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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更多血透患者就近治疗的需
求，自12月20日起，海南省人民医院屯
昌分院（以下简称屯昌分院）血液透析科
在原有床位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资源与
空间扩增床位，并增加了周六、周日透析
治疗服务。

同样本着让患者“少跑腿、少排队”
的初心，今年10月中旬，屯昌分院消化

内镜室推出“一站式”胃肠镜服务，通过
将内镜预约、心电图检查、采血检验、缴
费、取药、麻醉风险评估及麻醉后复苏等
多个检查流程归整，解决了患者奔波多
个科室的烦恼，让患者只需花费大约30
分钟时间就能在内镜室内完成所有检查
项目。截至目前，该院已完成近千例胃
肠镜检查及治疗，同比增长超30%。

此外，12月初，该院“中药代煎、配
送到家”服务启用，可为广大患者提供中
药调剂、煎煮及全县范围内配送到家等
便民服务。据介绍，门诊医生开好处方
后，患者只需到院内中药房办理相关手
续，即可在约定的时间内到院取药，也可
办理配送服务，实现县城内当天送达，24
小时内送达全县各镇。

据悉，自2023年6月海南省人民医
院托管共建屯昌县人民医院以来，该院逐
步形成流程更优化、模式更科学、服务更
高效、环境更舒适、态度更体贴的医疗服
务模式，有效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高病
患满意度。如今，该院门诊部一楼大厅已
配置8台自助服务机，患者可在自助机上
完成挂号、缴费、查询报告及打印清单等

多项操作，有效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时间。
“通过宣传推广预约诊疗机制，今年

预约挂号明显增多，缩短了患者等候就
诊的时间。”屯昌分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来，该院根据患者的实际就医需求，
统筹医疗资源推出了国际门诊、睡眠门
诊等20个专业门诊，设立便民服务箱和
母婴室等设施，为患者提供暖心服务。

开通“互联网+护理”服务，提供19项护
理项目，患者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助下单
后，实现系统自动派单，医护即可按照约
定时间上门服务。为解决“上班族”及学
生群体及时诊疗难题，屯昌分院还开设
了周末体检、周末内镜服务以及夜间门
诊等，切实给广大患者带来了更优质更
便利的诊疗服务。 （文/玉荟 黄庆宽）

海南省人民医院屯昌分院持续改善诊疗服务

患者“少跑腿”就医更暖心

11月30日晚，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
首飞成功，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发
射任务告捷；12月1日，中国种子集团与
海南省种业实验室联合“揭榜挂帅”第二
批项目签约，10家单位成功揭榜，涉及
玉米、水稻等领域的10个项目，开启种
业联合攻关新探索……

一幅幅新场景，背后是一个个科技
创新故事，更是海南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见证。海南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和科技强省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
科技创新和科技体制改革“双高地”取得
新进展。

——创新型省份建设取得新进展。
稳步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2023年海南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再创
新高，达89.80亿元，同比增长31.3%，增
速位列全国第一，连续四年在全国保持
前二。全省R&D经费投入强度提升至
1.19%，研发人员达到3.5万名，全职在
琼院士6人，获评“国家卓越工程师”2
人，获何梁何利奖2人。“海南省综合科
技创新水平指数”在全国排名三年上升
4个位次。根据《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
告2023-2024》，我省的区域海洋创新
指数得分排在第一梯次。

——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实现新突
破。国家级实验室已完成多个智造平台
建设，成立崖州湾生物育种产业联盟。
农业农村部水稻玉米生物育种重点实验
室挂牌。三亚海洋实验室已实体化运
营。深海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浙江大学
（海南）先进技术与产业创新平台、国家
野生稻种质资源圃、国家南繁作物表型
研究设施、种业创新中心等相继建成并
投入使用。

——国家科学技术奖实现重大突
破。我省牵头和参与完成的5个项目获
奖，一等奖2个、二等奖3个，实现了11
年来海南获国奖零的突破、海南作为海
洋大省在海洋领域获国家一等奖零的突
破、企业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一等
奖零的突破、重大科创平台引进人才获
国家技术发明奖零的突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再创新
高。我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
项500项，资助经费2.12亿元，立项数、
资助金额再创历史新高。我省材料领域
首次获得优青项目，海南医科大学实现
重点项目立项零的突破。崖州湾科技城
平台人才集聚成效突显，科技城入驻单
位立项63项，增幅46.51%。崖州湾实
验室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立
项。

——科技支撑产业发展持续发力。
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产业成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复兴城互联
网信息产业园年产值超千亿元，全省石
化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 1300 亿元大
关。以天然橡胶、椰子、槟榔等15种作
物为主导的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增加值突
破千亿元。商业航天发射场建成并成功
首发，完成了商业航天全产业链闭环，呈
现出万亿级新兴产业的潜能。

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
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面向未来，海南科技事业，向新而
行！

（策划、撰文/蒋华）

强化开放合作加速资源汇聚，科研成果持续取得新突破

海南科技创新提质增速

2024海南东盟技
术对接会、2024琼港
澳医疗科技交流会、
2024沪琼科技成果对
接交流活动……时至
岁末，一系列以“创新”
“交流”“合作”为主题
的活动接连在海南举
办。热闹的研讨、真诚
的交流、共赢的签约，
一次又一次为海南科
技创新发展注入活力。

