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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会上，淄博市科技局
党组书记、局长熊欣介绍了“聚
力在创新驱动发展上‘提效争
先’”一季度重点工作的有关情
况。今年以来，淄博市科技局
会同教育、工信、市场监管等部
门，在重点项目策划、重点目标
制定和重点任务落实上，不断
强化“提效争先”意识，优化协
同配合，纵深推进科教产融合
发展，确保了一季度各项工作
任务高质量达标。

实施创新平台引领行动

含氟功能膜材料全国重点
实验室成功引入上海交大团
队，共同开展实验室组建工作；
淄博绿色化工与功能材料山东
省实验室与复旦大学达成合
作，成立筹建工作专班，推进复
旦大学深度参与淄博绿色化工
与功能材料山东省实验室建
设；积极推动与国科新材料合
作协议落地，组织专家对淄博
市正华助剂、齐都药业、天音生
物、世纪联合新材料等4家企业

进行了调研和对接，组织中科
院成都有机所水性树脂团队与
世纪联合新材料进行了线上技
术对接，探讨项目合作。淄博
产业技术研究院开展了16次产
学研合作交流，组织实施了“新
一代农业无人植保车”“新型光
催化材料及其撬装式生产装备
研发”等2项科技创新项目；一
季度，全市新增33家市级重点
实验室和30家市级工业企业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实施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提升行动

经调研、摸底、评选，推荐
了16个重点项目申报省重大关
键技术攻关需求；推荐了178个
项目申报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
新能力提升工程；成功举办了
鲁港科技创新合作大会暨第二
十届中国（淄博）新材料技术论
坛，实施中科“双百工程”，围绕
全市聚氨酯、光伏风电、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发布了3个产业报
告和30个科技项目，达成合作

意向100余项，现场签约项目36
个；策划“科技合作名校直通
车”天津专场活动，征集企业

“揭榜挂帅”技术需求20余项；
组织省科学技术奖申报培训，
完成了省科学技术奖提名
工作。

实施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工程

完成2022年科技企业孵化
器、众创空间火炬统计工作，全
市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载体
服务创业团队525个，在孵企业
数达到412家；制定了市科技局
2023年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培育方案，组织开展
了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培训会，
前两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达
到977家，同比增长61 .8%；
2023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纳统
企业突破1000家。

深入实施品牌发展战略

积极培育淄博工业品牌和

创新工业产品，组织开展征集
2023年全市创新工业产品工
作，目前，已公布2023年淄博市
创新工业产品（第一批）24个；
积极指导企业开展“山东制造·
齐鲁精品”申报工作。

加快国家知识产权强市
试点城市建设

印发《淄博市国家知识产
权强市试点（2022—2025）城市
建设任务分解表》，召开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银企对接会9次，完
成知识产权质押贷款42件，贷
款金额达到2.9亿元；维护和升
级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各子系统功能，新增检索平
台账号18个；指导各区县做好
专利运营工作，全市新增58件
维持年限超10年的有效发明
专利。

支持驻淄高校高水平发展

山东理工大学齐创大厦项
目地下主体工程全部完成，A、

B综合楼已封顶；青岛科技大学
淄博教科产融合基地交付使
用，一季度已入驻学生337名；
成功举办了山东省职业教育和
产业人才研究院揭牌仪式暨职
业教育和产业人才高峰论坛；
印发《关于调整市属高校“十四
五”时期设置规划与发展工作
专班的通知》，淄博职业学院、
淄博师专2所院校“一校一案”
推进方案经市长办公会研究同
意后上报省教育厅，目前正在
持续跟进。

淄博市科技局将严格按照
市委市政府“三提三争”工作要
求，进一步找准科技工作的切
入点和着力点，聚力实施科技
质效改革等“五项提升行动”，
不断增强全市科技创新能级，
全面提升科技服务产业的整体
效能。

一季度

淄博新增33家市级重点实验室

鲁港科技创新合作大会暨
第二十届中国（淄博）新材料技
术论坛今年2月成功举办，淄博
市以此成为全国首个中科“双
百工程”落户城市，首个全省对
港合作样板城市。发布会上，
淄博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
熊欣就此向社会发布了此项活
动的特点以及所取得的成效。

大会暨论坛围绕淄博市
产业发展方向和企业需求，精
心设置了3场院士报告、4个主
旨演讲、6个园区和成果推介，

围绕淄博市聚氨酯、光伏风
电、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布了
3个产业报告和30个科技项
目，为全市企业带来一场思维
盛宴和科技盛会。活动期间，
淄博市各部门、区县、园区、企
业抢抓机遇与院士专家、粤港
澳大湾区嘉宾对接交流，策划
组织了“大公坊鲁港技术转移
中心双向创新创业交流会”

“助力淄博制造走进粤港澳”
“香港上市联盟境外上市融资
对接会”“李永舫院士恳谈会”

“‘双百工程’专家淄博行”等
活动50余场次，达成100余个
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36
个，其中院士合作项目4个、

“双百工程”合作项目8个、科
技产业类项目24个，将成为淄
博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省药
物研究院、山东师范大学分别
与全沁医疗及基因检测中心、
香港浸会大学签约的合作项
目，为大会暨论坛注入了省级
因素，为全省对港合作打造了
新的项目亮点。

