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京津冀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 有利于发挥京津
冀地区科技资源要素密集的
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
市科协常务副主席 、 民建北
京市委主委司马红认为 ， 加
强京津冀创新联合体建设 ，
可以为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
展培育新的增长极。

司马红介绍 ， 近年来 ，
京津冀三地不断加强科技交
流与协作， 充分发挥北京作
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
源头作用， 按照 “挖掘源头
供给、 打通转化渠道 、 提升
承接能力” 的工作思路 ， 加
快推动京津冀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 取得显著成效 。 “十
三五” 期间 ， 北京市输出津
冀技术合同23302项， 占全市
输出技术合同总项数的5.7%，
成交额1215.3亿元 ， 占 全 市
的 4.8% ， 成 交 额 年 均 增 长
率22.4%， 较 “十二五” 时期
增长196.0%。 但与京津冀地
区产业发展对科技成果的迫
切需求相比， 三地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还存在不足 。 从北
京市技术市场技术输出流向
看， “十三五 ” 期间 ， 输出
到津冀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
占全市比重分别比输出到长
三角、 珠三角地区比重低4.8
和1.5个百分点， 输出到津冀
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
速分别比输出到长三角 、 珠
三角地区增速低4.9和2.3个百
分点。

为加快京津冀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 司马红建议 ， 对
京 津 冀 地 区 科 技 成 果 转 移
转化加强指导和支持， 以京
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为
核心 ， 进一步发挥北京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作用， 强化三
地 创 新 资 源 合 理 配 置 、 开
放共享、 高效利用 ， 推动更
多 北 京 优 秀 创 新 成 果 在 津
冀转移转化， 在强化科技创
新 对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支 撑的
同时 ， 协同打造引领全国 、
辐射周边的创新发展战略高
地。

具体来讲 ， 司马红建议
推动建设京津冀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首个国家综合类
技术创新中心， 实现专业化、
市场化运行 。 “以技术创新

和成果转化为核心定位 ， 搭
建高校 （院所 ） 和市场需求
的纽带桥梁 ， 打通从基础研
究到产业化通道。” 司马红解
释， 并建议国家层面结合京
津 冀 重 大 创 新 需 求 部 署一
批重点任务 ， 引导其开展跨
区域 、 跨领域 、 跨学科协同
创新 ， 在 整 合 区 域 优 势 资
源 、 关 键 技 术 联 合 攻 关 、
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进行探
索 ， 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联
动的纽带 ， 推动产业创新发
展。

司马红建议在现有国家
科技计划 、 项目中设立专项
资金 ， 支持京津冀加强协同
创新 。 持续推动京津冀基础
研究合作 ， 并把基础研究中
能够有可能实现成果转化的
项目提炼出来 ， 进一步完善
创新链条 。 “支持津冀龙头
企业与北京创新资源对接 ，
建设联合实验室 ， 打造集技
术研发 、 成果转化和产业发
展为一体的区域科技创新平
台。” 司马红建议， 以此解决
津冀龙头企业发展关键技术
瓶颈 ， 引领当地产业创新发
展。

司马红还建议 ， 推进京
津冀地区应用场景建设 。 例
如 ， 组织和引导京津冀地区
大型央企 、 国有企业开放重
大工程建设 、 数字化工厂 、
技术升级改造 、 节能减排等
领域应用场景 ， 充分发挥京
津冀地区高校院所 、 中小微
企业在5G、 AI、 工业物联网、
边缘计算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促进技术示范和成果转化应
用 ， 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 带
动未来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高铭

司马红委员：

加快京津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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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者要更加注重自
主创新， 实现更多 ‘从0到1’ 的
突破。”

8日上午， 全国政协十三届
四次会议举行第二场大会发言，
来自九三学社的郝跃委员将话题
聚焦科技创新 ， 并提出多项建
议。

记者注意到， 当天大会发言
中，创新驱动、数字化、科技攻关
等成为高频词， 共有五位委员接
连就此发言，围绕“十四五”期间
如何加强科技创新建言献策。

当前， 国际竞争愈发激烈，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上升， 走出
适合中国国情的创新路子尤为必
要。

“‘十四五’ 时期， 对于事
关国家长远竞争力的核心关键领
域， 要全面加强科技创新部署，
面向长远目标形成系统性的布
局， 前瞻性地储备技术。” 郝跃
委员说。 他建议着力加强国家实
验室等重大科技平台建设、 完善
国际合作交流机制、 创新科技投
融资体系。

数字经济正成为大国经济竞
争的制高点。 “十四五” 规划纲

要草案提出 ， 培育壮大人工智
能、 大数据、 区块链、 云计算、
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

经济界别的孙毅彪委员提
出， 要借助数字贸易发展机遇，
着力解决供需矛盾、 区域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及城乡发展差距较大
等问题。

围绕数字经济， 特别是大数
据区块链的机遇与挑战， 来自致
公党的甘霖委员建议， 通过基础
理论突破、 相关学科融合、 支撑
行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持续实
现技术体系的迭代和演进， 从源

头上解决 “卡脖子” 问题， 推动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解决 “卡脖子” 问题， 需要
集众智、 策群力。

“要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在解
决关键领域 ‘卡脖子’ 问题中的
独特作用。” 代表全国工商联发
言的景柱委员建议 ， 加大对走
“专精特新” 发展路径的民营企
业和行业 “隐形冠军” 的支持力
度 ， 特事特办帮助他们走稳走
远， 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上做深
做透， 使更多民营企业拥有 “独
门绝技”。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要
扎实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各项工
作， 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
动方案。

