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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放眼中国创新版图，综合性国家科
学中心作为国家科技竞争力的象征格
外引人注目。聚焦这些科技力量的布
局，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有半数分
布于长三角地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
施以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携手实
施“两心同创”，围绕原始创新能力提
升、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开
放创新生态等探路科技创新共同体建
设，两大科学中心创新策源能力不断
提升，创新合力不断增强，创新生态不
断优化。

强强联合，提升创新策源能力

步入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科
研人员正在进行新型显示光学膜的研
发试验，这一试验是“合肥光源”和“上
海光源”合力承担的一个科技部重点研
发专项，旨在为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提供
关键核心材料和技术支持。

同步辐射光源被誉为“前沿科研眼
睛”，是为先进功能材料、能源与环境等
领 域 提 供 微 观 观 测 条 件 的 大 科 学 装
置。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是我国
建设的第二代光源，位于上海张江的

“上海光源”是第三代光源。
如今，长三角这“两束光”辉映出新

的光芒。“上海光源”和“合肥光源”强强
联合，共建第四代“合肥先进光源”。

冷 用 斌 是 投 身 其 中 的 追 光 者 。
2022 年，在“上海光源”工作 18 年的冷
用斌担任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副
主任，参与第四代光源建设。

“四代光源在亮度和相干性方面有
了巨大提升，可以更清楚地看清微观世
界。”冷用斌说，通过发挥两大光源优
势，长三角有望打造成世界级光子创新
中心。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
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
需要加强基础研究。

“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
化程度越来越高，推动‘两心同创’是集
聚优势资源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合
力共建的重要方式。”合肥市发展改革
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工作处副处长
李辰说。

2023 年 10 月 11 日，中国科研团队

宣布 ，成 功 构 建 量 子 计 算 原 型 机“ 九
章 三 号 ”，再 度 刷 新 光 量 子 信 息 技 术
世界纪录。“九章三号”量子计算原型
机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
阳 等 组 成 的 研 究 团 队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国家
并 行 计 算 机 工 程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合 作
构建。

从先进光源到量子计算，围绕国家
重大需求，协同推进大科学基础设施集
群开放共享、强化国家实验室合作共
建、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国家级科
研机构合作……“两心同创”共筑长三
角地区强大的创新策源能力。上海市
科学学研究所联合江苏省科技情报研
究所、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安徽省
科技情报研究所共同发布《2022 年长三
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报告》显示，长三
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提升到 247.11 分，
从 2011 年起年均增速 9.47%。每万人
拥有研发人员 71.18 人年，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近两倍。

深度融合，催生未来产业

合 肥 西 郊 ，被 称 为“夸 父 ”的 大 科
学 装 置 —— 聚 变 堆 主 机 关 键 系 统 综
合 研 究 设 施 已 初 具 规 模 。 由 上 海 超
导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制 造 的 超 导 线
是 制 造 聚 变 堆 超 导 磁 体 不 可 或 缺 的
关键材料。

“上海在高温超导产业链上有完整
布局，可以为聚变设施提供超导材料、
精益加工等产业链上游支撑。”上海超
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佳敏介绍，
公司主攻高温超导带材产业化，在参建

“夸父”中实现科研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带动了企业创新。

目前“夸父”的关键材料和零部件
供应主要来自长三角，其中不乏上海
电气核电集团、上海核工院这样的骨
干企业。不久前，参与“夸父”建设的
科研院所和企业携手成立聚变产业联
盟，致力推动聚变技术从实验室走向
应用场，打造一个世界级聚变能源产
业集群。

长三角拥有汽车、电子、纺织等强
大产业配套和制造能力，在全国乃至全
球的产业链中举足轻重。同时，长三角
拥有众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主
体，科技创新资源密集。产业链和创新

链双向共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拓
展出新的发展空间。

2023 年 6 月 ，第 五 届 长 三 角 一 体
化发展高层论坛发布了长三角区域量
子保密通信骨干网建设成果，该线路
实现了以上海、合肥为核心节点的数
千公里级星地一体量子骨干网环网保
护。

邀 请 上 海 、合 肥 多 家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与 量 子 企 业 面 对 面 对 接 场 景 需
求，促进量子精密测量技术在新能源、
半导体等领域拓展场景应用；举办量
子计算产业联盟大会，促进量子计算
领域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合肥与上
海两地 12 家单位发起设立注册资本超
70 亿元的产业协同基金……依托两大
科学中心，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覆
盖 量 子 基 础 研 究 、技 术 开 发 、成 果 转
化、产业生态的完整创新链与产业链，
助力我国成为国际量子信息产业发展
的领跑者。目前，仅合肥就已集聚量
子科技企业 58 家。

据 悉 ，上 海 市 与 安 徽 省 已 就 加 强
“两心同创”合作共建达成新的协议。
未来，两大科学中心将发挥在人工智
能、生命健康、新能源等领域的科技和
产业优势，协同打造一批世界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在量子信息、航空航天
等领域打造一批未来产业集群；推动数
字化、信息化与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共
育新业态新模式。

要素聚合，营造开放创新生态

12 月 5 日至 7 日，第十届 EAST（全
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国际顾
问委员会会议暨“聚变合肥”系列活动
在合肥举办。来自国际主要聚变实验
装置及聚变研究机构的 20 余位专家共
聚合肥，关注中国磁约束聚变研究进展
及未来发展。

