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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
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
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
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
跃升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
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上实现新融合

春风徐徐，暖意融融。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长子
县仙翁山风电场的一排排白色风机在风塔上的巨大桨
叶带动下，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能。利用“稍纵即
逝”的风力资源，去年全年，仙翁山风电场累计发电量
1.87亿千瓦时。

在格盟长子 100MW 智慧光储发电项目现场，整齐
排列的光伏板向阳而列、连绵起伏，泛着粼粼波光，一片
蓝色的“光伏海”汲取着太阳光照，源源不断释放出绿色
能源。

追光、乘风、逐绿，市科技局牢牢抓住能源革命机
遇，做好“风光”文章，努力实现“生态”与“生产”统一、

“颜值”与“产值”同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是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以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促
进结构转型升级、扩量提质并举为目标，市科技局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持续强化战略科技力量，以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聚焦全市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利用得天独厚的
资源禀赋，积极转化为厚积薄发的新能源优势，推动建
设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化能源供应体系，因地制
宜走出一条多元化能源体系融合发展路径。

为进一步蓄积产业发展新活力，市科技局制定出台
《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加快打造层级多样、
品类完整的高端科技创新平台体系，依托长治医学院建
设“上党中药材品质提升及利用厅市共建山西省重点实

验室培育基地”，依托长治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建设“煤
基合成油产品测试厅市共建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培育基
地”，进一步壮大我市实验室研发力量。新建航天装备
热处理与表面处理、煤系固废建材资源化利用、煤基合
成润滑材料研究与应用 3 家省技术创新中心，带动我市
高端装备制造、固废资源化利用、煤化工产业技术创新
步伐。新增山西农业大学谷子研究所、红崖绿谷环保产
业公司 2 家省新型研发机构，截至目前，全市省级以上
科技创新平台达到92家。此外，还培育认定8家市重点
实验室、6 家市级技术创新中心、4 家市新型研发机构，
支撑产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
突破性进展。

在加大后备储备力量、夯实创新基础上实现新提升

在称为未来显示技术的高科华烨电子视像 MLED
COB 新型显示制造项目车间，全自动化固晶机上，微米
级的针头不断上下“敲打”，生产线另一头，一卷卷 LED
灯珠卷盘自动下架，成为新型显示屏的原件。“我们把
LED显示屏灯珠最小间距从0.7毫米突破到0.6毫米，让
COB 新型显示在国内率先实现规模化量产。”该集团总
工程师王岩科自豪地说。

今年 2 月 18 日，《长治市激励 LED 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办法》正式公布，为企业带来政策利好。“实施办法
里的每条政策含金量都很高，给我们攀登LED行业产品
制造新高地带来更大动力。今年，我们更有信心实现产
值 70 亿元，奋力将长治打造为国家级 LED 产业集聚区
和LED制造之都。”王岩科说。我市LED产业经过10余
年发展，现已拥有LED 光电产业链上企业11家、规上企
业9家、高新技术企业4家。

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是科技创新活动

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市科技局坚持把企业推到科
技创新的前台，精准施策赋能企业科技创新，强化企业

“出题者”作用，瞄准高效低成本钙钛矿-硅基叠层太阳
能电池、高铬堆焊耐磨复合板等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启
动实施市级“揭榜挂帅”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 12
项；组织企业争取省级以上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40 多项，
争取资金 5450.5 万元。服务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技术
研发，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券”制度，两批扶持 31 家企业
落实科技创新券 177.81 万元。滚动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倍增计划，完善高企培育库、政策宣讲、入企服务等措
施，全市 116 家高企通过评审，高企总数达到 290 家，超
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扎实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工作，390家企业进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库，超额完成
省定 337 家目标任务，为壮大高新技术企业规模储备后
备力量。

成果转化体系不断完善。坚持科技创新引领，扎实

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2023 年，我市培育建设了 6 家
省级众创空间，夺得第十二届创新创业大赛山西赛区
一、二、三等奖各 2 项，持续营造了良好创新创业生态。
加快培育建设中试基地，新建潞安太阳能“山西省光伏
制造中试基地”，中科潞安、凌燕机械 2 家市级中试基
地，加速畅通科技成果由实验室走向生产车间的通道。
长治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挂牌成立，
推动我市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与太原科技大学、山西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的深度产学研合作，提升高端装备
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落实技术交易扶持政策，对11项
科技成果技术交易奖补7.74万元，全年完成技术合同交
易 769 项，技术合同成交额 31.62 亿元，同比增长 3.27%。
大力实施科技成果引导项目，成功落实新能源汽车“电
池热失控预警技术推广转化”等 3 项省科技成果引导专
项，促进先进成果的产业应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
优势。

在优化人才生态、集聚创新团队上实现新突破

近日，在省科技厅公布的第二批“科技副总”名单中
我市3家企业获批，截至目前，已有5名国内高校专家被
选聘为省级“科技副总”入驻我市企业。

市科技局通过建立双向选才机制、建立项目培育机
制、落实“科技副总”政策等系列举措，积极协调对接高
校科技人才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帮助企业解决生产
和技术难题，促进省校合作落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市科技局结合我市产业发展
需求，不断深化省校合作，柔性引进国内高层次人才团
队，深入推进“两大基地”建设，新建 35 家高校科技成果
转化基地、26 家高校科研平台延伸基地，两大基地总数
达145家，高新区与天津大学、金烨钢铁与上海大学等深
度合作，推动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创新“项