如何通过科技加持， 助力实
现碳排放目标？

来自农工党的王路委员建
议 ， 制定国家低碳科技发展战
略， 设立重大专项， 汇聚跨部门
科研团队开展重点地区和重点行
业碳排放协同科研攻关， 加强国
际技术合作互助， 推进碳捕集与
封存技术突破， 多路径赋能绿色
低碳发展。 据新华社

群策群力 自立自强

“以优秀的文艺作品激扬
社会正气，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鼓舞人民朝气蓬勃迈向光辉的
未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的重要任务，也是每一位文艺
工作者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使
命。”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视艺
术家协会副主席刘家成在全国
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的发言掷地有声。

“以优秀的文艺作品激扬社
会正气， 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文艺创作。”刘家成说，思想和价
值观念是文艺的灵魂，站在什么
立场上 、以什么视角创作 ，是决
定作品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关键
问题。文艺工作者要理直气壮地
唱响主旋律，致力于提升作品的
文化内涵和品质，用栩栩如生的
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刘家成建议，加强反映当代
中国、描绘伟大时代的现实题材
创作。“一段时间里，脱离现实的
虚浮创作大行其道，但大多数群

众并不买账，最终在口碑和市场
上都败下阵来。”刘家成解释说，
最近几年，现实主义创作重新成
为主流，并涌现出一系列优秀文
艺作品， 持续引发热播热议，像
反映人民群众勇于面对生活挑
战的《装台》，反映抗美援朝战争
的《跨过鸭绿江》，反映脱贫攻坚
的《山海情》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 ，960多万平方公
里的大地上， 国家蓬勃发展，家
庭酸甜苦辣， 个人奋斗成长，构
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 。“只
要真正立足于现实进行创作，我
们就会发现现实中有无数可歌
可泣的人物和事迹。”刘家成说，
把这些真实人物和事迹生动反
映出来，自然就会感动人民、 鼓
舞人民、 激励人民。

“闭门觅句非诗法 ， 只是
征行自有诗。” 刘家成倡议创作
方法上要扎根群众 ， 积极反映
人民生活 。 他认为 ， 坚持现实
主义创作 ， 必须真正地深入群
众之中体会生活的冷暖 ， 体悟

生活的本质 ， 才能把 “江山就
是人民 、 人民就是江山 ” 的理
念 ， 转化为以文艺作品讴歌人
民 、 服务人民的火热实践 ， 这
样才能真正和群众产生共情 ，
创作出真正激荡人心的作品 。
“近年来 ， 一系列生活味道浓
郁 、 地域特色鲜明的影视作品
赢得普遍认可 ， 这类作品的素
材和灵感都来自于群众的日常
生活 ， 对群众的生活细节不了
解 ， 是无法进行这类文艺创作
的。” 刘家成介绍， 这些文艺作
品中传递出的自强不息 、 敬老
爱幼 、 乐观善良等积极向上的
价值观 ， 也都是群众现实生活
中表现出来的。 本报记者 高铭

全国政协委员 、 北京国际
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 ，
在接受本报记者视频连线采访
时建议 ， 加快推进北京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 ， 培育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

“北京拥有全国近一半的
两院院士 、 90多所大学 、 1000
多所科研院所和近3万家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 连玉明分析了
北京科技资源优势 ， 建议重点
布局国家科技重大项目 ， 做好
战 略 性 技 术 储 备 ， 打 造 一 批
“杀手锏 ”， 推动北京科技创新
项目纳入科技创新 “国家队 ”。
充分发挥北京科技基础雄厚 、
创新资源集聚 、 创新主体活跃
的优势 ， 瞄准人工智能 、 量子
科技 、 集成电路 、 生命健康 、
脑科学、 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
系统谋划和布局一批具有前瞻
性 、 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 ， 更加重视 “从0到1” 的基
础研究 ， 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
颠覆性技术研发 。 加快在京国

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化发展 ， 建
设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集群 ， 围绕优势领域培育一批
新型研发机构 ， 推进国家重大
科技创新项目在北京布局 、 落
地和转化。

连玉明建议 ， 完善科技创
新制度和科研组织体系 ， 加强
与首都功能相匹配的科技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 做好关
键性技术应对， 解决 “卡脖子”
问题 。 探索建立政府 、 企业 、
研发机构共同参与的重大科技
项目选题机制， 建立 “卡脖子”
清 单 和 技 术 攻 关 清 单 ， 实 现
“靶向” 攻关、 精准突破。 深化
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机制
改革 ， 转变机构 、 人才 、 项目
评价标准和方式 ， 营造更好的
科研生态 、 技术生态 、 产业生
态 。 强化 “两区 ” 建设的政策
优势 ，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体系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 深度融
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产业分工体
系。

连玉明还建议 ， 把北京打
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推动京
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统筹起来，
构建京津冀区域协同创新共同
体 ， 做好协同性技术转化 ， 真
正实现 “三级跳”。 把北京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与京津冀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统筹起来 ， 形成分
工合理 、 协同合作 、 融合发展
的创新发展共同体 ， 推动从创
新链到产业链再到价值链的跃
升 。 推动数字化赋能 ， 提升产
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水平 ，
以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发
展 。 同时 ， 抓住两个发力点 ，
发挥北京金融创新和知识产权
保护的优势 ， 在京津冀协同创
新中激发创新力和保护创造力。

本报记者 高铭

刘家成委员：

以优秀的文艺作品激扬社会正气

连玉明委员：

把北京科技创新资源
培育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来自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场大会发言的“创新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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