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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为推动新区

产业层次跃升、能级提升，加快建设具有新区特色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赣江新区近日制订出台制造业重点

产业链现代化建设“6510”行动计划。

计划提出，到 2026 年，力争实现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生命健康、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有机硅新材

料、纺织服装 6 条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全面

提升，打造光电信息、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有机

硅、羽绒服装、生物医药 5 个特色产业集群，新区规模

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10%左右。

为实现这一目标，赣江新区将实施产业提质增效

行动、项目加速攻坚行动、企业培优扶强行动、创新引

领提升行动、数字改造升级行动、园区保障提升行动、

产业绿色发展行动，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新区

提供强有力产业支撑。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记者从赣江

新区创新发展部门获悉，新区近日制定并发布了《2023
年赣江新区第二批数字经济重点项目清单》，计划投

资金额 386.8亿元，涉及数字经济重点项目 56个。

据了解，本次清单包括上海均和集团投资建设的

数字智造科技港、广东万博智能数字印刷基地、通友

科技软件研发及信创适配基地等一批软件信息服务

及高端智能制造项目。

今年以来，赣江新区坚持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双向发力”，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产业赛道，

运用多元化招商手段，引进一批投资体量大、技术含

量高的“硬科技”和“黑科技”项目，同时，统筹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全力推动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近日，赣江

新区数字孪生城市基础底座平台正式运行。

据了解，该平台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倾斜摄影、城

市信息模型、大数据等技术，整合赣江新区中医药科

创城和儒乐湖新城约 70 平方公里的城市实景地图、建

筑房屋等多维度信息模型数据，实现“云上”数字城市

与实体城市同步建设。同时，平台还把城市规划、社

会治理、政务服务等职能部门专业数据进行集成，实

现了智慧小区、人才科技大脑、智慧招商、智慧工地、

智慧环保等众多项目的数字化管理。

赣江新区数字孪生城市
基础底座平台正式运行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为更好地展

示城市形象与活力，赣江新区将于 12 月 31 日举办“相

聚新区·喜迎新年”2024年元旦跨年夜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在赣江新区直管区——儒乐

湖新城、中医药科创城举行，以双城联动、全域齐欢的

形式呈现，活动还将启动线上同步直播。在儒乐湖新

城，将举办露营晚会、“国风 DJ+MC”、杂技肩上芭蕾、

杂技柔术滚灯、《筑梦未来 时空之门》时空之门+魔方

杂技表演、流行乐队表演、脱口秀、美食集市、倒计时

仪式等活动，营造出沉浸式的跨年仪式感，为来新区

的市民朋友呈现视听盛宴。同时，中医药科创城也将

举办悦港美食街、国潮集市、美食街区、古风游乐、篝

火晚会等活动，将传统与现代碰撞，展现国潮之美。

赣江新区将举办
2024年元旦跨年夜活动

“ ”企业来了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近日，赣江

新区生态环境局与直管区 40 家企业签订《赣江新区环

境应急物资社会联动保障框架协议》，建立环境应急

共享合作机制，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水平和应对突发环

境事件处置能力。

协议规定，赣江新区搭建应急物资共享平台，企

业按预定方案储备环境应急物资并建立应急物资清

单，由专人负责突发环境应急事件处置和应急物资调

配联络工作。突发环境事件发生时，生态环境局可根

据实际需要紧急调拨企业库存物资、设备，形成应急

处置合力。

在赣江新区环境资源共享平台，记者看到，40 家

企业各类应急物资数量、位置分布及联系方式等信息

可实时查询。“有的应急设备平时不用，遇到突发应急

事件时又不知道哪里有、向谁借，有了平台，所有企业

都能实现有效共享。”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桑海长

农污水处理厂厂长徐祥云说。

“灾害发生时，能够迅速调拨所需物资到受灾区

域，有效提高物资调配和运输效率，减轻灾情损失。”

赣江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宝鹏表示，将进一步加

大应急物资使用、管理等监督检查力度，确保环境应

急物资调配工作高效有序，最大限度减小突发环境事

件造成的环境影响和财产损失。

今年以来，赣江新区坚持问题导向，全力构建以

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为中枢、企业积极参与的“1+
X”生态环境应急联防联控体系。结合赣江新区环境

