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首个
商业航天发射场在

文昌开工建设，火箭
链、卫星链、数据链等
商业航天产业生态
形成

“两船两器”“深
海一号”“海洋立体观
测网”和“海洋大数据中
心”等一批重大深海
装备在海南落地

和运行

“南繁硅谷”
建成全国数量最
多、空间最大、体
系最全的生物育
种创新平台

海南R&D等科技创新指标增速
排在全国前列

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初见规模

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产值超千亿元

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三年增长接近3倍，培养技术经纪人112名

全省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达14家

制
图/

杨
千
懿

■■■■■ ■■■■■ ■■■■■

向总书记报告

A05
2024年3月5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刘笑非
美编：杨千懿 检校：叶健升 苏建强

这
一
年
的
步
伐
我
们
走
得
很
有
力
量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2月28日，三亚崖城海域，“深海一号”
二期综合处理平台海上安装作业完成，标
志着我国南部海域首个“四星连珠”海上天
然气田生产集群顺利建成。

这个总高约136米、总重量超1.4万吨
的“海上巨无霸”，将为海南天然气供给提
供更稳定、更充足的保障，对于提升我国能
源自给率意义重大。

蔚蓝大海，浪潮奔涌，诉说着海南科技
创新勇立新潮、勇攀高峰的激情。过去一
年，海南牢牢把握“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核
心要义，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推进建设创新型省份，创新动力、发展活力
勃发奔涌，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科
技支撑不断得到夯实。

三大科创高地成型起势

琼岛春来早，南繁一片忙碌之景。
来自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科研人

员，带着从实验室培育出的节水抗旱稻“样板
苗”，不远千里，到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加代”。

“大家抢着来呢！”科研人员刘毅说，南
繁是大家心目中的“育种圣地”。近3万个
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南繁获得，占到全国审
定新品种的70%以上，南繁，筑牢了中国饭
碗最坚实的底座。

一粒种子，连着“国之大者”，关系粮食
安全。随着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
等挂牌运行，“南繁硅谷”建成全国数量最
多、空间最大、体系最全的生物育种创新平
台，成为种业产业链科技创新标杆。

着眼海洋，擦亮“蔚蓝底色”，四面环海
的海南，也正抓住海的资源，把握海的优
势，做大海的文章，向海图强。

近年来，“两船两器”“深海一号”“海洋
立体观测网”和“海洋大数据中心”等一批
重大深海装备在海南落地和运行。科考船
搭载“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等载人潜
水器频频自海南出发探索深渊。

探索苍穹的征途上，海南也不断发力。
文昌国际航天城正加快推进“三区三链”（发
射区、起步区、旅游区，火箭链、卫星链、数据
链）发展和“航天+”产业体系构建，着力打造
开放型、国际化、创新融合的世界级航天城。

从一粒种子，到无垠海洋，再到浩瀚宇
宙，“陆海空”三大未来产业，既是海南科技
创新的重点课题，也是攸关中国发展的战
略命题。

随着全国一流种业、深海、航天创新力
量不断集聚，海南“陆海空”三大科技创新
高地成型起势，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支
撑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促产业升级

碧波万顷之滨，白色“风车”成群耸立，
随着叶片转动，徐徐海风化为源源绿电，推
动经济发展乘“风”而起……

这样的愿景正在走向现实。在儋州洋
浦海上风电产业园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
轰鸣。截至目前，该产业园共签约7个产业
项目，产值达119亿元，并有多个意向入园项
目“蓄势待发”。

风电企业乘“风”来、因“风”聚，这是海

南海上风电产业全产业链构建日趋完善，
和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体现。

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
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于海南而言，发展
新质生产力不仅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的需要，更
是立足省情，形成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是建
设自贸港的活力所在。

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重点在于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海南充分发挥气候温度、海洋
深度、地理纬度和绿色生态“三度一色”优
势，聚焦种业、深海、航天、绿色低碳、生物制
造、低空经济等新领域、新赛道，逐渐形成
一批具有自贸港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目的在于赋能
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到加快发展“陆海空”三大未来产
业；从产业升级多点突破，到绿色低碳转型
成效显著；从加强政策引导，到充分激发内
生动力、活力，海南新旧动能加速转化，发
展气象焕然一新。

如今放眼海南，无处不勃发奔涌着创新
动力、发展活力——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
中心一号发射工位如期竣工、二号发射工位
加速“冲刺”，力争6月底具备发射能力；文
昌航天超算中心经过5年多的建设结出硕
果，初步实现了“全球航天数据落地文昌，文
昌航天数据服务全球”的目标……

