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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

近日，建筑面积约1026平方米的宿州·杭州“科创飞

地”在杭州市正式揭牌。据了解，宿州·杭州“科创飞地”将

通过“孵化在杭州、转化在宿州，研发在杭州、生产在宿州，

招人在杭州、用人在宿州”的发展路径，实现宿州杭州产业

上深度对接、创新上深度共享、资源上深度联通、人才上深

度共用，为宿杭“双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势。

近年来，宿州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

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持续优化企业科技创新环境，加快

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着力构建科技创新生态，进一步

激发全市创新创业活力。

立足于“科”，强化顶层设计

宿州市推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提升惠企政策促进

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若干措施》《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三年

倍增行动方案（2022-2024年）》《宿州市全社会研发投入

强度提升行动方案》《宿州市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修订完善《宿

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宿州市扶持高层次科技人

才创新创业实施细则》等系列文件，着力构建“顶层设计牵

引、重大任务带动、基础能力支撑”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

推动企业常态化参与科技创新决策，强化从企业和产业实

践中凝练应用研究任务，2023年市级科技项目共征集企

业需求99项；聚焦“四个面向”，完善“揭榜挂帅”攻关机

制，优先在生物育种、土壤修复等方向取得突破。正在实

施的“大豆振兴协同创新工程”市级揭榜挂帅项目，示范基

地亩产比同区域地块平均亩产增产25%以上，其中埇桥区

王庄村基地，经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实收测产，亩产达

322.95公斤，在安徽省大豆高产记录中排名第三。

致力于“技”，加速成果转化

宿州市持续深化校地合作，进一步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南京农业大学、江南大学、河海大学、中科院合肥物质

院等高校院所开展合作。2023年以来，先后与中国矿业

大学、安徽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厦门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等签订合作协议，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

架”、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推动厦门大学与宿州天

尚安能公司联合组建“宿州市新能源材料产业研究院”，其

研制的“燃料电池气体扩散层碳纸”新产品已实现量产，技

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性能接近目前广泛商用化且性

能优良的日本东丽碳纸，解决了卡脖子问题。2023年1-

10 月份，全市吸纳技术合同交易 3955 项，同比增长

522%，总量全省排名第五；输出技术合同交易2267项，同

比增长401%，总量全省排名第四；宿州市登记科技成果

863项，总量全省第六。

服务于“创”，构建创新生态

创新主体增量提质。2023 年宿州市高新技术企

业预计新增 100 家以

上 ，增 速 30% 左 右 。

高 层 次 人 才 不 断 集

聚。7 个团队拟认定

为2023年市级高层次

科技人才团队，宿州

市现有省级高层次科

技人才团队7个，市级

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

31 个，入库创新创业

团队 68 个，团队核心

成员 430 人。“双创”

平台扩面提标。新获

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1家，实现零的突

破；新获批省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3家，省级

众创空间5家，省级院

士工作站4家，省级企

业 研 发 中 心 12 家 。

2023 年 11 月 9 日，杭

州“科创飞地”正式挂

牌运营。截止 10 月

底，宿州市共有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家，国家级众创空间2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7家，省级众创空间18家；省级院士工作站6家，

省级新型研发机构2家。

着眼于“新”，推动转型发展

宿州市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部署

产业链，推动科创产业融合发展。聚焦宿州市十大重

点产业，积极组织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专项，进一步提

升产业核心竞争力。2018年以来，累计立项

市级科技计划项目170余项，市级财政支持

资金 5000 余万元。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全市已有 2800 余家企业入驻省羚羊工

业互联网平台，160余家企业入驻市绿色家

居建材产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前瞻布局未

来产业，积极引进长三角高质量创新资源，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算力等产业

化应用方面实现突破。现已建成 10万平方

米 数 据 中 心 ，智 能 算 力 规 模 达

1159.7PFlops，超算能力达15Pflops，位居全

省前列。2023 年 1-10 月份，省双招双引平

台共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项目 66 个，投资

金额 142.23 亿元，全省排名第八；人工智能

项目 35 个，投资金额总计 107.4 亿元，全省

排名第九。

用心于“优”，打造一流环境

宿州市积极推动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加

快设立宿州市天使基金等，支持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2022 年度，全社会研发经费投

入 19.1 亿元，同比增长 19.1%，增速全省第

二。2023 年 1-9 月份，宿州市科技贷款累

计增速达 41%，排名全省第一。健全完善

科技创新政策奖补“免申即享”“即申即享”

机制，现行科技创新惠企政策 24 项，均已

录入“皖企通”平台。截止 10 月底，已通过

“免申即享”平台兑现市级奖补资金 5400

余万元。积极开展安徽“双创汇”走进宿

州、“4510”校地联合科创行动、宿州市新能

源碳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对接会、科技活动

周等系列活动，邀请中国工程院李克强院

士、蒋剑春院士分别就新能源汽车、先进碳材料技术

作专题报告，宿州市整体科技素养明显提升。持续

开展“科创心连心”，组织召开科技创新贡献奖、科技

项目管理等专题座谈会，充分听取企业家意见建议；

充分发挥双链融合专员、科技特派员、人才协会等作

用，深入企业、深入一线进行政策宣讲，企业获得感、

满意度持续提升。

乾坤日月当依旧，昨夜今朝却异同。宿州市通过大

力发展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先后荣获

“全国量子通信节点城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宽

带中国示范城市”“华东地区最具特色的云计算中心”等

称号，获批全省唯一的云计算产业集聚发展基地，“云都

宿州”的城市名片越来越响亮。

（图文由宿州市科技局提供）

宿州：让科技生态“软环境”激发创新发展“硬实力”

宿州市科技特派员指导特色经济作物种植。

2023年宿州市举办科技活动周暨第一届宿州市科技创新成果展。

山灵智能设备制造山灵智能设备制造（（安徽安徽））有限公司生产线上有限公司生产线上，，技术人员正在技术人员正在

操作生产机器操作生产机器。。

国家级企业孵化器-阿尔法数字科技产业园。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大豆改良中心主任盖钧镒一行来宿州市调研指

导大豆育种及种植情况。

安徽新熙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微生物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