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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义乌市李祖
村 着 力 打 造 “ 国 际 文 化 创 客
村”，抓住“千万工程”实施契
机，改善村容村貌，挖掘乡村特
色，开发农旅、文旅、乡旅等旅
游观光项目，以研学项目为支
点，以电商直播为渠道，积极发
展新兴业态。在吸引游客观光的
同时，积极支持创业者入驻，进
而带动当地村民增收，促进乡村
振兴。

目前，该村已引进 53 家创
业主体，吸引 200 多位创业人
员，带动创业就业村民人均月增
收约2500元。

图为李祖村“南瓜家糖水
铺”的主理人封玲在整理庭院内
的植物。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义乌有个
国际文化创客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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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海丝起点

泉州，古称刺桐，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起点，宋元时期被公认为“东方
第一大港”。享有盛名的意大利旅行
家马可·波罗途经泉州时，就曾在游
记中写道，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
之一，来自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多
种多样的货物堆积如山。

2021 年 7 月，“泉州：宋元中国
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这里东西方文化兼
容并蓄、多元宗教和谐共处，对德国
友人来说，走进泉州，了解泉州，
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
传统，也能够读懂中国坚持对外开
放的文化基因。

本届中德科技论坛以“携手共创
中德科技合作新未来：相互成就共同
发展”为主题，为中德双方在科技交
流合作方面搭建了又一平台，也是文
化、教育、工商、医疗等多方面的一
次知识分享、经验分享。欧美同学会
秘书长王丕君表示，希望通过举办科
技论坛等民间交流活动，持续增进对
加强科技等合作的现实与长远意义的
认知，进而为两国的经济发展、文化
交流增砖添瓦。

不少与会嘉宾表示，这次论坛只
是一个开始，为德国政商界打开了解
泉州、了解中国的新窗口，未来会有
更多人希望来到泉州，在更宽阔的领
域开展交流合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
同学会会长丁仲礼在开幕式致辞时表
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
多边主义是解决世界性问题的唯一答
案。中德两国都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
易的受益者、拥护者。长期以来，两

国始终坚持双向开放，成为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的成功范例。
希望通过本届论坛，两国科技界企业
界人士能够深刻认识两国产业技术互
补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不断挖掘合
作潜力，搭建互利桥梁，在创新合作
中实现中德两国互相成就、共同发展
的良好意愿。

共同应对挑战

5 月 24 日下午，“数字经济与智
能制造”“新能源与汽车产业发展”

“生命科学与新医药”等 3 个平行论
坛同时举行，30 余位中德政、商、
学界代表和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产
业发展等方面展开对话交流和经验
分享。

先进技术的集中创新和推广应用
对助推生产力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快
速迭代的智能技术正以更好的方式融
入产品研发设计与制造环节，对于许
多老牌科技公司而言亦是如此。在西
门子 （中国） 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商
慧杰看来，中国“双碳”目标正在重
塑城市发展模式，西门子将力争到
2025年，在中国帮助超过500家重点
供应商加快减碳步伐，助力企业节能
增效，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副院长欧
力在中国任教多年，对于中德科技合
作感触很深。欧力认为，中德两国既
要拓展传统领域的合作，也要挖掘与
激活新型领域的合作活力，在智能制
造“工业4.0”、AI等领域都有望共同
结出新硕果。

“今天是全球化的世界，大家所
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例如气候问
题，如何用科技手段最大化保证能源
使用的同时实现减碳，科学家们应该

共享先进科技。还有人工智能的应
用，蕴含很多机遇也存在风险，这需
要大家投入，需要全世界的协同。”
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德中议会小
组主席、前联邦内政部长汉斯－彼
得·弗里德里希表示，希望借助论
坛，大家能就共同面对的问题进行广
泛交流与分享，人类的发展要借助科
技，但更重要的是合作。

感受历史底蕴

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是超越国界
的共同语言。据了解，在近三年时间
里，泉州以文化艺术为桥梁，开展了
大量文化交流活动，同中外各界人士
进行了多场传统与现代的思想碰撞。

在本届中德科技论坛的参观环
节，包含九日山祈风石刻、开元寺等
文化景点的参观线路吸引了众多外
宾。一位在生物医药行业深耕多年的
德国企业家告诉记者，她一直在上海
工作和生活，此前也去过北京、西
安、青岛等多个城市。这是她第一次
来到泉州，这里的文化底蕴让她印象
非常深刻。

九日山祈风石刻是体现世界海洋
贸易中心管理保障的代表性遗产，是
一组记载了宋代在泉州负责海外贸易
管理的国家专员、地方官员以及皇室
成员等为海外贸易商舶举行祈风仪
式的摩崖石刻，体现出宋代市舶制
度下，国家力量对海洋贸易的倡导
和管控。若要想象两宋时期中外船
舶络绎不绝的盛景、追忆海上丝绸之
路的繁华，这里堪称最佳选择。

“太棒了！”初见石刻的德国Car-
go Beamer AG 毕马国际股份公司国
际事务部总监丹尼斯·玛歌连连称
赞 ， 这 种 极 具 仪 式 感 的 古 老 祈 祷
方 式 让 她 感 受 到 了 别 具 一 格 的 东
方浪漫。

来到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的印
度教石柱、殿前月台的须弥座吸引了
许多与会嘉宾静静驻足。在泉州，佛
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众
多宗教，都于此留下史迹。德国联邦
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
尔·舒曼十分感慨地说，以前从书中
知道了“Zayton （刺桐） ”，而今亲
眼所见的泉州，更令他印象深刻。