“ 中 国 已 经 成 为 全 球 聚 变 能 源 领
域 的 重 要 力 量 。 未 来 我 还 会 继 续 同
中 国 开 展 合 作 。”美 国 加 利 福 尼 亚 大
学洛杉矶分校资深教授穆罕默德·阿
卜杜说。

支持合肥、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牵头开展国际国内合作；支持海内外
优质项目和科技型企业落地，打造创新
创业生态……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深入推进，两大科学中心正致力以更
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与国际科技合
作，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辐射带动长三角区域建设成为全球最
具活力的创新高地。

不久前，位于合肥的“科大硅谷”签
约了第二批全球合伙人。作为合肥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开放创新的平台，

“科大硅谷”已招募了 30 多个创新合伙
人，涵盖了国内外头部的创投和孵化机
构等，并在美国硅谷、香港、法国、日本、
深圳等地设立创新中心。

“这些合伙人多是科创生态圈的企
业，招募一个往往会吸引一片，有效推
动城市创新能级提升。”合肥市发改委
场景创新处处长张杰说。

11 月底，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
成果转化联盟召开首届理事会，G60 科
创走廊九城市 130 多家成员单位共商协
同创新。根据计划，未来这一联盟将致
力在九市范围内实现科技成果、全域场
景的开放共享。

从国际到国内，长三角一体化正加
速推动人才、技术、资金、场景等创新要
素在更大区域优化配置。

推进人才跨区共育共用。上海、合
肥两地正在加强优质本科生进入对方
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科研院所等攻读
硕博学位的合作，支持两大科学中心在
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
构等领域开展人才合作。

强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协同。构
建“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体系；聚集数字技术、量子信
息、生物医用材料等领域，在市场统一
开放、规则标准互认等方面开展探索；
打造国内一流的长三角技术转移服务
平台。

如 今 的 长 三 角 创 新 生 态 不 断 优
化。《2022 年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
报告》显示，长三角已集聚 11.6 万家高
新技术企业，占全国比重近三成。233
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占全国比重 46.5%。

新华社记者 杨玉华 陈诺 周琳
董雪

“ 两 心 同 创 ”强 动 能
—长三角加快科技创新跨区域协同观察

12 月 24 日，陕西一家食品科技发展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小
洋镇绿色产业园食品加工厂晾制车间检查产品。

镇巴腊肉是秦巴山区代表性“土特产”，2010 年获批成为国内首个腊肉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近年来，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建立健全标准体系，以“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布局腊肉全产业链。截至目前，镇巴县共有腊肉加工作坊和加
工企业 20 余家、专属养殖基地 35 个。镇巴腊肉年生产能力达 5000 吨，带动就业
8000 余人。 新华社记者 邹竞一摄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尼玛县，位于
海拔较高的藏北草原，当地经济以农
牧业为主。进入冬季后，藏北草原上
的气温降低，羊圈成了尼玛县农牧民
群众关注的焦点。

记者走访看到，尼玛县尼玛镇古玛
放牧点上的牧民，正忙着在前不久建成
的新羊圈里收拾羊粪，留作燃料。“原来
的旧羊圈缺少遮挡，羊的粪便与泥土、
雪水等混在一起，连走进羊圈都困难，
更别提在羊圈里干活了。”牧民们说。

与旧羊圈相比，新羊圈以砖混结
构为主，棚顶结实、环境整洁，旁边就
有水井、饲草料仓库，是羊群的“温暖
家园”。牧民们也不用住在帐篷里，
而是能住在水泥砖房里。住房离羊
圈很近，已经通电，还可以存放一些
生产工具和生活物资。

尼玛镇党委书记殷强说：“原来
‘脏乱差’的羊圈渐渐不用了，取而代
之的新羊圈便于牧民群众饲养、看管
羊群。羊圈里的废弃物可以得到及
时回收，难闻的气味小了很多。另
外，羊圈的抗风雪能力大大增强。母
羊在温暖安全的新羊圈里下崽，幼崽
的存活率比以前高出不少。牲畜棚
圈升级改造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尼玛县俄久乡马迁村的丹增家

有 380 多只羊。她说：“以前用泥土
垒成的旧羊圈保暖效果不佳，经常担
心冬天羊群出现意外。现在有了新
羊圈，天气冷也不怕，只要把羊群赶
进新羊圈就行了。”

尼玛县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羊对于草原上的牧民们来说十分重
要。他们放牧很辛苦，盼望着通过养
羊多获得一些收入。遇到严重灾害
时，家里的羊冻伤、冻死的情况时有发
生。现在，羊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生长环境越来越好，牧民们养殖收入
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也随之提升。”

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数据显
示，仅在 2023 年，西藏就有 17 个县进
行集中式棚圈建设，年投入资金达
1.5亿元。

据尼玛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7年来，尼玛县共建设改造牲畜
棚圈 1700多个，牲畜死亡率控制在 3%
以内。尼玛县人均年收入从 2015年的
8450元增长到2022年的16950元。

羊 圈 虽 小 ，但 农 牧 民 群 众 离 不
了。“羊圈之变”，折射藏北草原农牧
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之变。

新华社记者 刘文博 姜帆 关明辉

西藏尼玛县的“羊圈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