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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新引擎轰鸣。如大潮奔涌，如细
雨润泽，创新要素正流淌在每一寸生机勃勃
的吉林大地上。

各类科技创新平台构成完整的“创新矩
阵”，肩负应对挑战、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之重任，为提升全省整体创新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提供强大力量支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动力。

吉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进入前所未有
的机遇期。

一年多来，我省155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建设完成，相继取得一批原创性成果；科技
创新中心、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新型研
发机构、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与创新型省
份建设总体目标相适应的科技创新平台体
系日臻完善，成效显著。

以平台“破浪”，促创新“奔涌”。吉林省
科技创新“冲锋号”号声嘹亮，动能强劲！

政策支撑动力澎湃

要想使科技创新平台成为我省创新型
省份建设的关键要素，就必须让配套政策

“走”出文件柜。
2022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全力统筹平

台资源，不断强化创新载体建设，让一项项
政策顺利落地，为科技创新平台培育了肥沃
的土壤——

围绕“11+3+2”部署，出台《关于支持全
国重点实验室建设的若干举措》，全面强化
对资金、人才、体制机制的支持；

印发人才政策3.0版，围绕6个方面34
项具体措施，激发人才活力，大力助推各类
科技创新平台引才、用才、留才工作。

出台《吉林省科学家工作室管理办法
（试行）》，推动科技人员融入经济主战场，并
增设了省地合作基金项目、省企合作基金项
目，撬动更多资金投入基础科学研究；

修订《吉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制定《吉林省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奖奖励办
法》，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效能，优化科技保
障体系；

我省还建立起科技攻关“揭榜挂帅”、军
令状机制，调动全社会力量攻克制约平台和
产业发展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

好政策好机制，受益的是平台，驱动的
是发展。

在洮南市好田村，一栋栋非传统建筑样
式的冷棚内，一排排菌袋整齐地悬挂在钢梁
之上，片片洁白温润的玉瓣在黑暗中散发出
点点荧光。这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团
队在此种植的玉木耳。凭借它，村民富起来
了，日子好起来了。

像玉木耳一样，许多食药用菌新品种选
育和栽培的关键技术，正是源自于吉林农业
大学的吉林省菌物表型学重点实验室。

作为本领域内全国首家省部级科研平
台，实验室通过我省优渥的引才政策，顺利
组建起由计算机、数学、材料、合成生物学、
基因组学、菌物学等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团
队，先后承担科研项目40余项，其中国家级
项目20余项，累计经费8000余万元；解决
了设备研发和数据分析中的多模态配准、融
合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开发了基于可见

光、高光谱、三维扫描、拉曼、CT等
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表型组
设备及配套软件10余套，在14家

科研院所和上市企业中应用，对推动食用菌
育种技术升级和工厂数字化转型起到了重
要作用。

取得突出建设成效的还有长春理工大
学的精密微制造、检测及装备吉林省重点实
验室。去年，实验室借势我省良好的科技创
新平台政策支持，主动出击，瞄准国家、吉林
省重大战略需求，紧密围绕纳米精度、纳米
尺度、极端制造3个前沿领域，在超精密加
工、微纳制造领域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等项目11项，获授权发明专利17件。多
项成果在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医疗等领域
获得应用推广。

“真金白银”的大投入、清晰而极具未来
视野的谋划布局，实打实的机制体制支撑，
无不彰显出吉林省以科技创新平台助推创
新型省份建设的决心和底气。

多“子”并落高效强劲

如果将创新型省份建设比作一盘棋，那
我省已建设的几大科技创新平台，就如同是
一颗颗“巧子”，需要哪颗下哪颗，需要几颗
下几颗，串联交织，协同作战，赢下全盘。

翻开2022年吉林省科技工作的任务单
和成绩单，从强化顶层设计，推进机制体制
改革，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其背后无不是
我省创新型省份建设发展对补齐“短板”的
迫切需要。

关键技术需要攻关？科技创新中心，落
子！

依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科技型企
业组建而成的各类科技创新中心，致力于开
展行业及领域共性与关键技术研究，加快科
技成果转化，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近年来，我省创新要素不断加速向企业
汇聚，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发展壮大，自主创新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成
效显著，不同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
实现新突破。

