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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7月 16 日从安徽大学获

悉，近期该校杜海峰团队，利用聚焦

离子束微纳器件制备技术制备出了

世界上最小尺寸的斯格明子赛道器

件单元（赛道宽度：100纳米），为构

筑高密度、高速度、可靠的新型拓扑

磁电子学器件提供了重要支撑。相

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2009年，德国科学家在一类手

性金属磁性材料中，发现了一种具

有非平庸拓扑特性的磁结构，称之

为磁斯格明子。其具有尺寸小、稳

定性高、电流易操控等优点，有望作

为下一代数据载体，用于构筑新型

的磁电子学器件。实现电流驱动下

磁斯格明子在纳米赛道中稳定、可

控地运动，是器件构筑中最核心的

问题之一。然而，在过去15年的研

究中，有两个关键问题仍未得到有

效解决：一是器件特征尺寸太大，目

前实验上展示的最小条带宽度大于

400纳米，不符合器件的高密度要

求；二是磁斯格明子由于其自身独

特的属性，在运动过程中产生偏转，

导致运动轨迹不可控，且容易在赛

道边界消失，成为器件构筑的重要

障碍。

针对这两个问题，杜海峰团队

发展了器件结构单元聚焦离子束加

工制备技术，设计制备出厚度均匀、

边界/表面平整、非晶层厚度小于2

纳米的高质量FeGe纳米条带，为宽

度目前报道的最小尺寸；研制了透

射电镜原位加电芯片，扩展了洛伦

兹透射电镜原位加电功能。通过控

制电流脉冲宽度及电流密度，利用

赛道边界的边缘态磁结构稳定斯格

明子运动，实现了单个80纳米大小

的磁斯格明子在100纳米FeGe赛

道中的一维、稳定运动。实验结果

展示了纳米赛道中磁斯格明子高

速、稳定的运动特性，为基于磁斯格

明子器件的构筑奠定了基础。

（安徽日报记者 陈婉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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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以前都不敢想！”

让合肥医工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何广卫兴奋的是，该公司的一个科技

攻关项目，竟获得1800万元省级专项资

金的支持。而在过去，单个项目最高也

就支持一两百万元。

这一重大变化，得益于“零基预算”

改革的实施。

从2022年开始，安徽省财政部门摒

弃“考虑过往预算项目和收支情况”的常

规做法，从零开始编制2023年科技资金

预算，并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核定各项

支出。

“这种完全从零出发的预算模式，有

效扭转了过去科技项目‘小而散’、科技

资金‘撒胡椒面’的局面，显现出‘集中财

力办大事’的效能。”近日，安徽省科技厅

党组书记吴劲松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科技资金整合了

改革之前，安徽省科技攻关经费由

多个部门分头管理，存在明显的“分散、

重复、低效”问题。由于管理主体众多，

部分项目单位未能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项

目攻关上，而是投入到各部门的“公关”

活动中。

针对这些问题，一场“用资金整合倒

逼政府工作整合”的改革拉开帷幕。安

徽省将相关部门的科技攻关经费整合为

省科技创新攻坚专项资金，集中力量支

持全省科技攻关。

为此，安徽省政府成立工作专班，由

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红文担任组长，

构建了“1+1+N”的工作协同机制。

“两个‘1’分别是科技厅和财政厅，

‘N’指其他省直部门。”安徽省科技厅科

技资源统筹处处长谭海斌告诉记者。

为确保改革顺利实施，安徽省从征

集、凝练、申报，到评审、立项、拨付以及

管理，建立了“七统一”的项目管理机制。

在项目申报环节，省科技厅会同发

改、工信等部门，围绕安徽高质量发展最

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共同征集项目需

求、凝练项目指南。

进入决策环节，根据专家评审意见，

工作专班召开全体会议，审定项目和资金

安排。2023年，共有287个项目从1762

项申报中脱颖而出。其中，就包括合肥医

工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项目。

何广卫说：“当时，我们正在研发一

种创新中药，已经投入数千万元资金，经

费十分紧张，急需专项资金的支持。”

令人欣慰的是，该项目最终成功立

项，不仅获得省级财政1800万元的资

金，还获得了市级财政1800万元的配套

支持。

何广卫感慨道：“这就如‘久旱逢甘

霖’，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自主研发创新药

的信心！”

支持力度更大了

谭海斌介绍，改革前，安徽省发改委

有科技创新“攻尖”计划、省科技厅有重

点研发计划、省工信厅有重点领域补短

板计划等，不一而足。

“尽管计划众多，但单个项目的支持

力度却相对较弱。”谭海斌说。

合肥九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裕峰对此深有体会：“以往，我们公司

也曾获得过一些小额度的经费支持，但

对于高端工业设计软件的研发而言，这

些资金无异于杯水车薪。”

