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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 记者日前了解到，杨浦
获批成为中国科协全国首批 22 个

“科创中国”试点市（区）之一。作为
上海市唯一的试点市（区），今年杨浦
围绕产业布局，发挥自身特色，打造
以技术交易为核心的科技经济融合

“样板间”。
杨浦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云

集，汇集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
理工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众多院
校。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其科
研成果多为财政资金支持，这些成果
如何进场交易？怎样确权确价？技
术交易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节
点，是技术产业化绕不开的环节。

记者从区科协获悉，针对这个
“痛点”，杨浦联合上海市技术交易
所、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完善科
技智库、促进技术交易、深化国际交

流，打造以技术交易为核心的科技经
济融合“样板间”。具体内容包括：与
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源头签订
成果托管，挖掘优质科技成果，上线
科技成果库小程序，推出线上路演大
厅，组织线上线下实用性技术推广、
宣讲培训等科普活动，构建线上线下
渠道融通的技术交易生态系统。

此外，杨浦将建设区域性创新组
织和协同创新赋能组织。目前，长三
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已成立，由上海
市杨浦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浙
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安徽省合肥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参与试点的“双创
券”已上线，该服务券可实现异地通
用通兑，有效促进长三角科技资源的
开放共享，推动长三角的协同创新和
共融发展。同时，杨浦将围绕人工智
能、智能制造、生物科技三大领域，以
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海洋
大学三所高校为基础，联合全国学
会、地方学会共同建设协同创新赋能

组织，加强与行业企业、服务机构等
单位的跨界合作，以成果资源及各类
科技转化服务为着力点，服务地方引
才引智引技，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
业升级，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据介绍，打造“科创中国”品牌
是中国科协响应中央号召、回应社
会诉求，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
作。在全球经济形势严峻、我国经
济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关键时
期，中国科协聚焦科技经济融合焦
点问题，于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推出“科创中国”品牌，以人为本
打造技术服务交易平台，就是要汇
聚创新要素、有效推动科学家和企
业家合作，将人才、技术导入产业、
资本，推动技术服务和交易的规范
化、市场化、国际化，形成新的组织
模式和工作方式，探索产学融合的
组织制度和激励机制，推动以地市
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

相关新闻

杨浦打造以技术交易为核心的“样板间”

本报讯 6 月 5 日，杨浦区“北斗
星”药学联盟成立启动会及首次联盟
药学研讨会在市东医院举行。

据介绍，杨浦区“北斗星”由
杨浦北部区域 7 家医疗机构药学
团队共同组成，旨在通过相互间
的 合 作 交 流 ，各 尽 所 长 、优 势 互
补，积极发挥二三级医疗机构及
社 会 办 医 疗 机 构 的 辐 射 带 动 作
用，进一步提升区域内药事管理
和药学服务能力，共同为居民群
众的用药安全服务。

本次药学结盟的 7 家单位是：
上海长海医院、杨浦区市东医院、杨
浦区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杨浦
区五角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杨浦
区长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杨浦区
新江湾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上海
中原护理院。

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建立药学联盟能提高药师药事服
务水平，尤其要把重点放到慢病管
理以及中老年人疾病的管理上来。

■施冬

“全国唯一”“连续四年”“被国务
院发文表彰”，杨浦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又一次迎来“高光时刻”。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据
介绍，自 2016 年获批国家首批“双
创”示范基地以来，杨浦始终坚持

“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三
区联动”“学城、产城、创城三城融
合”的建设理念，不断优化区域创
新创业环境，营造浓厚的创新创业
氛围。

2019 年，区域新增市级科技小
巨人企业 10 家、累计 96 家；高新技
术企业新增 244 家、累计 748 家；市
级“专精特新”企业新增 19 家、累计
136家；全区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86件。

不断优化创新创业营商环境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杨浦畅通

“双创”企业生命周期全流程，推进40
个主题事项“证证联办、一次办成”，
平均跑动次数从3次减少为1次。

“服务创新创业十项首创性举
措”推出，如在银行设立专区，为企
业提供一站式政务和金融服务“政
银通”，已实现全区 24 家银行 124 个
网点全覆盖；在长阳创谷设立“创
厢”工作站（办税自助服务厅），实现
自助办税、税务网报等功能，去年 4
月以来服务400户次企业，领取发票
6600 余份。

为了更好地服务长三角区域
创新创业，2018 年由杨浦倡议成立
了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包括
沪 苏 浙 皖 25 家 国 家 双 创 示 范 基