科技进步是世界
性、时代性课题，唯有
开放合作才是正道。
作为唯一的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开放是海
南的本质特征。近年
来，以实施海南自由贸
易港国际科技合作三
年行动为抓手，海南成
功吸引一批重要国际
科技合作创新平台落
户，一批高端人才、技
术、外资研发机构、国
际组织等创新要素不
断集聚，全省科技实力
持续提升，为打造新质
生产力重要实践地、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近日，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海
南省种业实验室内，一排排先进的实验
设备整齐排列，身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
正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显微镜，观察细胞
的结构。

该实验室围绕水产种业和热带果
蔬领域，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通
过“以才引才”等方式，整合国内外人才
资源，打造科研团队和技术服务团队。
采用“揭榜挂帅”“成果转化”等项目形
式，打通“关键技术创新—技术熟化—
成果示范落地”产业化堵点，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实验室目前已支持对虾、金鲳、石

斑鱼等水产动物的遗传育种和人工繁
育，以及椰子、槟榔、玉米等果蔬品种的
基因资源挖掘和新品种选育，申请发明
专利30余件，动植物品种权30余项，转
化科研成果20项以上，每年带动社会
投入科研资金3000万元以上。”海南省
种业实验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未来，实验室将强化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依托“冯家湾渔业中试研究
基地”“创新联合体”“科技特派员服务
团”等组织形式，加强科企联合，培育更
多科研成果，提升转化效率，成为热带
种业新思想、新技术、新模式的策源地。

海南省种业实验室的快速发展，是

崖州湾科技城快速成长的缩影。作为
海南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之一，科技城
聚焦南繁种业和深海科技两大核心领
域，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为主要着力
点，积极推动优质科技资源和多元创新
主体加速汇聚，打造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汇聚高端创新资源的科创高地。

数据显示，崖州湾科技城已规划建
设和建成85个科研实验室，汇聚21家
科研院所和19个高校分支机构，落地崖
州湾实验室、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
中心等5个国家级科创平台和35个省
部级科创平台，科研基础不断夯实。

“园区持续增强创新活力，吸引龙

头企业带动各类产业要素，形成上下游
协同、优势互补的产业链条。”科技城相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城累计入驻企
业12509家，其中南繁产业企业2849
家、涉海产业企业1147家，初步形成以
南繁种业和深海科技为主导的产业集
群。

目前，科技城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
3175人，设立省级院士创新平台10个、
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个，已招收
博士后人才306人。科技城相关负责
人表示，园区正不断汇聚人才、资金、技
术、信息等资源要素，全力“向种图强”

“向海图强”。

在12月19日举办的2024沪琼科
技成果对接交流活动上，涉橡胶等9个
沪琼合作项目达成签约合作。

把时间线拉长，今年以来，省科技
厅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助推海南形成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
放，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

8月23至25日举办的第二届海南
自贸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论坛暨深海
科技创新大会，聚焦深海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主题涵盖深海装备技术创新、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深远海养殖、海洋
能源资源可持续利用、科技金融促进海
洋产业发展等前沿热点，全球21个国家
270多家机构1000多名中外嘉宾出席
论坛。

大会期间，正式发布了《海南自由
贸易港共识 聚智蔚蓝：科技支撑海洋
可持续发展》和《中国深海矿产资源开
发及利用技术发展路线图》，标志着海
南在科技领域的开放和海洋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多项务实
合作项目在论坛期间正式签约，展现了
海南与国际伙伴的强烈合作意愿，预示
着未来在海洋科技领域的深入合作与
发展。

12月11日举办的2024海南东盟
技术对接会上，泰中科技协会、国家技
术转移海南中心、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
心三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围绕国
际技术转移和国际科技合作等领域，建
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深化拓展海南
与广西同泰国等东盟国家间的友好往
来，共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提
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科技合作
水平。

12月16日举办的2024琼港澳医
疗科技交流会上，来自上海瑞金医院、
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海南医科大
学的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澳门科技
大学，海南省侨商联合会，港澳商会、企
事业代表等近百位嘉宾出席交流会。
活动成为连通琼港澳医疗科技领域高
端智库、汇聚天下英才搭建平台、创造
机遇的新起点，助推琼港澳全面交流合
作不断向前发展。

国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中拉
可持续粮食创新中心等一批重要国际
科技合作创新平台落户海南；成功开展
中国—印尼联合科考，“奋斗者”号全海
深载人潜水器成功下潜7180米，创下
印尼深海下潜新纪录；建成我国首个公
共科考码头——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

“深远海多功能科学考察及文物考古船
——探索三号”正式入列；推动海南大
学成功获得2026年国际海洋科技大会
OCEANS主办权；认定省级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20个，国际科技合作区域覆
盖54个国家和地区……一系列喜讯无
一不彰显着海南科技创新活力。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逐

步形成了面向全球、重点连接东盟和中
国港澳地区的开放创新局面。未来海
南将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
加强打造科创合作平台载体、深化人才
交流培养，推动更多的高端人才、技术、
外资研发机构、国际组织等创新要素集
聚海南，共同打造有海南特色的科技创
新区域高地。

优质创新资源加速汇聚

科创“朋友圈”持续扩大

科技实力稳步提升

俯瞰三亚南山港公共科考码头。 王将就 摄

位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的海南省种业实验室，科研人员使用显微镜对种子进行
观察。 王将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