风险特征和企业应急物资储备现状，建立环境应急物

资库。同时，与赣江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签订突发环境

事件联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信息共享、协同处

置、联合演练、会商联络等四项机制，推进生态环境安

全风险防控政企同频共振。

搭建平台 资源共享 处置联动

赣江新区建立生态环
境应急联防联控体系

赣江新区探索“科技经理”制度，为中小企业打造科技“外脑”，
让创新驱动发展的轮子“转起来、快起来”——

一子落，满盘活。

赣江新区的“科技经理”制度，说到底，就是“不求

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求所为”的更加开放的人

才政策。打破地域、身份、职业等对人才流动的限制，

以用为本，采取目标任务导向、个性化定制的使用方

式，既解了地方的“人才饥渴”、补了企业的“科创短

板”，又让人才有用武之地、无后顾之忧，心血结晶能更

快地“走”出实验室，落地生“金”……灵活高效、开放包

容的柔性引才，为生产的第一要素松绑，给人才海阔凭

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激励和保障，让创新创造的活力竞

相迸发、充分涌流。

曾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的苏州人利用毗

邻上海的优势，柔性引进上海人才，助力

乡镇企业发展。一时间，大批“星期日工

程师”穿梭在苏州的粉墙黛瓦间、小桥流水处，带去了

上海的创新理念、先进技术和宝贵经验，推动创造了蜚

声中外的“苏南模式”。

今天，长三角已成为我国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

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有着

各自的人才优势，但同时都在探索柔性引才模式。比

如，借助上海至合肥的高铁，每周往返上海与合肥间的

“候鸟”人才有好几千人。为此，合肥专门出台服务“候

鸟”人才的工作方案，为建设“科创之城”打造人才汇聚

的“强磁场”。

多年前一部电影里说，21 世纪最贵的是人才，这话

现在越来越得到清晰的印证。无论是“从 0 到 1”的基

础研究突破，还是“从 1 到 100”的产业落地铺开，人才

都是根本动力。破解创新性领域普遍存在的“引才难、

用才贵”问题，需要“放开手脚”、活些再活些的人才政

策，该配套的配套、该放权的放权、该松绑的大胆松绑、

该激励的果断激励，以制度创新的“千钧石”，激起人才

奔涌、共谋发展的“万重浪”。

人才政策
不妨活些再活些

余 霞

42岁的何伟有两个身份，两个身份之

间相距千里。

工作日，作为中国药科大学药物新剂

型与技术专业的教授，他教书育人、潜心

治学；到了周末，他是赣江新区为智药善

和科技有限公司精准选聘的“科技经理”，

牵头开展中药精油应用技术攻关。

11 月 21 日，和何伟一样，8 位来自省

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层次人才受聘

成为赣江新区首批“科技经理”。他们带

着技术、成果、团队，走进生产一线，为企

业转型升级“精准把脉”，帮助企业针对关

键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为产业创新提

供人才支撑、智力服务和创新赋能。同

时，也在寻找科学研究的新需求、新方向。

从技术上的“出谋划策”到为产业“搭

桥铺路”，“科技经理+企业”，将产生什么

样的化学反应？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 静 文/图

▲▼楼下是生产线，楼上是实验中心，上任

“科技经理”以来，游胜勇（左）经常“泡”在公司。

赣江新区发布2023年第二批
数字经济重点项目清单

李铭（左）和赵鹏飞就技术问题进行沟通。

赣江新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
现代化建设“6510”行动计划

搭建一座“桥”

以柔性引才引导科技入企

多年来，赣江新区科技创新“扁担”两头不平衡。一

头，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转型突破需求旺盛；另一头，引

才难度大、用才成本高，技术壁垒难以突破。

智药善和就遇到了“成长的烦恼”。牢牢抓住中医

药产业发展的风口，这家科技型中医药企业成长迅猛。

今年，企业进一步布局中医药精油产业。

“中药精油目前广泛应用于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有

着非常好的产业前景，但我们缺乏掌握精油提取关键技

术的顶尖人才。”公司项目经理胡志文说。

如何搭建一座“桥”，打通“产学研”关键环节，推动

高层次人才加速向企业集聚？

“我们以‘科技经理’机制破题，用柔性引才引导人

才下沉、科技入企。”赣江新区创新发展局人才组组长李

跃文说。

通过赣江新区的牵线搭桥，智药善和与中国药科大

学接上头，何伟作为“科技经理”，牵头进行技术攻关。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赣江新区深谙此理。为防止

“拉郎配”，新区改“选派”为“选认”，通过“人才秘书”“一

企一专员”上门，摸清辖区内 1000余家企业技术痛点，收

集企业研发需求，并与人才库中高校、科研院所高层次

人才的研究方向、科研成果精准匹配。

“企业需要什么专业的人才，就帮其对接什么专业

的人才，完全以企业需求为主导。”李跃文介绍，两年聘

期也为企业搭建创新平台、突破技术难题预留了较为充

足的时间。

首批8名来自中国药科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科学院等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科技经理”，既有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也

有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所负责人，科研成果颇丰。

如何让“科技经理”掏心窝子、干出样子，和企业成

一家子？新区除给予“科技经理”每年 5 万元的生活补

助，提供子女就学、中医康养等 10方面人才服务外，还在

工作经费、项目开展、评奖评优等方面倾斜，积极支持

“科技经理”的科研成果在企业转化应用；鼓励其以技术

转让、成果作价入股等形式，与企业结成风险共担、收益

共享、长期合作的利益共同体。

“我们要把‘科技经理’这顶‘金帽子’，变成参与主

体都能获益的‘金饭碗’，充分激发出企业自主创新力，

让更多‘顶天立地’的高科技转化为‘铺天盖地’的生产

力，跑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赣江新区创新发展

局副局长谢沐表示。

解开一串题

助力企业破解技术瓶颈

燃气管道埋在地下，平常看不见摸不着，怎么才能

像庖丁解牛一样把管网“解剖”得清清楚楚，实现燃气泄

漏自动预警、智能分析、快速处置？

点开江西江投数字经济研究院燃气应急解决系统，

随着鼠标的轻轻拖动，地下错综复杂的煤气网管高精度

三维时空模型在电脑屏幕上一一展现。

于这家发力新基建云网融合、国资国企数字化转

型、城乡数字化融合的数字经济企业而言，时空大数据

云平台项目是一片“新蓝海”。“客户需求强烈，但我们对

时空大数据前沿技术和算法并不擅长，缺乏相关人才。”

