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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首笔科技创新

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落地

chuangxinfazhanK 创新发展

硙近日，深圳市铱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一笔 500 万元的纯信

用科技创新贷款，这是深圳落地的首笔符合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

贷款政策要求的贷款。“从受理到放款仅 24 小时，既高效又便捷，企

业的研发资金有着落了。”公司负责人欣喜地告诉笔者。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会同科技部等部门印发《关于设立科技创

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并发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

造再贷款 5000 亿元给 21 家金融机构，其中 1000 亿元再贷款额度

专门用于激励金融机构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首次贷款。截至

2024 年一季度末，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科技型企业贷款同比

分别增长 44.25%、27.01%，增速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邹媛

现代化进程催生了各类要素高度密集的城市环境，城市运行

系统日益复杂，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病”，城市安全风险不断增

大。发生自然灾害、人为事故时，一些城市的安全有序运行受到冲

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首要的是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预案、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各类事态，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需要

运用科技手段不断提升城市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这对于城市安

全发展至关重要。

与传统的城市安全治理相比，建设韧性城市在保障城市安全

方面更加积极主动、系统全面，要求城市增强发现和应对不确定性

风险的能力，综合减少灾害及其损失，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

效的安全保障。总体来看，韧性安全城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能维

持城市运行的连续性，面对极端情况引发的城市运行中断能够迅

速恢复；二是能增强城市运行的适应性，可及时感知环境变化并作

出相应调整，做好应对灾害的准备；三是能提升城市运行的未来表

现，通过改进和更新以更好应对之后的灾害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数字赋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当前，数字化智能化成为增强城市韧性、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

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已经初步搭建智慧城市数字底座

以及运行其上的城市“智慧大脑”智能中枢。但有“智慧”不等于有

“韧性”。以数字化智能化增强城市韧性，更好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

行，应围绕维持城市运行的连续性、增强城市运行的适应性、提升

城市运行的未来表现 3 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推进相关工作。

做好应急响应是维持城市连续运行的关键。以数字化智能化

增强应急响应能力，可以辅助精准决策，使应急响应更科学。比如，

构建可融合历史案例、专家知识、现场信息等跨模态多元信息并进

行智能决策的 AI 模型；构建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城市仿真平台，

实现应急决策的推演及优化，保障应急措施的有效性。数字化智能

化可以助力组织联动，使应急响应更迅速。比如，建立公共治理平

台和数据共享机制，确保应急组织纵向联动、横向协同，实现各部

门分工协作，形成应急合力。数字化智能化还可以赋能信息安全，

使应急响应更有效。比如，运用虚假信息全网感知和智能过滤技

术，减少灾情相关虚假信息传播引起的二次伤害，形成有利于救灾

应急的信息环境。

以数字化智能化增强场景全面感知、风险辨识预测能力，可以

促进城市更好适应环境变化，甚至避免灾害风险发生。环境变化会

加剧风险的不确定性。运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实时感知环境变

化、作出风险预测，就能及时调整城市运行部署。这需要不断完善

从城市地下到地面再到空中的全景全时多模态感知物联网络，全

面采集城市运行数据以感知环境变化；还要优化城市数字底座并

研发长短周期预测模型，提升短期风险预见与长期风险演化预测

的准确性，通过统筹规划协调，帮助城市适应环境变化。要解决好

“城市大脑”中“数据集中”与“业务分散”的矛盾，可搭建具有多个

安全计算中心的分布式智能体系，“平时”完善安全可信的分布式

计算架构、多方计算统筹机制，“战时”即可实现应急响应信息系统

的快速构建与动态改进。

化险为夷不是增强城市韧性的终点。增强城市韧性，还要运用

数字技术、智能技术总结经验、探索更佳方案，增强城市应对未来

风险的能力，不断提升城市运行的未来表现。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力。一是提高风险溯源、源头治理能力。如运用可解释的风险预