到2025年淄博市建设知识产权强市
试点城市主要目标明确

有效注册商标累计达8.5万件
淄博市在推进国家知识产

权强市试点城市建设方面有哪
些具体措施，目前取得了怎样
的成效？发布会上，淄博市知
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于
宗杰介绍了相关情况。

2022年8月淄博市获评国
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点城
市，成立了市政府主要领导挂
帅、19个市直部门为成员的“淄
博市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试
点城市领导小组”；市政府办公
室印发了《淄博市国家知识产
权强市试点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2022—2025年）》和任务分解
表，明确了到2025年，淄博市建
设知识产权强市试点城市的主
要目标：知识产权政策支撑体
系明显增强，知识产权创造、保
护、运用、管理和服务能力显著
提升，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
有量提高至10件；有效注册商
标累计达到8.5万件、中国驰名
商标累计达到95件，地理标志
商标累计达到50件。

在淄博市获评国家知识产
权强市建设试点城市的基础
上，桓台、博山、高新区分别获
评国家级示范县、试点区和试
点园区，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中心获评全国知识产权系统先
进集体，全市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企业达13家、国家知识产权
优势企业达27家。

淄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验
收，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将由
18—22个月缩短至3—6个月，

实用新型专利审查周期将由
7—8个月缩短至1个月，外观设
计专利审查周期将由6个月缩
短至7个工作日，大幅缩短了审
查周期。

淄博在全国首创“告诫性
赔偿”机制，完成知识产权纠纷
裁决案件49件、知识产权纠纷
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案件20件，
立案查处假冒专利及专利标识
标注不规范案件7起、商标侵权
和假冒伪劣商品案件174件、地
理标志侵权案件2起、侵犯奥林
匹克标志专有权案件84起。

去年全年，全市授权发明
专利2068件，列全省第5位；万
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9.62
件，列全省第4位，万人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7.46件；全
市商标注册件数达到11161件。
非正常专利申请撤回率达到
99.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新
增一件黛青山软籽石榴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完成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214件、实现融资19.2
亿元。

于宗杰表示，淄博市市场
监管局将以建设国家知识产权
强市建设试点城市为抓手，按
照“三提三争”工作要求，高起
点完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高
质量推动知识产权创新创造，
高效能促进知识产权融合运
用，高标准强化知识产权综合
保护，高水平加大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为实现“3510”发展目
标和“强富美优”城市愿景提供
坚实的知识产权支撑和保障。

淄博成全国首个中科“双百工程”落户城市

淄博开设校企合作订单班250余个
今年以来，淄博各有关部

门聚力在创新驱动发展上“提
效争先”，不断增强全市科技创
新能级。发布会上，淄博市委
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
组成员李效同针对有关问题进
行了解答。

李效同介绍，近年来，淄博
市持续强化政策引领和项目驱
动，深入实施科教赋能行动，不
断创新人才教养模式，全力推
动产教深度融合发展，为淄博
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
质量技术技能人才。

将产教融合赋能创新发展
纳入全市教育事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和教育品质提升三年
攻坚行动，出台《淄博市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切实保
障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建设布
局与产业集聚发展、园区建设
等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与
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在省内
率先实施校城融合战略，市财

政每年提供专项资金，搭建校
城精准有效对接平台，解决企
业难题。印发《关于深化校企
合作赋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引导高等
院校、职业院校主动对接“专精
特新”校企现实需求，与各级

“专精特新”类企业合作数达上
百家，开设校企合作订单班
250余个，培养学生1万余人。

出台《驻淄高校专业设置
调整优化实施方案》，调整一批
应用服务型专业，培育一批校
企合作专业，把专业建在产业
链上。遴选山东理工大学微电
子科学与工程、淄博职业学院
集成电路技术应用等40个品
牌专业重点建设，每个专业项
目财政分别支持资金50万—
400万元。实施职业院校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工程，重点打造
20个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
40个中职特色化专业，优化专
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推动“校校

有特色”。
建立37个校企共建共管产

业学院，首批认定20个市级现
代产业学院，以现代产业学院
建设为载体，推动高等院校、职
业院校与市域龙头企业、领军
企业深度合作，打造“互融共
生、一体发展”的校企命运共同
体。4所院校、4个专业和企业
入选2022年山东省校企一体化
合作办学项目，遴选认定17个
市级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项
目，形成科学有效的校企一体
化办学模式。

下一步，为更好推动淄博
在创新驱动发展上“提效争
先”，淄博市教育局将积极协调
相关部门，进一步优化淄博市
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发展措施，
全力提升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质量，为实现淄博“3510”发展
目标和“强富美优”城市愿景提
供坚强教育支撑。

本版稿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莉莉 通讯员 高艳蕊

一季度，淄博市科技工作提效争先，高质量达标，新增33家市级重点实验室和30家市级工业企业“一企一
技术”研发中心。5月9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三提三争’践承诺”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
场，邀请淄博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有关负责同志向社会发布“聚力在创新驱动发展
上‘提效争先’”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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