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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
湖分港流。”16年前，诞生在浙
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
村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科学论断，给予这方山水美丽
颜值，更赋予精神内核。

现如今，“在湖州看见美丽
中国”城市品牌日益完善，而湖
州也在以更积极开放的姿态推
动高质量赶超发展。

千万元资金补贴、免费坐
车、免费旅游、租房优惠……近
日，继“湖八条”“湖九条”之后，
《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创
新创业创强十条政策意见》
（以下称“湖十条”）出台，用真
金白银的奖励措施，全力支持
创新创业和产业创强，持续以
最强政策供给打造最优营商
环境。

最高奖励1000万元
全力构筑科技创新高地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湖八条”“湖九条”等刺激
经济、支持企业、攻坚重大项目
和招商引才的政策相继出台，
强度给力又吸睛。

但一项好的政策，不能只
停留在吸睛层面。“湖八条”“湖
九条”效果如何？数据最能说
明问题。

今年上半年，湖州市的
GDP增长14.5%，增速居浙江
省第一，已有三一装载机等3
个百亿元级项目落户；新开工
亿元项目284个，其中3亿元
65个；新竣工亿元项目273个，
其中3亿元项目36个。

“‘湖八条’的着力点是复
工复产，‘湖九条’重在招商引
才，而‘湖十条’则是大批项目

和人才落地之后，湖州在激发
成果转化上作出的‘新动作’。”
湖州市经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虽然三大政策发布的时间
节点和背景不同，但有着一脉
相承的延续性。

记者注意到，在“湖十条”
中，湖州市政府给出了千万元
资金助力科技创新：支持省实
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市实验
室以及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省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载
体建设，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1000万元；打造重点产业研究
院飞地，最高奖励200万元。

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方面，湖州市提出实施产业技
术攻关“揭榜挂帅”“赛马制”，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奖励
1000 万元；对为主要承担国
家、省重大科研项目的，按照上
级补助经费的20%给予配套，

最高奖励500万元。
此外，湖州市还在去年“企

业自主创新七条”的基础上，提
高了企业创新研发的奖励标
准，并降低奖励门槛：对工业企
业年度新增研发费用在100万
元以上（含）、增幅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且占营业收入比例达到3%
以上（含）的，对增量部分给予
10%的奖励，最高奖励300万
元；实施工业企业“创新指数”评
价，对获创新能力和创新应用评
价一、二、三等奖的，分别奖励
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

三免一优惠
全力厚植人才创业沃土

在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当
下，谁能吸引到更多青年人才
和优质企业，便能进一步增强
城市核心竞争力。

“近几年，企业引才力度加
大。得益于湖州市在引进人才
方面的政策利好，企业也成功
留住了人才。”久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经济师、副总经理
施泉兵说。

《湖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
出，坚持人才强市创新强市首
位战略。出台“湖十条”，强化
引导各类资源向科技、人才等
核心领域倾斜，即是湖州应对
新需求、支撑全市首位战略的
有力举措。

为了进一步引进关键人
才，“湖十条”实施“南太湖学
者”计划，鼓励湖州市用人单位
与高校双聘引进人才，最高奖
励800万元。与此同时，对年
薪50万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
（含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工业互
联网等新业态）和研究院新引
进人才，个人贡献地方留成部
分全额奖励。对新引进的符合
条件的人才创业企业，企业发
展绩效予以全额奖励。

据了解，此前“南太湖精英

计划”已经实施。此次计划与
之前相比，有何区别？

“‘南太湖学者’计划并不
是另起炉灶，而是‘南太湖精英
计划’一种延伸和优化。”湖州
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计划最大的特点在于体制
机制的创新，通过湖州市用人
单位与高校双聘方式引进人
才，既突破了企业引进高层次
人才面临的身份壁垒，又打通
人才入职高校通道，整合双方
资源，实现“1+1>2”，“引进学
者也将纳入‘南太湖精英计划’
管理。”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湖州
市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全力打
造长三角最有温度的“低成本”
创业城市。具体来说，实施来
湖人才“三免一优惠”政策，即
免费行、免费游、免费开办、住
宿优惠，统筹安排100万平方
米人才安居房。

设立50亿元天使基金
全力夯实产业创强基石

记者注意到，在这项被坊
间称为“王炸”举措的政策中，
还能看到当地政府推动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的决心：“依法依规
设立50亿元天使基金，支持制
造业企业和人才创新创业”。

在推动数字经济系统改革
上，湖州市重点支持“未来工
厂”“行业产业大脑”和未来产
业先导区建设。对评为省级

“未来工厂”的企业、列入省级
“行业产业大脑”建设的试点单
位以及未来产业先导区的创建
主体，分别奖励200万元、300
万元、400万元。

此外，湖州市加速“绿色智
造+绿色金融”融合发展，对发
放创新创业贷款的银行机构，
最高给予当年新增创新创业贷
款额1.5%的奖励；对为创新创
业贷款提供担保的担保机构，
最高给予当年新增创新创业担
保额1.5%的奖励。

浙江省湖州市浙江省湖州市：：

十十举措助力打造举措助力打造““低成本创业低成本创业””之城之城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淘汰的旧家电，一扔了之
让人心疼，不扔又占用空间。
规范处理废旧家电的难题长期
存在。

8月 4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
部联合发布《关于鼓励家电生
产企业开展回收目标责任制行
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推动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鼓励家电生产企业开展回
收目标责任制行动。

记者了解到，2020年初，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发布了《家
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系列标
准。根据标准，冰箱、空调、洗
衣机、吸油烟机、电热水器等产
品的安全使用年限均不超过
10年。

据测算，我国目前正处于
家电报废的高峰期，并以年均
20%的幅度增长，2020年淘汰
的废旧家电量就有1.37亿台。
与之相对的一个数据是，目前
只有50%—60%的废旧家电得
到规范处理。

“许多废旧家电中含有铅、
汞、镉等有毒有害物质，如果随
意处置会给环境和人体健康带
来危害。”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
究所所长杜欢政此前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由此可见，完善回收利用
处理体系、妥善处理废旧家电
已刻不容缓。

本次《通知》从六个方面对
开展回收目标责任制行动进行
了具体部署。

在拓展回收渠道、创新回
收方式方面，《通知》鼓励责任

企业利用自身销售渠道、售后
服务网络等开展废旧家电逆向
回收，不断完善销售服务体系
的回收功能；联合电商平台、家
电卖场等开展家电以旧换新活
动；加强与区域大型回收企业、
有资质的拆解企业合作，建设
基于家电更新信息的定向废旧
家电回收服务网络。

《通知》支持责任企业建设
覆盖家电回收、运输和处置利
用的信息系统，并同拆解企业
信息系统对接共享，对废旧家
电实行统一编码、转运联单，

实现回收处理全流程可追
溯。责任企业回收后的废旧
家电应全部交由有资质的拆
解企业进行规范处理。责任
企业可与有资质的废旧家电
拆解企业联合开展废旧家电
加工处理，提高废旧家电拆解
企业的设备利用率。

值得一提的是，完成回收
目标并达到国家有关管理要求
的责任企业将被纳入家电生产
企业“绿色责任名单”，在企业
发行绿色债券、绿色信贷审批
时优先支持。

三部门：鼓励家电生产企业开展回收目标责任制

完成目标可享受绿债绿贷审批优先支持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新能源产业成为发展新动能新能源产业成为发展新动能
近年来，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立足丰富锂矿资源优势，发展以储能电池、动力电池、消费电池为

主的新能源产业链，形成绿色高效储能产业集群，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原料精深加工向下游产品应用

延伸，实现生产智能化、产业绿色化。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