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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强市 产业兴市

本报讯（记者 王继红
通讯员 钱道本 姜步风）2月
5日，记者从市档案馆获悉，春
节前夕，《衢州市科技人物志》
编纂工作启动。目前，近30家
单位正在根据前期安排开展
资料收集和入志人物名单的
梳理工作。《衢州市科技人物
志》编辑部将根据各单位人
物名单上报情况对入选标准
进行完善，并最终确定入选名
单，然后开展文稿编写、人物
录表格编制工作，计划今年4
月内完成编纂及印刷工作。

“以最高规格、最大力度
抓科技创新，必须调动各方
力量群策群力。为深入贯彻
市委科技及体制‘双创新’改
革推进会精神，进一步激发
人才创新活力、营造尊才爱
才浓厚氛围，市档案馆、市科
技局牵头编纂《衢州市科技
人物志》，承编单位涉及近30
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
市档案馆负责人介绍，《衢州
市科技人物志》时限为自古
以来至2024年12月31日，以
1985年以来为主。地域范围
以在衢州市域工作的科技人
物为主，兼顾衢籍寓外人物。

2006年 5月 18日，国务
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
地方志最为常见的分类是按
记载内容的不同，总体上分为

综合志、专门志两大类。《衢州
市科技人物志》属于专门志，
包含人物简介、人物名录。

根据前期调研，人物简
介初步确定对象包括：院士
（含外籍院士）、长江学者、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
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及以上负责人、列入国家奖
励办公室备案的社会力量奖
获奖人（排名第一）、国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董事长、省
以上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排名
第一）、省级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及以上负责人、被省级以上
政府通报表彰的科技人才、浙
江工匠（大工匠、杰出工匠）、
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
青年科技英才奖获得者、省青
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省有
突出贡献科技特派员、优秀科
技特派员、市领头企业首席技
术官、市科技创新团队领衔
人、衢州最美科技人、为衢州
在科研及科技成果转化领域
作出重大突出贡献的人才等，
以及其他有充足理由列入者。

人物名录初步包括其他
省级及以上各类基金、奖项
获得者（如省级自然科学基
金获得者等）、浙江工匠、市

“115”人才、南孔精英等，以
及其他有充足理由列入者。

近30个部门单位参与

《衢州市科技人物志》
编纂工作稳步推进本报讯（记者 王继红 通讯

员 兰小康）新春佳节还未结束，
我市数字经济再传喜讯。日前，
省经信厅公布第二批省级数字经
济产业园、数字经济楼宇名单，我
市衢州颐高科技创业园上榜数字
经济楼宇，这是继“衢州高端电子
材料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入选
省级数字经济产业园、衢时代创
新大厦入选省级数字经济楼宇
后，实现的新突破。

衢州颐高科技创业园位于智
慧新城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内。由颐高集团投资建设，依托
集团资源和运营经验，设子公司
对园区进行全面运营管理、投融
资服务、企业创业辅导、科技创新
孵化、产学研用一体等服务。

衢州颐高2014年10月开园，
建筑规划为小微企业园及相关配
套，其中已建公共配套设施建筑
面积 1.46万平方米，小微园企业
孵化及商业配套建筑面积 6.3万
平方米，同时配套公共服务中心、
会议室、培训室等设施。2023年
入驻小微企业累计营业收入
12.42亿元，税收总额 1100余万
元，吸纳1400余人就业。

“2月 5日，园区已经全面复
工。建园以来，我们不断升级数

字服务平台——亿茂科技园区数
字管理平台。通过园区管理数字
化，不断提升管理效率和精准服
务企业质量，目前已打造一套以
园区大脑为核心，融合物业管理
系统、消费系统、服务系统的多维
度一站式园区生态场景。”衢州颐
高负责人柴元正介绍，亿茂科技
平台已形成包含数字园区管理系
统、智选商城、创业服务三大业务
模块，为园区企业提供更优质便
利的服务体验。

园区同时整合汇聚我市高能
级科创平台，积极开展数字化智
能平台建设，助力企业实现全流
程经营与管理效率的提升，促进
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业务系
统向云端迁移。园区还不断创新
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全面提升
科技创新项目服务水平。

衢州颐高获评 2018年省科
技企业孵化器，2020年度省数字
化示范小微企业园，2022年获评
省四星级小微企业园、省级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2023年园区精准
服务中小微企业财政专项激励试
点等荣誉。现有在孵企业 106
家，主导产业为数字经济、科创类
企业达 69家。衢州颐高作为衢
州首批小微企业园，依托集团、行