测模型尽早发现风险源头与传导网络，以系统性源头治理降低城

市运行风险，减少应急响应带来的资源挤兑。二是改进应急预案。

基于灾害防治工作的数据和知识归档，构建反馈学习和知识推理

模型，生成或更新面向不同灾害等级的应急预案，运用城市仿真平

台验证预案有效性，提升应急准备能力。

当前，尽管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但对建设韧性安全城市

而言，相关技术还不完善。例如，深度学习缺乏可解释性、数字孪生

领域缺乏技术标准和规范等。此外，在增强数字包容性以帮助弱势

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增强数字隐私性以推动数据要素流通共享、增

强数字真实性以避免生成有偏差的模型等方面还有短板弱项。我

们不能对技术过于乐观，技术永远无法取代“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要以务实的态度面向实践场景，探索拓展以数字化智能化助

力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路径方式，不断增强城市的“数字韧性”。

初夏时节，微风和煦，汾河公园十里长堤绿草

茵茵，天空中各式造型的风筝翩然飞舞。只要杨元

恒带着风筝一出现，便吸引来最多惊艳的眼神。杨

元恒是省级非遗晋源风筝传统制作工艺代表性传

承人，有别于工业流水线制作的风筝，杨元恒手做

的风筝不仅外形颇具美感，还创新融入机械原理，

能振翅、眨眼、发出各种响声，令人叹为观止。

走入杨元恒的工作室，一进门就是成捆的青

竹。“这是外地朋友专程从四川寄来的，是做风筝的

原材料！”杨元恒笑眯眯地说。

工作室的两个房间里，桌上摆的、箱子里存的、

墙上挂的数百架风筝及刨子、锤子、剪子等各类木

匠用具令人眼花缭乱。

“晋源风筝发展历史悠久，春秋时期便成为传

递信息的载体之一。造纸术出现后，晋源有了专事

风筝彩绘的艺人。明清时期，晋源以硬翅类、软翅

类、龙类、板子类等多个品类的风筝著称，融空气动

力学、工艺美术学、气象学等为一体。晋源风筝，展

现了太原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特色……”提及

晋源风筝，杨元恒娓娓道来。

出身于木匠世家的杨元恒传承了父亲的巧手

技艺，有了女儿后，杨元恒常做风筝给孩子玩。他做

的老鹰风筝漂亮威武，飞在天空威风凛凛，让年幼

的女儿“嘚瑟”了很久。从那时开始，杨元恒彻底爱

上了手作风筝，到处拜师学艺。天赋加努力，他的风

筝制作技艺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晋源传统风筝制作

工艺代表性传承人。

杨元恒制作的龙风筝，眉毛、眼睛、胡须齐动，

口含的龙珠更能“呼噜噜”地转动起来。老鹰风筝眼

神锐利，尾羽开合自如。而这一切的“机关”就在风

筝后面，只见一个个木质齿轮相互咬合，形成联动

轴，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齿轮全部用竹木所制，再

以不锈钢丝缠绕，很是精巧。

制作风筝时，杨元恒还融入了大量传统文化

元素，一只风筝便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或

典故。

取自《白蛇传》中白娘子盗取灵芝草的灵芝风筝

精巧可爱，一只口衔灵芝、撒蹄奔跑的小鹿，顶端架设

一张藤弓，放飞时可以迎风发出“嗡嗡”声，被誉为“世

界十绝风筝”之一。

关公风筝制作成相貌堂堂、一派正气的关公形

象，风筝飞在半空引人注目，令人回味。

一条中华龙，仅龙头就有半米宽，龙身近百米，昂

首仰望，盘旋在半空展现龙腾四海的傲人之姿。

最常见的燕子风筝，在这里分为娃娃燕、胖燕、瘦

燕、比翼燕、耄耋燕等多个品类。胖燕代表气宇轩昂的

男子、瘦燕是柔情万种的女性、比翼燕是恩爱携手的

夫妇、娃娃燕是憨态可掬的小娃娃、耄耋燕则是慈眉

善目的老者。

宝瓶、老鹰、宫灯、白菜、大象、蜻蜓、蝴蝶、蚂蚱、

蜈蚣……万事万物，在杨元恒的工作室，均可化身为

风筝。

一架风筝的诞生，需要经历构思、选材、削条、扎

制、裁剪、裱糊、彩绘、试飞等十几道工序。很多小部件

需要将竹片劈开后刨平，用酒精灯烤，再放入烤箱定

型一周。为此，杨元恒还发明了风筝专用烤箱。这些色

彩鲜艳、形态逼真的风筝，充分体现传统木匠工艺的

精髓。

对杨元恒而言，风筝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杨元恒已获得近 200 项国内外各类风筝比赛大奖，他