创新创业生态持续优化

近日，由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创新药械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
市，为海南今年首个获批的三类医疗器械。

时间回到2019年，该公司落户海口国
家高新区，短短4年时间，迅速成长为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自主研发的创新成果接连不断……

一叶知秋，通过苏生生物，可以透视海
南科创企业的发展活力图——以专破局、以
精立业、以特求强、以新赋能，多项技术内容
填补市场空白，不断展现出强劲创新活力与
发展韧性，成为激发创新动能的重要力量。

说一千道一万，科创企业得以迅速成长，
离不开海南持续优化的创新创业生态。通过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海南不断激发科创能
力的源头活水，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
转化为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作用愈发凸显。种
子企业、瞪羚企业、领军企业构建成海南高
新技术企业“精英梯队”，专精特新“小巨人”
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也实现快速发展。

科技人才施展才华空间更加广阔。海
南实施首批“南海新星”科技创新人才平台项
目，为126名青年科技人才提供“第一桶金”
支持；组织实施首批海南省科技人才创新项
目，立项支持涵盖青年科技人才项目122个。

一年来，全省上下重视创新、支持创
新、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愈发浓烈，为高质
量发展持续加力。

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就能在未来的发展中
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今年是海南科技体
制改革三年攻坚开局之年，新的征程上，海
南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构筑先发优势，
让“创新花”结出“发展果”。

（本报海口3月4日讯）

海南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发展活力
勃发奔涌——

科技创新动力澎湃

■ 本报记者 邱江华

长期耕耘在科技创新一线，全国人
大代表、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林桓日前表达了
对海南科创环境变化最直观的感受：“政
策给力、人才聚力，事业发展有活力！”

“对于科研人员，特别是从事基础研
究的来说，要想心无旁骛做研究，关键是
要有稳定的环境和支持。这几年，海南
科技创新的氛围愈发浓厚，一系列利好
政策相继出台，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
信心。”林桓说。

林桓是土生土长的文昌人，2005年
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生物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科毕业后留校读研，后又到日本东京大
学深造，顺利获得博士学位后，他选择在
当地一家企业开展化学领域分析研究。

虽然身在国外，但林桓一直心系家
乡。2018年11月，海南省“聚四方之才”

招聘会在北京举行。林桓得知消息后第
一时间买机票赶到北京，并在招聘会现
场与海南大学达成了意向签约。

2019年以来，林桓一直在海南大学
做基础科研。作为我省的领军人才，他
带领团队申请到多项省部级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基础研究往往很难快速转化为人们
生产生活的现实所需，也很难直接创造经
济效益，但却是一切创新的起点。“从事基
础研究就如在漫长的道路上孤独求索。
在实际工作中，许多科研人员难以坚持下
去。”林桓坦言，比如在现有体系下，很多
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要花大量精力
申请经费、填写报表；而为了应付考核，出

“短、平、快、低”水平成果已成常态。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海南出台《关于

持续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
动的通知》，从支持青年人才领衔承担重
大科研任务、建立青年科研人员稳定支

持机制等方面进行部署，减轻青年科研
人员负担，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减负是为了增效，我为这一政策点
赞！”林桓注意到，通过持续推进改革激
发活力，海南创新生态不断向好，越来越
多科技人才“向海而来”，激发海南科技
创新一池春水。

谈及“新质生产力”这个时下热词，
林桓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要
靠创新人才。他希望，海南能进一步优
化人才政策，并做好服务保障，完善相关
激励机制，吸引更多科研人才扎根海南。

林桓表示，未来他将继续脚踏实地
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努力培养学生的科
研能力，争取在不断提升自身科研能力
的同时，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培育更多高
素质人才。同时将自己的科研工作融入
国家科技发展浪潮，用实际行动助力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本报海口3月4日讯）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林桓：

政策给力、人才聚力，事业发展有活力

基层代表

位于陵水海域的“深海一号”大气田，是我国首个自营勘探开发的1500米深水大气田。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位于东方市的东方明阳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基地里，长143
米、叶轮直径达292米的风电叶片在这里制造，是全球已下线叶轮
直径最大的风电叶片。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在华熙生物（海南）科技产业园GMP细胞培养基生产线
上，工作人员正在忙碌，这也是海南首条GMP细胞培养基生
产线。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