业协会、研究院、高校资源，加快
企业向专业化、特色化培育。园
区建立中小企业培育库，构建梯度
培育机制，目前已培育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9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63
家、省创新型中小企业5家、规上
企业5家；在孵企业拥有有效专利
49件，拟授权发明专利 15件，拥
有有效知识产权数为625件。

“我们秉承服务企业培育企

业理念，按照更高水平的孵化服
务标准加快发展，2023年以来共
招引新企业75家，主动加强园区
数字科技、新材料、互联网服务三
类企业的集聚和服务，促进园区
实现高质量发展。”园区负责人表
示，后续园区将进一步升级数字
化应用场景和大数据分析、服务
能力，实现企业需求更具体、孵化
培育更全面、精准服务更高效。

十年造一园

我市“省级数字经济楼宇”实现新突破

衢州颐高在创业咖啡厅举办培训活动。资料图片

冲刺新春“开门红”
新春伊始，江山市工业企业赶订单、保生产、抢市场，全力

冲刺新春“开门红”。图为，2月5日，位于江山经济开发区的申
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在赶制出口欧洲市场
的一批变压器产品。目前，该公司订单充足，生产任务已经排
到今年7月份。 通讯员 严学明 摄

坚守岗位保安全
春节期间，巨化物流汽车维修工们坚守岗位，以保证及时对大货车，特别

是危化品运输车辆进行维修和保养，保障司机平安出行。图为汽修技师宣斌
斌在修理一台急待出发的危化品大货车。他表示，在这种特殊的时候能够给
客户解决燃眉之急，特别有成就感。 记者 王继红 通讯员 朱睿 摄

抢抓旺季赶生产
2月5日，浙江上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已开足马力忙生产，全力以赴赶订单。据悉，该公司相关订单已安排至今年6月份。

记者 王继红 通讯员 汪晓靓 摄

新华社北京 2 月 1 日
电（记者 张辛欣）工业和
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
长谢存近日表示，将加快数
字技术与居民消费场景深度
融合，完善电信和互联网服
务标准规范，2025年力争全
面实现电信业务线上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
示，2024年，基础电信企业进一
步提升电信业务线上办、异地
办的能力，APP和客服热线等
线上渠道业务办理量占比超过

90%，同比提升10个百分点。
在用户权益保护方面，

目前已建成全国 APP检测
及认证公共服务平台，常态
化开展APP检测，着力整治
弹窗关不掉、“摇一摇”乱跳
转等突出问题。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
将不断提升信息通信业治理
水平，深入推进网站和APP
适老化改造，引导行业企业推
出更多的便民惠民服务，完善
APP全链条治理长效机制。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5年力争全面实现
电信业务线上办

2024年我国发放技能
提升补贴51.3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
电（记者 姜琳）记者近日
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
悉，2024年，人社部门推动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开展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全年
向 310万人次劳动者发放技
能提升补贴51.3亿元。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王晓
君介绍，2024年，各地推行

“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
度，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全年共有超过 1200万人次
劳动者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根据 2024年政策规定，

参保缴费满 1年、取得职业
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在职职工、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员，向社保经办部门
申请通过后，人社部门分别
按照最高 1000元、1500元、
2000元的标准发放技能提
升补贴。

“2025 年，我们将聚焦
农民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
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
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康
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
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组织
实施项目化职业技能培训，
进一步提升技能培训促进就
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王晓
君说。

我国在智能制造国际
标准化工作中取得新突破

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
局获悉，由我国牵头制定的
国际标准 IEC 63206《工业
过程控制系统 记录仪 试验
和性能评定》日前正式发
布。该标准作为工业领域记
录仪产品的统一技术规范，
旨在为各类记录仪技术规范
建立统一基础，推动全球制
造业健康发展。

记录仪是工业过程控制
的关键支撑，是确保生产数
据精准采集、监测、分析与优
化的重要工具。该标准规定

了记录仪的分类、要求和性
能评估方法，是智能制造生
态体系中的关键枢纽，成为
制造商、用户及第三方检测
机构进行产品质量控制的重
要依据。

标准的实施将推动记录
仪产品的技术升级，进一步
提升产品可靠性，有效保障
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完整性，
从而促进生产安全、质量控
制、故障分析和能效管理的
全面升级。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