还担任山西省风筝协会副主席，并且是国家级风筝大

赛的裁判。随着参加国内、国际风筝大赛频次渐多，杨

元恒会做的风筝样式越来越多，硬翅风筝、软翅风筝、

串式风筝、板式风筝、锣鼓风筝、机械动态风筝……风

筝制作思路也变得更融合、开放、多元。

为了将制作风筝的技艺传承下去，近年来，杨元

恒收了徒弟，还在各个学校毫无保留地开展传承活

动。“希望我们的非遗风筝飞得更高、飞得更稳！”杨元

恒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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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打造绿色低碳新产业
朔州，这座人文历史悠久、全国闻

名的煤电能源基地，正在加快向绿色低

碳转型目标迈进的步伐，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动能不断聚集。

近年来，朔州市在招商引资中，坚

持质量优先，瞄准国内外高端产业和前

沿技术，积极引进高质量项目，通过精

准对接、专业服务，成功吸引了一批技

术先进、效益显著的企业落户，为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新型储能被称为能量的‘搬运

工’，我们已经建成年产 140 万平方米

全氟离子膜生产线与百兆瓦全钒液流

电池智能生产线，均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近日，在山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山西国润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

总经理张家乐告诉笔者。

这一成就不仅标志着朔州市在新

型储能领域的巨大飞跃，更是其近年来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战略的完美体现，

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由三一集团投资建设的三一朔州

一期 5GW 单晶硅项目落户建设；中煤

平朔煤基烯烃新材料及下游深加工一

体化项目加快推进，初步具备开工条

件；朔州市新耀洁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0 万吨低阶煤分级分质利用项目即

将于年内投产；北新建材纸面石膏板、

华电重工光伏支架、晋坤煤矸石制备石

油炼化催化剂前驱体等一批新兴产业

项目顺利投产……目前，朔州市正有序

发展氢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

源，推动源网荷储氢一体化发展，为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着朔州力

量。

依托低碳硅芯产业园，朔州市致力

于打造千亿级硅芯产业集群，同时围绕

碳基新材料、钙基新材料等领域，构建

起全新的新材料产业集群，为经济转型

升级提供有力支撑。目前，该市高新技

术企业总数已达 118 家，共同构成了朔

州科技创新的坚实基石。

不仅如此，朔州市还注重产业创新

和企业科技含量的提升，紧密结合产业

转型需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目前，已建成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2
家，并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

现产学研深度融合。此外，朔州市还与

怀柔实验室山西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深

度合作，集聚科技创新要素，推动煤炭

由燃料向原料、材料转变，建设中煤平

朔 100 万吨煤基烯烃项目等重大项目，

为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在人才引进方面，朔州市今年继续

实施 《朔州市创新人才发展二十五条

（试行）》，市本级安排人才工作及科技

创新经费 6000 万元，解决人才“引育留

用”重点难点问题，通过加大人才引进

力度，优化人才服务，畅通教育、科技、

人才的良性循环，为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各类人才提供良好

的发展环境。

同时，该市通过提升政府效能、实

施优惠政策、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市场

活力，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保障。比如，近日朔州经济开发区

举行的特殊项目评审会上，部门负责人

“面对面”对多个引进项目进行了深入

评估，旨在节省时间，确保项目第一时

间高质量“落地”。

刘成根

种好长三角科技创新

共同体“试验田”

近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同发布的《2024 长三角区域协同创

新指数》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从 2011 年的 100 分增长至

2023 年的 267.57 分，2018 年以来年均增幅达 9.26%。长三角这片

科技创新共同体的“试验田”正茁壮成长。

长三角人口众多、城市密集、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对于科技创

新人才的磁吸效应不断增强。相关数据显示，长三角人才总量年均

增速达 8.58%，高于全国年均增速，占全国 R&D 人员（企业内部从

事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人员）全时当量的近 1/3，每万人拥有 R&D
人员量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充满活力的产业结构和就业岗位让

创新人才在这个区域更有作为，人才与城市实现了同频共振、双向

奔赴。 吴波 丁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