地。去年 12 月，上海杨浦、常州武
进、嘉兴南湖、合肥高新区等 4 家
基地签订“双创券通用通兑”合作
协议，发出首张异地通用通兑的双
创券，推动上海理工大学与江苏江
南烯元石墨烯公司实现科技服务
供需对接。

积极培育市场主体
为发挥实训基地示范作用，依托

人社部冠名的中国（上海）创业者公
共实训基地，建成 10 家区级创业实
训平台，可为创业者提供多种孵化模
式，实现“一基地多点”布局。

在创业型社区建设方面，目前，
杨浦创业型社区实现街道全覆盖，获
批市级特色创业型社区的街道数量
居全市之首。

与此同时，杨浦推动“乐业空
间”就业服务品牌向园区（社区）延
伸，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大学生求
职需求，为周边社区青年提供就业
推介。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

杨浦一直致力于推动区校企联
动，与复旦、同济、上海交大等区域内
外 11 所高校签订合作协议，合力打
造复旦创新走廊、环同济知识经济
圈、财大金融谷、上理工太赫兹产业
园等重点载体。依托西门子、德国大
陆、中兵北斗等一批总部机构，聚焦
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北斗导航等
领域，挖掘一批全国领先的关键核心
技术。

在推动科技产业集聚方面，杨浦
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现代设
计、区块链等重点产业，环同济知识
经济圈“十三五”末预计总产出达到
500亿元；建成上海市大数据、云计算
创新基地，集聚全国人工智能创投联
盟、首批全国人工智能示范园区和
300多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

在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方面，
本区积极打造上海市类脑芯片与片
上智能系统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功能型平台
等研发支撑平台（均为市级功能性平
台），加速完善“创新平台+技术支
撑+创新企业+场景应用”四位一体
的产业生态。去年成立全市首个区
域性科技大市场，推动高校成果和企
业供需对接，目前已挖掘科技成果
300项、企业需求100项，开展技术对
接20余场次。

提升金融服务
推动设立产业基金。如去年设

立国泰君安创新母基金；今年 4 月，
设立梦想天使引投基金。

推动银企合作对接。如探索推
出市区联手的科技履约贷，建立市区
两级政府、银行、保险/担保机构风险
共担机制。

积极推动企业上市。设立浦江
资本市场实训基地（与上交所、复旦
大学共建）、会同长三角其他“双创”
示范基地建立科创板预备营，为有上
市需求的创新型企业提供针对性资
本市场服务和课程培训。 ■宗禾

高光时刻！杨浦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连续四年被国务院发文表彰

将“三区联动三城融合”进行到底

长阳创谷（资料图） ■记者 朱良城 摄
■记者 高靓

本报讯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是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自 2019 年起，本区便已正式分
阶段筹划推进东区污水处理厂和
杨浦区环境监测站教育基地的公
众开放工作，分别组建起两支以
青年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志愿宣
讲服务队，至今已陆续组织开放
活动近 40 批次，接待参观群众近
1800 人次。

近日，杨浦环保设施的开放模式
更新升级——线上 VR 展厅正式启
动，这是上海市首个环保设施公众开
放线上平台。

市民只需通过手机端或电脑网
络端点击进入，即可随时随地参观
杨浦区生态环境教育展示基地，打
卡“在家云游”等线上直播活动。基
地不断优化沉浸式参观体验，打造

“365 天+24 小时”永不落幕的网上
展览馆。

与实地参观不同，线上 VR 展
厅不受场地、开放时间限制以及
天气、光线等客观条件的影响，无
需预约，随点随看，同时，全自动
讲解系统实现了“眼耳同步”，看
到哪里，解说就听到哪里。此外，
市民可对关注部位放大、贴近观
察，也可调整视角总览全局，通过
多媒体播放技术，还能够观看专
业人员提前录制的工作视频，参
观模式从静态转变为动态，参观
体验得以提升。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途径，让
更多居民群众在线上直接学习、掌握
环保知识，由此进一步营造公众理解
环保、支持环保、参与环保的良好社
会氛围，激发、增强全社会的生态环
境保护意识。”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
责人说。

东区污水处理厂二维码 杨浦区环境监测站二维码

杨浦“北斗星”药学联盟启动
进一步提升区域内药事管理和药学服务能力

想了解环保知识？“云参观”随时随地

环保设施VR展厅“永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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