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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地摊模式”如何变身高端“卖场模式”？

近期，2023年杨浦区创新指数2.0报告在

全球创业周中国站暨“科创中国”长三角联盟

站活动期间发布。《报告》显示，2022年杨浦创

新指数综合得分为340.0，较上年增长8.6%。

这一成绩的获得也凝聚着杨浦区科协人的倾

力付出。

从工业杨浦、知识杨浦再到创新杨浦，杨

浦区走出了一条转型、蝶变和飞跃之路，成就

了全国“三区联动”成功的典范之作。杨浦区

于2020年获批中国科协全国首批、上海首个

“科创中国”试点城区。3年来，杨浦区科协继

续迎难而上，培育出一批服务于技术交易的

“技术券商”，打造出了大量科技经济融合的示

范“样板间”。

服务细分产业发展
先行先试打造“技术券商”服务平台

近年来，作为科技创新的发源地，高校和

科研院所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象牙塔中的

成果转化是各方关注的重点，“钱变纸”的论文

导向正在变成“纸变钱”的发展趋势，从职务发

明的解禁到技术入股的激励，科技成果转化正

在中国大地上全面推进。

在杨浦区科协的积极推动下，2020年10

月28日，上海技术交易所正式开市，着力引导

成果、企业、机构、资本、政策五大要素资源进

场交易。

杨浦区拥有10所高校和百余所科研院

所、几千家高科技企业，是上海人才聚集的天

然高地。如何整合人才优势，让他们既在科研

中大展身手，解决实际问题，又能在科技成果

的价值评定和转化中发挥专业优势？如何将

成果转化的吆喝型“地摊模式”变成质量有保

证的“大卖场模式”？杨浦区科协瞄准对接瓶

颈，填补空白，通过实施“科协-学会-学术”一

体化、“技术-产业-资本”一体化、“高校-企

业-政府”一体化的三螺旋组织体制，建设以技

术交易为核心的科技经济融合“样板间”，打造

一批技术券商。3年中，杨浦区科协、上海技术

交易所、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与高校、大学

科技园及孵化器（园区科协）等多种主体类型

协同努力，先后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海

洋大学、新华医院、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

校、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上海市机

械工程学会聚焦“信息工程与应用”“智能设

计”“海洋技术”“儿科医学”“绿色印刷与包装

技术”“室内环境净化”“机械制造数字化转型”

等领域共建了7个细分领域技术券商“样板

间”，形成了“技术券商”的服务群。两年来，7

个样板间在上海技术交易所共完成挂牌45项，

成交金额超4.15亿元。

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暨“科创中国”长三

角联盟站活动期间，首个“最具创新性700米”

科创街区样板间又落地杨浦。杨浦区科协将

联合上海创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推动大学路

围绕构建“科创街区场景”、组建“科创街区共

创联盟”、落实“街区科创实践”，定期举办科创

项目路演、学术研讨、投资沙龙等各类活动。

促进体制机制完善
构筑可推广的“样板间”科学体系

“技术券商”服务平台是一个全新的模式，

如何将其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细化，便于未来

其他区域进行复制和推广？近年来，杨浦区联

合上海技术交易所联合探索了技术券商“样板

间”的“3+3+N”体系建设。

“所谓的‘3+3+N’的体系建设。首先是汇

聚成果库、需求库、专家库等三个基础库的资

源，建立动态扩容的长效机制，为技术券商”样

板间“资源对接、全链条服务提供资源支撑；其

次是构筑学会资源对接平台、技术券商服务平

台、科创中国活动平台连通各类资源，基于上

述‘3+3’模型，以具体产业为聚焦，可以发展成

N个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技术券商。”杨浦区

科协常务副主席钱彬介绍说。

技术券商“样板间”的实际运行模式具体

为在成果端，也是创新策源地，对于科技成果

进行收集、筛选、策划培育、推介撮合、挂牌交

易、孵化的链条式服务，梳理形成标准服务产

品包；然后是依托中国科协“科技服务团”，包

括有科技评估资质的学会，共建成果评估专家

智库开展科技成果筛选、评价工作，最终引导

高质量科技项目进场交易共同促进科技经济

融合发展。为了加强规范化管理，为后续复

制、推广奠定基础，杨浦区科协、上海技术交易

所联合外部单位共同研究形成《技术券商“样

板间”体系研究》报告，并发布《技术券商考核

体系（试行）》。

打造开放共享生态
推动建设长三角“跨区域”协同模式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2020

年，在市、区两级科协的推动下，上海技术交易

所与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为了将工作经验推广到长三角地区，杨浦

区科协倡议组织了“科创中国”试点城市长三

角协同创新组织系列活动，带领上海技术交易

所、技术券商代表共同走访部分“科创中国”长

三角试点城市，签署培育细分领域技术券商

“样板间”意向合作协议。2020年12月，杨浦

科协设立“上海国际海洋技术交易服务平台”

