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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
让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再提速

2017 年，河北吸纳京津技术交易额

164 亿元，这一数字比上年增长 55.7%，较

2013年更是增加了三倍多。

通过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京津冀

三地资本、技术、产权、人才等生产要素流

动更顺畅，配置更合理，创新资源布局不

均、共享不足、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不充分

等问题逐步消解。

“京津研发、河北转化。要积极参与京

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吸引更多京津

科技成果到河北转化孵化，推动河北尽快

走上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我省代表委员们

认为，要加强与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的合作交流，搭建科研成果转化的

交流交易合作平台，努力提升科技创新的

市场化水平。探索在京科研院所科技成果

在河北转化落地的有效路径，通过整合利

用京津地区的科技资源，服务我省高质量

发展。

如今，中关村在京外设立的首家创新

中心——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已有一百

多家入驻企业，年营业额超过7亿元，集聚

效应、裂变效应不断放大。

“中国科协、中关村等已经成为保定的

创新发动机。”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长郭

建英说，随着石保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

和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

不断加速，保定与中关村的合作还将进一

步深化，“满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中关村

保定·朝阳产业园、中关村高碑店软件园等

项目建设将得到推进。我们还将与科技

部、中科院、北大、清华等合作，定期互访、

重点事项会商、互派干部交流，推动重点领

域、重点项目和重要事项落地，通过协同创

新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

“创新平台既是技术、产业的载体，又

是机制政策的载体，是协同创新的重要支

撑，协同创新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

新平台的层次和水平。”全国政协委员、民

建河北省委专职副主委范社岭建议，成立

国家层面的协调机构，统筹布局创新平台，

避免无序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打破地域

界限，推动区域内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

新区、开发区等优惠政策三地共享，切实缩

小河北同京津的政策落差。合力打造以京

南科技成果转化试验区为支撑的南部创新

廊道、以科技冬奥为支撑的北部绿色廊道、

以环首都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带为支撑的现

代都市农业廊道，尽快形成“一南一北一

环”的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
技术创新体系

占全省企业总数比重仅 0.4%的 3174

家高新技术企业，贡献了 2017 年全省

15.3%的企业所得税。

“创新必须以企业为主体。”我省代表

委员们认为，企业的创新意愿、创新活力、

创新能力，决定着第一动力的“马力大小”。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企业牵头实

施重大科技项目，支持科研院所、高校与企

业融通创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为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我

们着手实施高端装备制造、高性能新材料

等重点领域技术创新专项，组建一批产学

研资用紧密结合的产业技术联盟。同时还

将制定实施县域创新驱动发展跃升工程。”

全国人大代表、邯郸市长王立彤介绍，通过

深入落实我省推出的《加快推进科技创新

的若干措施》，邯郸市年内研发经费支出占

生产总值比重将提高到1.2%左右。年内将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8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400家以上，打造出产业链配套的创新型

产业集群。

加快落实研发费用75%税前加计扣除

政策；建立高企后备培育库，为入库企业提

供“一对一”精准服务；建设包括4万件专

利的知识产权超市帮助企业获取知识产

权；30多位专家在全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

建设常态化培训……

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

能力，我省激励政策接连不断。从2010年

至今，我省累计为高新技术企业减免所得

税超过180亿元。

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

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

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全国人

大代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卢庆国认为，只有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才能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

争力。

不久前出台的河北省科技创新三年

行动计划中明确了新目标：2020年，我省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6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达到8.2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达到1%。科技创

新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能力将大

幅提升。

进一步深化改革，
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谁拥有一

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创新的优势和主

导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和完善创新

激励政策。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

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对承

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采取灵

活的薪酬制度和奖励措施。探索赋予科研

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

2017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

配政策的实施意见》，明确将“增加科研项

目资金激励”作为增加知识价值的主要措

施之一、将科研项目激励收入作为薪酬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科技人员通过承

担横向课题获得合理合法收入等一系列问

题作出详细规定。

“这些政策为充分调动广大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了保障。

有关部门应强化督导，推动落实。”全国政

协委员、民建河北省委副主委武义青说，有

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章，要抓紧修改废

止；有碍于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要下

决心砍掉。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改

革落地落实，才能真正补齐我省政策短板，

营造出重视人才、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

良好环境，调动起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以科技创新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从14岁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到成为金

属材料领域的领军人物，从入选国家“千人

计划”，到出任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全国政

协委员、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殷福星的经历

让他对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深有感触。

“应进一步破除束缚人才培养和发展

的体制机制障碍，实施更有效更可持续的

人才政策。”殷福星委员建议，要充分利用

我省当前面临的战略机遇，建立人才流动

机制，创新人才激励机制，营造适宜的人才

环境，推动大学、政府、社会、企业之间的科

研人员互动交流合作；积极吸纳国内和国

际高端人才，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人才

资源；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让一流人才

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

3月10日，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铝合金厂高级技师张雪松（右），正在和同

事一起调试动车组铝合金车体侧墙焊缝自动打磨机器人。 记者 刘禹彤/摄

刘延云委员
记者 赵海江/摄

记者 李春炜

连任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千喜鹤董事

长刘延云多年来一直关注农村建设等议

题。在今年递交的提案中，他希望通过鼓励

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产业扶贫，助力乡

村振兴。

2017 年，刘延云委员多次深入河北张

家口、承德等地的贫困县、贫困村调研，

目的只有一个——想办法让农民的腰包

鼓起来！

在调研中，让刘延云委员感触最深的是

在一些贫困村中，优势特色农产品资源十分

丰富，却因为没有形成产业化、标准化以及

品牌效应，加上销售渠道较为单一，导致好

的农副产品无人问津，农民收入没有保障。

贫困山村的现状，激发着刘延云作为一

名政协委员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他不断思考

如何让民营企业在脱贫攻坚中贡献力量。

在与当地部门、群众深入交流后，刘延

云委员深深感到，只有带动农村二、三产业

的发展，让农产品有了销路，老百姓才能增

收致富。脱贫一定要有主导产业做支撑，建

立示范效应。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

发展‘互联网+农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

入。”考虑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缓慢的情况，

刘延云委员建议通过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

搭建物联网平台，构建农副产品信息交易平

台，建立起农副产品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

工、销售的供应链体系，让农民生产更加安

全放心的高附加值农副产品，实现产供销

O2O模式高效对接。

“龙头企业拥有产业资源优势，可以创

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给贫困群众带来更多收

入。”他还提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带头

在贫困地区引进项目、发展产业。与此同

时，政府应完善对民营企业投资扶贫事业的

政策支持。

激发第一动力 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出席全国两会的我省代表委员们认为，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

攻关期，河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技引领、创新支撑。要闯过必须跨越的关口，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就要加快建设创新河

北，进一步释放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履职故事

记者 郭伟

刘延云委员多次深入贫困县贫困村调研

民企要为脱贫攻坚多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