级新产品3591个、“安徽工业精品”

838个，创新开展“精品安徽·皖美智造”主题宣

传，从党的十九大开幕当天开播以来，共有193

家企业参与宣传，触达用户476.5亿人次，占电

视收看总人口的80%。实现了宣传“安徽制

造”、唱响“安徽品牌”、提升“安徽形象”三者有

机统一。连续八年举办安徽省工业设计大赛，

创建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4家，居全国第6

位。同时，我省聚力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打造绿色产品、工厂、园区、供应链，大力发展

节能环保产业，工业节能减排成效明显，累计

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129家、居全国第6，绿色

设计产品410种、居全国第2，绿色园区14个、

居全国第2。

千帆过尽皆成序，乘风破浪再奋楫。面向

新征程，我省将继续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拉高

标杆、奋勇争先，加快推动制造业提质扩量增

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我省制造业总量质量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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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和国家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宣传到广大

的人民群众当中去，是落实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向乡村振兴转变的重要举

措，六安市霍邱县曹庙镇元圩村开展了

入户送政策专项行动，受到了广大群众

的欢迎。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走访脱贫户、边缘

易致贫户、监测户、突发困难户。霍邱县曹

庙镇元圩村精心确定宣讲内容，选择与农

民群众密切相关的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教

育帮扶、健康帮扶、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

兜底保障、防贫保等民生政策作为宣讲重

点，通过发放明白纸、聊天等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让群众及时了解党和政府的各项

惠民政策，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另外围绕监测户识别标

准及识别流程等方面，结合农户实际，同他

们“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针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为群众答疑解惑，让国家政策、

知识真正做到“入心、入脑”。

在入户宣传政策的同时，曹庙镇元圩

村也及时了解每一户的家庭情况，询问各

户“一过线两不愁三保障”及安全饮水情

况，确认是否存在致贫返贫风险。在走访

到脱贫户周学春家中时，了解到该户陈德

珍因中风而导致瘫痪，了解该情况后，镇

村两级积极帮助该户办理残疾证，申请大

病救助，办理残疾人生活补贴，护理补贴。

一边宣传政策，一边发现困难户，曹庙

镇元圩村的入户走访，积极落实了精准帮

扶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群众的

一致好评。 （王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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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生物医药创新升级 促进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实施《“十四

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将“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的生物医药”作为生物经济4大重点领域之

一，并对推动医疗健康产业发展作出专门部

署。贯彻落实好《“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

划》、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升级，应着重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过去十年左右，在良好的政策环境下，我

国生物医药创新进步飞快，全行业研发投入大

幅增长，上千个新药进入临床，上百个新药开

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获批新药日渐增多。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产品以跟随创新为

主、研发同质化严重、一些前沿技术和国际先

进水平存在差距等等。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

基础研究是医药创新的源动力，基础研究成果

孕育着新药发现的突破口。着眼未来、面向全

球，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是我国

生物医药创新升级的关键。

一方面，应整合资源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

入，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围绕生命

健康重大问题和前沿生物技术开展前瞻布局，

争取在新一代生物技术、新的药物靶点和作用

机制、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交叉融合等方面取

得突破。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健全科技成果转

化体系，完善激励机制，充分激活高校、科研院

所、医院的创新资源，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向产

业端转移，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转化应用。

二、发展壮大产业创新力量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创新活动中发

挥主导作用。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医药市场竞

争环境的变化，传统医药企业纷纷向创新转

型，加大研发投入，布局创新药开发，研发强度

超过10%的企业不断增多。同时，良好的创新

环境吸引大量海内外科技人才创业，一大批新

兴生物技术公司设立和快速成长，目前我国从

事创新药、新型技术开发的创新创业公司已超

过2000家。转型中的大型医药企业和研发型

生物技术公司是我国生物医药创新的关键力

量，承担着产业创新升级的主要任务，应有针

对性地支持这些企业的发展。

一是要优化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完善新

药审评、医保支付、临床使用等政策，促进获批

上市的创新药较快实现商业化价值，促进企业

实现创新收益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二是加

强对创新型企业的金融扶持，支持大型企业的

创新业务分拆上市，支持研发型生物技术公司

上市融资，扩大生物医药风险投资基金和股权

投资基金规模。三是根据中小医药企业创新

发展的需要，支持建设一批高质量、市场化的

合同研发、合同生产平台，提供新药研发全链

条的专业化服务。

三、打造高水平生物医药创新集聚区
我国生物医药创新呈现典型的集聚发展

特征。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广州、深圳等

创新资源丰富的城市，聚集了大量研发型生

物技术公司，建立了系统完整的产业服务体

系，实现了“1+1>2”的区域集聚效应。要继续

巩固和深化这个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

和影响力的生物经济创新极和生物产业创新

高地。

一是服务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引导创新资

源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具有良

好产业和市场优势的区域集聚发展，集中力

量组织实施重点产业专项提升行动，围绕生

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等领域培育一批

世界级龙头企业。二是要促进城市间产业分

工协作和要素有序流动，通过改革创新破除

制约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推动构建统一大

市场，加快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应依托重点骨干企业建立产业共性技术平

台，加强核心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不断促进技

术外溢与转移，既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又增强

协同创新能力。三是推动国家生物产业基地

向高端化、国际化、平台化方向发展，立足区

位和产业比较优势，建设一批关键共性技术

和成果转化平台，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和产业

协作，促进重点产业升级，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生物产业集群。

四、积极融入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体系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深化生

物医药全球创新合作。一方面，立足国内医药

大市场，吸引全球医药创新要素向国内聚集，

促进各种类型的国外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和创新药生产基地，支持海外高水平人才回国

发展。引导国内企业通过合作开发、技术许可

等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创新效率，缩

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支持国内临床研

究机构和CRO/CMO机构承接国际合作项目，

提升全产业链国际化水平。另一方面，大力推

动国内创新药进入国际市场，开展创新药国外

注册，开展面向发达国家市场的全球多中心临

床研究，在更广阔的市场兑现创新药价值。鼓

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产业链全球布局，在境外

建立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提高国

际市场运营能力。 （王学恭）

“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系列解读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