每一次相聚总有分别的时刻，但
正如许多参会嘉宾所说的那样，沟通
交流的桥梁不会中断。

在所有行程结束的当天晚上，记
者又见到了从上海赶来泉州参会的德
国代表玛蒂娜，那天我们在早餐时偶
遇，没想到晚上又再次相见。玛蒂娜
十分兴奋地分享着自己对泉州的印
象，她说，她一定会再次来到这里，
她也期待去探索更多她还未曾“打
卡”的中国城市。

5 月 24 日，欧美同学会 （中
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主办的第三
届中德科技论坛在福建泉州举
行。会场内外，中德两国嘉宾围
绕科技合作、经贸往来、民间交
流等话题展开深入对话，碰撞思
维“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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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之江实验室计算与数据中心
内，工程师们通过“之江云”系统监测服务器集群的运行状态

（2022年6月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据新华社杭州电 从斩获网络安全大赛一等奖，到带领团队成
立科技初创企业、“落户”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25岁的母浩
文只用了3天时间。

“这速度令人振奋！”母浩文说。尽管企业才刚刚成立，他已
经“摩拳擦掌”地谋划未来3至5年的发展目标。

母浩文和团队所在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东起浙江大学玉
泉校区，西至浙江农林大学，全长 39 公里、面积 416 平方公里。
最近一年来，这里平均每个工作日新增科创主体近80家，企业总
量突破10万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什么能吸引众多科创主体入驻？采
访中，许多企业负责人表示，这是一条串起多个高能级创新平台
的创新长廊，也是一方科创热土。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阳光雨
露”般的细致服务、不断集聚的优秀人才、强劲的科创动能是他
们选择大走廊的重要原因。

“大走廊里聚集了数量多、质量高的数字经济企业，行业氛围
浓厚，这对于初创企业的快速发展很有好处。”母浩文说。

记者了解到，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
总量约占杭州市的 1/2，一批头部企业、领军企业带动初创企业，
形成了活力十足的发展氛围。今年一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523.5亿元，同比增长17.6%。

“在大走廊，企业能够心无旁骛地大胆创新。”浙江海牛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陆侨治说，几年前，企业研发的新型污
水处理技术基本成熟，准备进入市场，不料却处处碰壁。就在他
一筹莫展时，当地政府部门为企业协调了新技术试用的宝贵机会。

“多亏有了示范项目，才让企业一下打开了局面。”陆侨治
说，目前，这项新技术的项目合同额已累计超过2亿元。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杭州城
西科创大走廊通过组织“企业大走访”“千名干部助千企”行动以
及开展“企业服务月”活动，将国家、省、市三级惠企政策送达
企业，惠及规模以上企业1600余家、高层次人才560余名。

“大走廊对人才的吸引力正在显著增强。”归创通桥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赵中说，企业从最初的 1 人发展至如今的近
700人，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发展的步伐“同频共振”。

创新人才和创新平台矩阵，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依托
创新基础优势，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加速培育新经济增长极。

目前，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集聚了之江实验室、西湖实验室
等5个浙江省实验室，国家科技进步奖、浙江省科技进步奖成果占
浙江全省60%以上，集聚了2597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80个国
家级科创平台、57万余名专业技术人才。

“企业一直重视产学研合作，特别是与‘廊内’的院校机构保
持了长期的技术交流合作关系。”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吴海腾说，今年初，企业与浙江大学签约，合作共建联合研
发中心，共同进行海上设施智能运维技术开发。

“良好的合作生态促进了产品创新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激
发出企业家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吴海腾说。

数据显示，成立 7 年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产业增加值从
1063.3亿元增长到3119.8亿元，年均增长20.5%，其中，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贡献率占比超过7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建设综合性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为杭
州全市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支撑。”杭州城西科创大走
廊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朱 涵）

企业总量突破10万家——

科创大走廊创新动力足

本报北京电（记者贺 勇） 作为中
关村论坛的赛事板块和对外交流的高
水平国际前沿科技竞技平台，2023 中
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吸引了海
内外 2500余个创新项目报名参加，参
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虚
拟现实与元宇宙等 15 个领域的 127 个
细分赛道，是历年项目数最多、赛道
最广、创新最活跃的一年，其中国际
化参赛项目占比三成，参赛项目来自
31个国家和地区。在 5月 28日举行的
总决赛上，最终，北京深势科技有限
公司脱颖而出，获得总冠军。遨天科
技 （北京） 有限公司、南京芯驰半导
体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亚军和季军。另
有10家企业获得优秀奖。

据悉，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
大赛按照“全球邀约、自由探索、公
开路演”的方式，遴选拥有国际领先
前沿技术的企业和团队，打造高水平
前沿科技展示交流平台，有力支撑北
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世界领先的科

技园区建设。
“前沿大赛对我们公司的发展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2018 年，我
们公司创始人在前沿大赛做了首次路
演，大概一周之后我们就获得了一笔
5500 美 元 的 融 资 。” 2018 年 优 胜 企
业、北京诺诚健华医药科技公司高级
总监郑慧铭分享了企业与前沿大赛共
同成长的经历。

据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高
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主任徐剑介绍，自
2017 年启动以来，该赛事聚焦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与
云计算、智能制造与新材料等重点领
域，吸引海内外 1 万多个前沿科技项
目报名参加，600多个优秀初创企业和
创业团队脱颖而出，累计为175家优质
前沿技术企业提供6亿多元资金支持，
并精准提供场景需求对接、投融资、空
间落地、创业辅导等配套服务。目前，已
有 22 家企业成长为全球独角兽企业，
14家企业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
大赛吸引2500个项目参赛

在泉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展出的智能巡检机器人。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参会嘉宾在泉州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内参观。 徐劲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