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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州：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未像今天这

样深刻影响着一座城市。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带动宿州经

济转型升级、持续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近

年来，宿州市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积极承接

沪苏浙优势产业和要素溢出，坚持创新驱动，激励市场主

体，搭建创新平台，培育人才队伍，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

链，做专做强做精核心产品，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推动

企业健康成长、持续发展，通过大创新造就大产业、赢得

大发展。

“数字赋能”提质，打造发展新引擎

在宿州市砀山县龙润堂智慧梨园里，通过传感器把

监测数据上传到“云端”，然后智慧农业平台将数据分析

结果反馈到手机App，管理员根据建议对果园进行喷

药、浇灌、小气候调节等作业，不仅极大降低了果园管理

的劳动强度，工作效率也大幅提升。该项目是砀山县

“5+8”数字乡村智慧农业暨农业产业互联网工程建设的

一个缩影。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石和新型基础设施，

工业互联网为加快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关键支撑和

引擎。宿州市坚持以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发展，制定全市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并出台支持政策，设立市

级专项资金支持工业互联网发展。部分县区、园区正在

加快研究出台配套支持政策。围绕纺织服装、制鞋、绿色

家居、绿色食品、梨产业等主导产业，扎实推进行业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动传统产业“上云用数赋智”，宿

州市大数据公司联合腾讯云，于8月31日上线了宿州绿

色家居建材产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雨鑫木业、雪龙

化纤等企业实现工业互联网改造，并积极对接羚羊互联

网平台，数字赋能升级步伐加快。今年宿州市作为全省

3个“2021年度发展数字经济成效明显地区”之一受省政

府督查激励。

转型升级助工业提质扩量增效

今后制造业的发展重点已经不在规模和速度，而在

发展质量。对于制造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能

力强、工艺先进、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高、产品质量好、能

耗和物耗低、污染物排放少，能够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相适应。为推进三次产业高质量协同发

展，宿州市出台《制造业提质增量扩效“2321”行动计

划》，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1-7月，宿州市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3.9%，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08户，总数

达1110户，为近年来新高；技改投资增长16.1%，灵璧

县作为全省3个“提质扩量增效”成效明显县之一受省

政府督查激励。

近年来，宿州市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

求，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做深做实产业链强链延链补链工程，推动制造业加速

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后劲十足的工业经济发

展显示出勃发的锐气。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6.4%，居皖北第1位。

“无中生有”聚云成势。通过坚持“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发展思路，聚焦“云计算、智能制造”产业，致

力打造“基础云、平台云、应用云”相互融合的数字经济

生态，吸引了包括阿里、腾讯、华为、浪潮、网易、奇安

信、华瑞赛维5G实验室等互联网头部企业落户，形成

令全国瞩目的数字产业集群。今年4月份，宿州市被省

政府评为全省3个“2021年度发展数字经济成效明显

地区”之一。

传统产业“借梯登高”。抢抓国家支持皖北承接产业

转移集聚区建设等政策机遇，牢固树立“项目为王”意识，

坚定不移把项目建设作为“牛鼻子”，把“双招双引”作为

“第一战场”，围绕制造强市建设，打造数字产业、高端装

备、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五大新兴产业集群，在

强链延链补链中打造特色鲜明的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

围绕十大重点产业承接产业转移集聚，深入实施工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行动，发挥工业互联网“乘数效应”，积极引

导传统产业“上云用数赋智”，推动“宿州制造”向“宿州智

造”转变。1-7月，新签约项目181个、总投资规模924

亿元，迈瑞医疗科技产业园、联想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

落地建设。

聚焦“亩均效益”增效，不断提升产业层级。宿州市

制定出台《宿州市工业企业亩均效益评价工作实施意

见》，积极推动“亩均论英雄”改革，各县区、园区已基本完

成亩均效益评价工作。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方

式，推进资源要素向综合评价高的企业集聚，清理闲置用

地、低效用地、低效闲置资产和“烂尾”项目，提升资源要

素利用效率。

改革和创新让发展跑出“加速度”

实现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是科

技创新成果要“落地开花”。今年3月份，宿州市出台

《“十四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优

化科技事业发展总体布局，持续深化科技改革攻坚，加

速创新资源凝聚，着力提升区域创新和成果转化能

力。通过大力实施科技创新“151”工程，联合大院大所

设立创新机构，南京农业大学宿州现代农业研究院、厦

门大学宿州先进碳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先后落地运

营并展开成果转化。上半年，宿州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增长20.6%，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4个百分点。坚

定不移实施“人才栽树”工程，大力实施“人才归宿”行

动，坚持正向激励，完善引才用才育才机制，构建“1+

N”政策体系，面向“双一流”引进紧缺人才126人，全市

人才总量突破60万人，初步形成具有宿州特色的人才

发展雁阵格局。

借力赋能勇闯改革新路。研究制定《市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2022年工作要点》，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和协

同高效，探索建立改革任务推进、督察考核、总结评估、宣

传推介等有效工作机制。抢抓政策机遇，用足用好支持

政策改革举措，持续激发经济活力。充分发挥典型改革

的示范引领作用，及时总结和推广基层的好经验好做法，

其中泗县“旗牌星”联动机制推进乡村振兴、萧县探索创

新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改革亮点和品牌获上级充分肯定。

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强淮海经济区协同发展，落实

与杭州结对合作帮扶“1+7”重点任务，推动共建产业合

作平台。强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标准地”改革，推进

“亩均效益”评价。

宿州市政府市长王启荣在第七期宿州市企业家沙龙

活动上强调指出，加快科技创新务必与时俱进。要在技

术创新上再加力，瞄准重点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

着眼长远、精准把握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力争在未来

科技和产业发展中占得先机；要在管理创新上再加力，着

力吸纳和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特别是重视领军型人才

的挖掘、引进和培养；要在思维创新上再加力，跳出“少知

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认知困境，不断推动企业发

展踏准时代节拍、跟上创新步伐。 （张帆）

数智云创产业园。

杭州-宿州产业合作对接会。 阿里犀牛制造。

赢圣科技公司生产贴片机车间一角。

灵璧县轴承产业园。

宿马现代产业园区智能终端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