目+人才”模式，选派第三批企业科技特派员54名，有效
解决了我市企业高层次研发人才匮乏和研发能力不足
问题，一年来，企业科技特派员积极参与企业技术研发
和成果转化，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多形式科技服务1000余
次，合作开展各类项目41项，其中12个项目被确定为国
家、省重点项目，联合共建 7 个省级创新平台，申报专利
7项，转化科技成果6项，制定行业标准5项，解决企业技
术难题和完成技术方案59项。

京长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联合北京相关单位扎实
开展“双联双引”工作，落地了潞城—中关村信息谷战略
合作、北大-襄垣化工联合实验室、“智汇太行长治科技
智库”、“太行山中药材创新北京专家工作站”等科技合
作平台；市政府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技
术交易所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023年，落实与北京对
口合作科技项目达47项，投资额18.98亿元；引进科技人

才，从北京高校、科研院所选拔 10 名专家作为企业科技
特派员，派驻我市开展技术服务；引进先进成果，从北京
引进科技成果64项，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亿元。

与此同步，市科技局还坚持把农业农村科技工作作
为支撑全市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选派75名专家参加山
西省“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开展三区
科技特派团入村服务。持续加强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
新选派90名特派员，认定第五批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33家。依托仁达机电建设“农业农村部丘陵山区
农作物收获机械重点实验室”，推动我市乡村振兴“科技
装备”持续走强。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伴随着科技创新的深入
推进，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传统产业将焕发新的活
力，因创新而变的长治，也将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科技创
新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
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
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
质态”。这个春天，“新质生产力”成为我市经济发展中
强劲涌动的一股新浪潮。

当前，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电子信
息、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积极角逐新赛道，发展新质生产
力，已成为长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更高目标，转型升级
已迈出了铿锵步伐，也取得了亮眼的成绩，新质生产力
成效凸显。但仍应清醒地认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因此，我市要奋力
做好科技创新这篇大文章，就要着眼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科研条件等条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

业链，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
培育，不断开辟发展新赛道、增强发展新动能、塑造发展
新优势。

在求“新”求“绿”中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有利于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打造差异化、集群式产业创新
平台，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转
型升级。

在求“新”求“活”中深挖发展潜能。新质生产力有
别于传统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要推动科技
创新和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优

化创新环境，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开花结果。
要通过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营造公平竞争、宽
松宽容、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创新、
谋发展，让企业创新动力不断涌流，为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提供重要支撑。

在求“新”求“质”中广泛聚集优秀人才。要以更高
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持续深化落实各项政策措
施，用好人才这个第一资源，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
求，从完善工作机制保障、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加强收
入分配激励等方面着力，进一步培厚人才成长土壤，营
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让人才创新创造活
力充分迸发，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
撑。

科技攻科技攻““尖尖”” 产产业向业向““新新””
——我市加快创新产业布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势赋能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长治高质量发展
浅溪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

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
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
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
标志。

如今，在长治，新质生产力在加速培育中逐渐积厚成势
——

全年技术合同成交额31.62 亿元，同比增长3.27%，技术
合同工作受到科技部火炬中心点名表扬；

建设“上党中药材品质提升及利用厅市共建山西省重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煤基合成油产品测试厅市共建
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申请成功获批立项；

新建航天装备热处理与表面处理、煤系固废建材资源化
利用、煤基合成润滑材料研究与应用3家省技术创新中心；

瞄准高效低成本钙钛矿-硅基叠层太阳能电池、高铬堆
焊耐磨复合板等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启动实施市级“揭榜挂

帅”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12项；
成功落实新能源汽车“电池热失控预警技术推广转化”

等3项省科技成果引导专项，促进先进成果的产业应用；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290家，全市省级以上科技

创新平台达到92家；
……
一个个有力的数据，见证着长治不断增强的创新发展

动力。
今年我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深化能源革命为牵引，

聚焦“规模适度、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引领创新、效益显著”
目标，统筹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加快建设现代化能源供应体
系。我市科技系统聚焦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壮大新能源、智能制造以及面向
产城融合的现代化服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构建绿色
产业发展新格局，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落地开花，一批
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聚链成势，打造新的效益增长极，向
绿、向智、向新的发展动能蓬勃脉动。

亮点1

亮点2

亮点3

一 图 读 懂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
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及时应用科技创新成果
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
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布局产业链

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围绕战略任务科学布局

要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
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
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

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
■坚持生态优先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加快绿色科技创新

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
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
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优化经济政策工具箱

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发挥绿色金
融的牵引作用，打造高效生态绿
色产业集群。

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

■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

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深化改革

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
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
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
畅流动。
■扩大高水平开放

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完善工作机制
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

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
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
需人才。
■健全分配机制

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
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
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
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
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完善工作机制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本报记者 温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