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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字、图片得到晋江市科学技术局大力协助

□本报记者 黄盈盈 通讯员 陈

传斌 康晓杰/综合整理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速科技成果在晋江市转化落地，实

现企业技术需求与高校、科研院所科

技成果信息互动、精准对接，本报联合

晋江市科技局开设“技术在线”专栏，

定期发布科技成果与技术需求信息。

如果您有科技成果与技术供需要发

布，可联系晋江市科技局创新平台科

咨询，电话：0595-85667172。

技术在线

科技成果

2023年以来，晋江市科技局结合

科技创新工作实际，以“一堂好课”为

载体，深入开展模范机关创建工作，

切实推进机关党建工作取得实效。

此举既促进了机关组织建设与干部

素质能力提升、作风养成相融合相促

进，也进一步打通了科技创新“最后

一公里”。

为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的普及和落

地，晋江市科技局举办了晋江科技大

讲堂，重点解读企业研发投入补助、高

企申报认定、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技术

合同认定登记等科技创新业务。同

时，晋江市科技局还开展“百场宣讲、

千企随访”活动，进企业实地走访，面

对面解读科技创新扶持政策，指导科

技计划项目申报等，摸需求、听诉求，

精准开展科技服务。

此外，晋江市科技局还开展了送

科技进“党建+”邻里中心活动，组建

由党员干部、业务骨干等 20 余人组

成的政策服务讲师团，深入基层一

线，到企业、商会、行业协会、科研平

台讲清讲透科技创新扶持政策，做足

做实科技创新服务，真正让政策“看

得清、用得上、落得了地”。2023年以

来，共举办培训会 50 多场，累计培训

3500 多人（次），惠及企业 3000 多家

（次）。

通过“一堂好课”活动的开展，晋

江市科技局进一步打通了科技创新

“最后一公里”，确保政策真正落地实

施，为全市各创新主体提供公开便捷

的政策获取渠道，有效提高政策知晓

度。

□通讯 员徐锡烽 记者 黄盈

盈 文/图

晋江市科技局以“一堂好课”为载体，
打通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

项目名称：基于基因组信息的大

黄鱼遗传选育研究

项目内容：该项目进行了大黄鱼

基因组资源挖掘、遗传育种工具开发

和基因组选择育种技术的创新研究。

完成基于第三代测序技术的高精度大

黄鱼基因组参考序列图谱的绘制工

作，获得了染色体尺度的高精度大黄

鱼基因组参考序列，为开展大黄鱼基

因组选择育种奠定了重要基础；建立

了基于简化基因组测序技术和低覆盖

度全基因组测序技术为核心的大黄鱼

基因组尺度基因型分析技术体系，为

全面开展大黄鱼选择育种奠定了工具

基础；构建大黄鱼基因组选择核心选

育群体，并完成了1龄大黄鱼的生长、

体型、抗虫、抗逆等数十个经济性状的

测量工作；开展2龄大黄鱼的各经济

性状遗传评价和解析，展开速生抗虫

大黄鱼基因组选择育种工作。

项目名称：养殖大黄鱼刺激隐核

虫病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内容：该项目联合福建省农

科院、中山大学、黄海水产研究所、福

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等专家团队，在

优良苗种、养殖设施、饲料工艺、免疫

制剂等方面，开展了省重大专项专题

“养殖大黄鱼刺激隐核虫病综合防控

技术研究与示范”的科技攻关。通过

近年来刺激隐核虫发病规律和影响因

子分析，建立了大黄鱼刺激隐核虫预

报系统；建立了湾外深水抗风浪大网

箱的新型养殖模式，在嵛山岛建立了

湾外养殖模式，湾外深水抗风浪大网

箱养殖的大黄鱼成活率为91.0%，比湾

内常规网箱养殖的大黄鱼成活率高出

20.92%；通过转录组学和蛋白组学抗

原筛选方法，筛选出β-微管蛋白等多

种具有免疫原性的功能蛋白。创制了

多种抗虫药物和免疫制剂，大黄鱼病

死率降低40%。通过成果集成，建立

了刺激隐核虫病综合防控体系。

自 2023年起，晋江市科技局依托

党建引领，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各项事

业稳步前行。该局以提升科技创新

服务水平为宗旨，创新性地构建了

“党建+政策宣讲”模式。通过举办

“一堂好课”，将党建制度优势最大限

度地转化为业务工作的强大驱动力，

展示了晋江市科技局党员干部的奋

发精神与责任担当。通过引导党员

干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推动

机关组织建设与干部素质提升相融

合相促进，切实把“四下基层”贯通到

主题教育中。在晋江市科技局全体

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晋江科技创

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区域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出台了

《晋江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若干措施》，聚焦做大做强创新主体、

深化产学研协同协作、转移转化科技

成果等5大方面，制定16项扶持措施，

全方位、多层次支持科技创新。高质

量办好2023中国机器人大赛，举办第

七届“海峡杯”福建（晋江）创新创业大

赛。推荐9家企业（团队）申报泉州市

创新创业大赛，晋江市数产互联科技

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分别获得大赛初

创组三等奖、成长组种苗奖，晋江市科

技局被授予优秀组织奖。

创新主体培育跑出加速度。推

动了945家企业申报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金额 27 亿元、增长 22.7%，规上企

业研发投入增长 20.9%，全社会研发

投入强度达 2.2%。科技型中小企业

实现翻一番。新认定科技小巨人 70

家，累计培育 180 家、增长 63%。推荐

365 家企业申报高企认定，占泉州

27.8%，预计高企保有量突破 800 家。

新增实施泉州市级以上科技计划项

目 30 项，凝练泉州市级以上“揭榜挂

帅”重大技术项目5项，新认定省级工

程研究中心 1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2家、泉州市级新型研发机构4家。

平台载体支撑更加有力。成功

签约引进香港理工大学晋江技术创

新研究院、省集成电路创新实验室、

陶瓷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主导产

业高水平科研平台全覆盖。常态化

开展政校企对接活动40多场，新增产

学研合作及技术服务项目 763 项，金

额 2.17 亿元，增长 92%。新增拟入库

备案载体 7 家，新认定省级众创空间

2 家，晋江三创园成功获批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实现破题。

创新创业生态持

续优化。启动新一轮

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

项目申报工作，推荐 9

家企业人才申报省“创

业之星”“创新之星”，

选任各级科技特派员

（法人、团队、工作站）

171 个，晋航农业、鸿盛

果蔬、华淇农业等 3 家

企业成功通过 2023 年

省级星创天地监测。培训技术经纪

人 300 人次，新认定省级技术转移机

构 2 家，新增登记技术合同 113 项，金

额 10605 万元。举办千名博士神州

行——晋江站、走进“大湾区”、中德

科技论坛、中国机器人大赛等活动，

对接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香

港理工大学、澳门科技总会、中国自

动化学会等知名协会、高校，开展招

商推介和集中签约活动10余场。

下一步，晋江市科技局将始终以

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紧紧围绕晋江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动机关党

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支部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

落实党建工作责任，以实际行动交出

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的科

技答卷，助力晋江市打造中国式现代

化县域示范。

□通讯员 徐锡烽 记者 黄盈

盈 文/图

晋江市科技局以党建为引领，
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晋江市科技局党员干部走访企业晋江市科技局党员干部走访企业，，精准开精准开

展科技服务展科技服务。。

““一堂好课一堂好课””授课现场授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