该研究院科研创新部总经理赵鹏飞坦言。

问题随着“科技经理”李铭的到来迎刃而解。李铭是

南昌大学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11月底受聘担任

江西江投数字经济研究院时空大数据平台研发中心主任。

时空大数据的开发应用正是李铭的研究方向之一，这位

年轻的“井冈学者”拥有该领域3个专利和2项国家级课题。

面对企业需求，李铭挑起了“大梁”。他集成卫星遥

感、无人机探测和地面传感器等监测方法，利用时空拓

扑分析技术，不断试验摸索，研制出一套燃气应急解决

系统。系统不仅提供了近 30 个燃气管网应急调度场景

的解决方案，更让爆管位置定位发现效率提高80%以上，

准确搜寻需要关闭的阀门时间缩短到之前的1/3。

合作不止于此。在担任“科技经理”的两年任期内，

李铭还将为企业进行数字孪生城市、智慧工地等场景的

时空智能算法迭代攻关提供技术支撑，研发一套基于

GIS 的数字孪生智慧管网一体化管控平台，并帮助公司

对现有技术进行凝练汇总，申报发明专利。

李铭告诉记者，虽然过去和江投数字经济研究院有

过项目合作，但现在有了“科技经理”身份加持，自己从

企业的合作方变为企业发展的参与者。“过去，合作方式

是点对点，项目完成，合作终止；现在双方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从技术支持到企业研发、产品试制、生产管理，

合作更加深入和多元。”

“‘科技经理’的加入让我们深耕专业领域、提升技

术创新水平的信心更强、动能更足。”赵鹏飞感慨，选聘

“科技经理”，带来的不仅仅是新技术、新成果，更重要的

是链接了“科技经理”背后强大的资源平台，打开了面向

市场更广阔的通道。

转化一批成果

为产业插上“科技之翼”

顶着寒风，江西省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游

胜勇驱车 50 公里来到位于中医药科创城的江西中科新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戴上安全帽，熟门熟路直奔厂房。

巨大的轰鸣声中，砂石由履带源源不断地送入数米

高的研磨机，经过物理研磨和科学配比后，保温砂浆从

机器的另一头倾泻而出。游胜勇铲起一小坨，装入样品

袋，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看似简单的保温砂浆，却涉及建筑储能的关键技术。1
个月前，游胜勇带着2项“热气腾腾”的专利成果，受聘成为

中科的“科技经理”，与公司联手进行项目科技攻关。

“游所可是我们的‘香饽饽’。”中科总经理助理花峻

梅眼角笑出了褶。作为一家专注于建筑材料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科怀揣着自建创新生

态的雄心，每年在研发上的投资数百万元。“企业要想走

得远，必须有‘独门绝技’，特别是有可能带来产业‘拐点’

的技术。”花峻梅说，但中小企业普遍“先天不足”，自主研

发能力有限。

赣江新区推出“科技经理”制度后，中科第一时间递

交了申请。“游所是省内新型建筑材料研发的顶尖人才，有

他的技术支持，我们的研发不用走冤枉路。”花峻梅表示。

楼下是生产线，楼上则是实验中心。上任“科技经

理”以来，游胜勇“泡”在公司，调整保温砂浆配方，梳理产

品目录，牵线搭桥、帮助企业在创新链条的其他薄弱环

节上寻求与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合作提升，每天

忙得像陀螺，但他乐此不疲。“‘科技经理’、一线技工和销

售人员可以随时面对面沟通，”游胜勇说，“产研”在这里

没有距离感。

“科研成果从理论模型变成技术和产品，需要反复

打磨。”游胜勇表示，“科技经理”这项机制，让科研工作者

能够第一时间了解贴近实际、贴近市场的最新技术需求

和产业进展，及时调整方向，研究出适销对路的成果，科

研可以更加有的放矢。

眼下，游胜勇还在琢磨一件“大事”——为企业培养

一支科研团队。他把实验室“建”在企业，与公司技术人

员并肩作战，带着他们一起查资料、做实验、分析数据，

并在项目选题、申报、论证等环节培养他们的能力。“技

术帮扶很关键，带出一支不走的技术研发队伍更关键。”

游胜勇说。

企业出题，政府搭桥，高校和科研院所

解题。在赣江新区这块热土上，创新这第

一动力，正在澎湃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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