——吉林省兆瓦级风电叶片科技创新中
心依托中材科技（白城）风电叶片有限公司，
通过创新设计开发及产业化研究，实现高质
量、高效率的产业化风电叶片量产；建立起吉
林省兆瓦级风电叶片生产技术研发、成果转
化、人才聚集、培养合作开放的技术创新基
地，持续助力我省“陆上风光三峡”建设。

——依托吉林大学建设的特种工程塑
料创新中心对聚醚醚酮特种纤维的研究成
果，突破了纺丝级树脂合成和高温熔融纺丝
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国内首
套聚醚醚酮薄膜工程化生产装置，打破了我
国高端聚醚醚酮膜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截至2022年6月，吉林省已有省级科
技创新中心238个，涵盖先进制造、信息通
信与空间遥感、光电、新材料、新能源、新装
备、中医中药、生物医疗等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重要领域，为创新型省份建设所需的科创
产业的发展，提供不竭动能、核心竞争力。

产业培育需要引擎？新型研发机构，落
子！

走进长春通视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的产
品装调车间，技术人员正在抓紧对已总装完
成的光电成像设备进行最后的系统联调，确

保各项数据平稳正常运行。这家公司是由
中科院光电领域专家团队创业发展的研发
型高新技术企业、省新型研发机构。经过多
年积累，已发展成为国内机载光电设备领域
品类最全的企业，形成了机载、车载、船载、
光电制导、单兵手持光电五大类40余款产
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接下来，我们还计划建立以高端光电产
品的研发、试验、装调、生产、检测以及相关技
术孵化转化、配套设施建设为主的产业园区，
以产品为核心，打造上下游产业链，带动上下
游企业共同发展。”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在吉林省中科特殊食品创新研究院有
限公司，科技创新的“味道”扑面而来。这所
面向特殊食品领域的新型研发机构，通过与
中科院相关研究所、科研单位及高校、食品
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促进特殊食品产业链与
创新链融合。目前已与中科院烟台海岸带
研究所合作膳食纤维产业化、与吉林农大合
作人参核桃复配产品开发等多个项目，持续
聚焦特殊食品产业应用技术转移转化。

“新型研发机构正迅速改变着区域科技
与产业创新格局。”省科技厅相关负责同志
表示，下一步，将把握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重大发展机遇，优化新型研发机构布
局，强化产业技术供给，促进科技成果落地，
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创新发展需要智库？创新发展战略研
究中心，落子！

去年底，首届吉林省科技期刊助力创新
发展高峰论坛在长春召开，现场启动了吉林
科技信息智库，省内外56位知名学者获聘
为智库专家。这场高端论坛的主要承办方
便是吉林省科技情报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中
心，它也是我省首批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中
心。自成立以来，中心紧密围绕国家重大决
策和吉林省科技创新发展需求，开展前瞻
性、全局性和综合性的智库问题研究。重点
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开展跨领域、
跨学科协同研究与开放合作。

依托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建设运行的
吉林省科技创新立法与政策战略研究中心
也是其中的代表。目前，研究中心已吸纳了
一大批来自省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领域
高水平科研人员，积极发挥法治建设对科技
创新、对成果转化和生产力发展的引领、保
障、促进作用。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同志表示，2022年，
吉林省首批建设的4家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中心运行良好，第二批建设的7家中心正在
签订任务书中。今年，各中心也将继续面向
经济社会重大创新发展战略问题，持续为推
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吉林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巧子落定，满盘皆活！
我省在建好用好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

上超前谋划、蹄疾步稳，呈现出“千帆竞发、
百舸争流”的良好态势，吉林省创新型省份
建设的步履稳健，势头强劲。

厚积薄发硕果累累

先人一步，笃行致远，科技创新平台的
浪潮，不断奔涌。

2022年，吉林省一大批创新型平台可
谓“多点开花”，并相继交上了一份份优异的
答卷——

6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参加第一批重组，
2个获批挂牌，4个正在评审中；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P3
实验室获批；

国家智能汽车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方案
科技部已完成评审，国家半导体激光技术创
新中心建设方案待科技部评审；

高分子弹性材料研发及验证平台已通
过国家发改委评审；

吉林大学低碳汽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
中心、吉林农业大学动物重大疫病微生态疫
苗（药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4个教育
部科研平台获批；