台州工作站。2021年 4月，上海市杨浦区科

协、上海技术交易所与江苏省无锡市、安徽省

铜陵市、浙江省嘉兴科协签订“关于培育细分

领域技术券商‘样板间’意向合作协议”，并与

“科创中国”长三角试点城市签署培育细分领

域技术券商“样板间”意向合作协议。2021年

5月，第十八届长三角科技论坛期间“科创中

国·技术交易券商培育与赋能计划”全国巡回

培训研讨班（长三角·上海站）在上海杨浦成功

举办。

今年4月，安徽省铜陵市科协一行专程来

到杨浦区取经，并与上海技术交易所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

钱彬透露，未来杨浦科协将主动出击服务

长三角地区，推广技术券商“样板间”模式，分

享成功经验，促进共赢发展。

□ 长三角科技报联盟上海报道组 吴苡婷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杨浦区科协打造科技经济融合“样本间”纪实

笔者近日从合肥海关获悉，今年前11个

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386.1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8.5%。其中，出口4823.5亿

元，增长13.7%；进口2562.6亿元，下降0.2%。

进入四季度，外贸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断增

多，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持续巩固。11月当

月，安徽省进出口729亿元，增长12.2%。其

中，出口482.1亿元，增长15.8%；进口246.9亿

元，增长5.8%。

汽车出口依旧是亮点。外贸结构持续升

级，新能源等高技术商品保持较高出口景气

度，为出口注入动力。数据显示，前11个月，安

徽省机电产品出口3297.6亿元，增长23.3%，占

出口总值的68.4%。其中，汽车、电工器材、家

用电器分别出口658.3亿元、356亿元、277.5亿

元，分别增长129.1%、67.5%、10.5%。电动载

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合

计出口364.9亿元，增长16.5%。

今年以来，民营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出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民营企业推动

经济恢复向好的作用进一步彰显。其中一项

重要表现即对促进外贸贡献进一步凸显。安

徽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增长已成为稳外贸的突

出亮点。数据显示，前11个月，全省民营企业

进出口3847.2亿元，增长5.8%，占进出口总值

的52.1%。

此外，从贸易伙伴上来看，前11个月，安徽

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809.3亿元，

增长22.7%，高于整体14.2个百分点；对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847.2亿元，增长2.6%，占

25%。

（何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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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滁州市

把学习推广“四下基层”作为主题教育的

重要抓手，推动理论武装在基层、问题解

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工作落实在

基层。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注重抓实调

查研究，实行谋题、破题、解题“全过程”

闭环落实，以高质量调查研究推动主题

教育走深走实。滁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全面推动政务服务从“一网通办”向“一

网好办”转变，用心用情走好新时代党的

群众路线。滁州市琅琊区丰山街道龙池

社区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

细、顺民意的事办好，答好“一线考题”，

推动主题教育在基层一线取得实效。

滁州市聚焦基层需求，察实情、出实

招、办实事，变坐机关“想办法”为到一线

“找办法”。该市通过开展“点题式”调

研，汇总收集涉及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

8个领域27个重点难点问题，17家牵头

承办单位开展实地调研32次，找准问题

症结，推动问题解决，做到回应一个需

求、解决一类问题、提升一个领域。滁州

市委常委会带头集体赴中新苏滁高新区

现场办公，带领全市上下共谋发展之策、

共解企业之忧、共办民生之事，示范带动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发现问题，

提出对策建议。今年以来，滁州市委、市

政府召开企业家早餐会10多场，为80多

家企业解决问题。该市1300余名包保

干部走访调研包保企业，收集办理企业

诉求3500余个；通过开展“善治亭城”行

动，深化“红色汇治”工程，先后解决群众

关心的“微小事”4100多件。

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带着16个重

点课题，组成4个调研组，到园区181个

非公企业党组织和12个村（社区）等基

层党组织分类开展对策性调研，围绕问

题楼盘、小区物业管理、房屋维修、征地

拆迁、工程领域纠纷等突出问题，梳理

问题症结，拿出切实有效的整改方案。

今年以来，接待受理群众信访投诉441

件，解决落实428件，群众的满意度不

断提升，推动园区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

有效发挥作用。同时，把检视问题整改

贯穿主题教育始终，系统梳理各类问

题，逐一明确整改措施、整改目标、整改

时限。

滁 州 市

数据资源管

理局围绕5个调研课题和正反面典型，

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10次，收集意见

建议18条，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层专

业知识不够、业务水平不高、工作方法不

多的难题。同时，结合单位行业特点，制

定领导班子联系支部制度、每日巡查大

厅制度，注重深入支部、窗口，精准查找

指尖“难点”，有效疏通掌上“堵点”，并设

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此外，推出企

业专窗、绿色通道、上门服务、延时服务、

预约服务等，开启“365天、7×24小时不

打烊”模式。

龙池社区深化“四下基层”工作方

法，围绕群众关心的物业议事、安全生产

等事项开展走访调研600户次，摸排梳

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17件；社区各党

支部采取楼道板凳议事会形式，为群众

解决矛盾纠纷、充电桩协调等“微小事”

15件；依托网格化管理，深化“党建+”模

式，党员领导干部下沉社区一线，党员、

志愿者和网格员广泛参与，积极开展下

访接访、化解矛盾；依托“红领家园”党建

项目开展志愿服务，100余名党员发挥

红色理发员、义诊员、服务员、调解员、缝

补员等“红五员”力量。

（罗宝）

践行践行““四下基层四下基层””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