2023年，安徽省通过资金整合

等有效措施，将科技攻关资金由往年的

4亿元增加到10亿元。在支持方向上，

也进行了精准优化，从2022年的40个

支持方向，精简至2023年的22个。

一增一减之间，单个项目支持强度

由原来平均 81.7 万元提升到 469.5 万

元，提高了4.7倍。

在项目遴选上，工作专班紧盯省委

省政府重点关注领域，优先支持科技领

军企业发挥牵头作用。“在公司发展的关

键时期，得到2000万元的重大科技攻关

专项基金支持。”郑裕峰对记者说，“我们

更有底气做好一体化工业软件平台和高

端设计软件的研发了！”

谈起改革后的变化，安徽省科技厅

生命科学技术处处长陈鹏举例说：“过

去，省科技厅在中医药领域的支持资金

主要分为30万元、50万元和80万元三

个档次。这次中医药领域的10个项目

总共获得了1.35亿元的资金支持，平均

每个项目达到了1350万元，单个项目支

持金额翻了近20倍。”

创新动力更强了

在这次改革中，合肥维信诺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维信诺”）针对柔

性显示技术的关键难题，申报了新一代

信息技术专项——“无精密金属掩模版

的新型AMOLED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项目（以下简称“ViP项目”）。

回忆起立项过程，安徽省科技厅重

大任务与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处一级主任

科员司大杰说：“从合肥维信诺最初提交

的项目材料来看，并非紧迫技术需求，因

此被我们退回。但经过多次深入沟通与

调整，最终还是确定了‘ViP项目’。”

随后，省科技厅对该项目进行了批

复，由合肥维信诺牵头、联合合肥工业大

学等8家单位共同承担，省里拿出5700

万元专项资金给予支持。

“目前，该技术已打通工艺全流程，

相关产品正计划大规模量产。”司大杰

介绍。

“‘零基预算’为我们带来了持续的

创新动力，这将有助于企业取得更多的

成果，实现长远发展。”合肥维信诺副总

经理唐伟评价。

2023年，安徽省立项支持的项目总

投入高达96.5亿元。其中，省财政支持

资金15亿元（实际拨付10亿元），引导市

（县）投入资金15.9亿元，带动项目承担

单位投入资金65.6亿元。一股股专项资

金“活水”，激起更大的科技创新浪花，让

财政资金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效用。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改进科技计划管

理，深化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

改革，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自

主权，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

展望未来，吴劲松信心满怀地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重点领域，布

局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为安徽全省

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更加

有力的支撑！”

（科技日报记者 洪敬谱 吴长锋）

不
让
科
技
资
金
﹃
撒
胡
椒
面
﹄

—
—

安
徽
省
实
施
﹃
零
基
预
算
﹄
改
革
纪
实

近日，安徽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印发

《安徽省支持科技企业运用资本市场高

水平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

措施》）。

《若干措施》聚焦资本市场在服务

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发挥，着力畅通“科

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从供需两

端发力，多维度、分层次谋划研究了25

项支持科技企业运用资本市场高水平

发展的举措。

《若干措施》提出，针对科技型企

业不同发展阶段融资需求，着力构建

股权激励、私募股权投资、发债融资、

银行信贷、上市挂牌、再融资、并购重

组等层层递进接力、覆盖科技型企业

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特

别是围绕支持重大科技攻关、打造科

技型企业组团式金融服务、推动产业

集群向资本集群发展等安徽资本市场

建设的特色做法，强化金融与科技、产

业、财税政策协同，加强与相关部门现

有规划或正在拟定工作计划的有效衔

接，一体化推动科技企业利用资本市

场高水平发展。

近年来，安徽资本市场在服务科技

创新中亮点纷呈。聚焦科技型企业全

生命周期，构建政府、国有资本、社会资

本等多方出资，天使、风投、创投等全覆

盖的基金体系。截至5月末，全省备案

私募基金达2094只，在皖落地的私募

基金规模达1.69万亿元，居全国第7

位。深入推进万家企业资本市场培训

专项行动，组建长三角（安徽）资本市场

学院，建立“科创100”上市专项行动企

业后备库，加大上市后备资源规范培

育，境内上市公司达176家，其中高新

技术企业130家，占比74%；专精特新

企业82家，占比46%；科创板上市公司

24家，居全国第6。 （徐慧媛）

安徽出台25项举措支持
科技企业运用资本市场高水平发展

近日，在滁州市南谯

区 500 千伏变电站，一台

5G智能机器人和运维人员

正在对站内供电设备进行

特殊巡检，确保当地企业

和居民夏季生产生活正常

用电。为了预防新一轮高

温天气和雷雨给电网带来

一定危害，保障电网设备

安全运行，滁州市供电公

司在常规人工巡检的基础

上，增设5G智能巡检机器

人对全市供电设施进行全

方位的巡检，启用“智能机

器人+巡检人员复核”作业

模式，发现隐患及时整改

消除，确保滁州城乡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可靠。

通讯员宋卫星 谢文东 摄

55GG““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巡检电网保供电巡检电网保供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