全年新建省重点实验室9个、省科技创
新中心15个、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9个、省
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中心7个、省新型研发机
构15个；

建设、培育第四批校企联合技术创新实
验室85个；

省科技创新研究院围绕新能源等5个
重点产业组建9个省重点产业科技创新联
盟、创新联合体，投入3000万元支持光电芯
片等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项目8项；

省工业技术研究院组建了汽车电子及新
型汽车零部件创新平台和汽车产业技术公共
服务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落地；

……
成绩催人奋进，未来任重道远。在吉林

省创新型省份建设的新征途上，新的鼓点已
经敲响，新的探索已经起步。

2023年，我省将实施高水平科技创新平
台跃升行动。围绕省委、省政府“11+3+2”部
署，强化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第二批8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参加重组建设，力争半导体激光
和智能汽车2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获批建
设，持续打造高水平创新载体和平台。

围绕我省重大发展战略，筹建培育碳纤
维、种质资源2个省实验室，加快筹建省氢
能产业综合研究院，推动省重点实验室、省
科技创新中心、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省创
新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等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提质增效。

发展机遇，千载难逢；竞争态势，千帆竞
发。唯有干在实处、勇立潮头，吉林省这个
潜力无限的创新型省份，才能以清晰可见的
姿态加速奔跑；吉林省这个充满无限机遇的

“创新之地”，方能不负期待、赢得未来。

记者手记：

以创新赋能发展，以创新引领发展，以
创新驱动发展。一年多来，我省创新型省份
建设目标明确、马力十足。特别是对各类科
技创新平台的建设，花了大力气，下了硬功
夫。而创新平台也不负众望，交出了一张张

“硬核成绩单”。
通过采访，记者深刻感受到，不同于科

研项目，科技创新平台要长时间稳定存在，
还要不断接受运行绩效、成果实现的持续检
验，其特点就是高奏“进行曲”、永远“在路
上”。因此，面对新一轮的科技发展形势，吉
林省也还有很多“硬骨头”要啃。

继续坚持深化创新，把平台建设的任务
落得实实的，把创新发展的目标盯得紧紧
的，吉林省创新型省份建设必将行稳致远、
脚步铿锵。 吉林日报记者 张鹤

“作为一名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即
将去首都参加全国两会，我非常激动。”全
国政协委员刘启芳说，她一定牢记使命，积
极参政议政，做好本职工作，不辜负人民群
众的期待。

十年来，吉林省公益慈善基金会会长
刘启芳一直行走在公益一线，带领团队围
绕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等方面做了大量扎
实有效的工作，把一个个鲜活的公益项目

落地。“我们开展了‘精心助农’重点地区农
产品助销活动，产品销售到全国 21个省
市；开展留学报国——民族地区乡村教师
关爱行动，在150个乡村振兴示范村挑选
教师和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在边疆地
区开展老人食堂项目，服务65岁以上留守
老人。”谈起本职工作，刘启芳神采奕奕。
能为更多人提供贴心的关怀和帮助，是她
多年来坚守的初心。

身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2013年，
刘启芳来到东北出差，便和黑土地结下了不

解之缘。“工作中，我了解到一些农民因病致
贫，就萌生了做公益的想法，也成了‘吉心工
程’这个公益项目的第一名志愿者。”于是，她
带着年幼的女儿，告别故乡，扎根吉林做公
益，这一做就是十年。“吉林已经成为我的第
二故乡，我对这片土地和人民充满了感情。”

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
好人……公益路上，艰辛的付出让刘启芳
获得了许多荣誉。“这些都归功于我们的志
愿者团队，能和一群有理想、有力量、有担
当的伙伴共同走过千山万水，是我的荣幸，

更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她表示，在公益
的路上，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群人的
力量是无穷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
群人能走得更远。

“调研要下功夫，建言要接地气，这样
才有底气回应百姓的民生关切。”刘启芳表
示，在未来的履职工作中，她将一如既往地
深入基层，了解百姓所想所盼，通过大量的
走访、论证和研究，提交高质量的提案，做
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

吉林日报记者 赵梦卓

天 工 人 巧 日 争 新
——我省创新型省份建设系列报道之四

全国政协委员刘启芳：十年公益践初心

优环境 抓项目 强信心 开新局

代表委员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