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7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由无锡市科学技术局主办，无锡市
生物医药行业协会、无锡国际生命科学创
新园协办的“无锡市生物医药产业推介与
交流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会上，
重点介绍了无锡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新
动态与相关政策信息，重点展示了未来三
年无锡生物医药产业的目标与前景。随
后，无锡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无锡惠山生
命科技产业园、锡山经济开发区生物医药
产业园和锡东新城商务区分别就自身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的定位、特色及远景规划进
行推介与交流。

11月6日,无锡集成电路设计产业投资
基金发布暨合作签约仪式在无锡国家“芯
火”双创基地举行。该基金作为无锡市首支
集成电路设计领域专业基金，是由江苏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智能集成电路设计技术研究
所发起成立的，基金规模为2亿元，主要关注
集成电路设计产业领域的投资，包括5G通
讯、硅光通讯、先进无线通信、物联网、高端
功率电子、先进工艺IP等领域的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

近日，第九届“创业江苏”科技创业大赛
暨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江苏赛区比赛
在南京落幕。由2021中国无锡“太湖杯”国
际精英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推荐晋级省赛
的54个项目中共计获得了1个一等奖、2个
二等奖、6个三等奖，获奖数位居全省第三。
其中，“医瑞贝尔支架型敷料”项目更是夺得
团队组一等奖的好成绩。这是无锡选送的
团队项目首获省赛一等奖，彰显了我市人
才、科技两大双创赛事合并的突出成效。

11月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北京举行，共评选出264个项目、
10名科技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我市科研
院所和企业共获得2020年度国家技术发明
奖和科技进步奖9项，占全省获奖数20%
以上。其中，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3项，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获奖
数量保持全国同类城市第一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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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条来自“家门口”的实验数
据让江阴企业江苏中宏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俞麟非常振奋，他们生产的
低温速溶沥青改性剂在泰州段宁靖盐高
速的透水路面试用后，不仅性能表现优
异，性价比还超过了同样参与实验“比
试”的进口TPS材料。“参加‘比试’的低
温速溶沥青改性剂，原材料其实就是废
旧轮胎！”俞麟透露，如今，一条废旧轮胎
经中宏的专利装备绿色处理变为特种沥
青改性材料后，附加值大幅提升。

从斯坦福大学材料学专业毕业，经
过一番摸爬滚打后，俞麟把目光投向了

“黑色污染”废旧轮胎的回收利用领域。
“最初都不好意思介绍自己从事废旧轮
胎再利用。”但市场调研结果坚定了俞麟
的信心：一头是中国年产1400万吨废轮
胎，并以约8%的速度逐年递增，但自然
降解需要近百年；一头是作为橡胶生产
大国，中国的天然橡胶主要依靠进口，

“然而国内现有的循环利用工艺已经10
多年未提升，行业集中度低，亟待升级！”

按照“资源有限，循环无限”的低碳绿
色发展理念，俞麟带领着研发团队自主研
发了新一代的常压连续断硫再生装备，经
过四代更迭后，实现了全自动、智能化、无
污染的废橡胶再生过程，相比传统设备更
环保、更节能、更安全。“整个过程实现了
24小时连续生产，且废气、废水零排放，一
条完整的生产线上，员工也从过去的10-
12人缩减到4人。”俞麟介绍。

让“黑色污染”变“黑色黄金”，就要
不断提高废旧橡胶的附加值。于是，中

宏又朝着改性沥青道路市场拓展。道路
改性沥青中添加橡胶粉，会让道路变得
噪音小、抗老化、耐低温。“但添加及改性
的过程会产生黑烟与恶臭，温度高、时间
长也会影响沥青老化，‘怎么添加’这个
问题一直没能很好解决。”俞麟说，中宏
生产的沥青改性剂就好比提前把“咖啡
豆”变成了“速溶咖啡”，能让橡胶更快速
地溶解与分散在沥青中，还降低了改性
温度，在解决黑色固废处理问题的同时，
修建出长寿命的低碳公路。

短短6年时间，中宏环保的“成绩
单”已经足够亮眼。企业首批设备首先
选择投放海外市场，赢得了卡塔尔、西班
牙、法国等多国客户的广泛认可，该设备
还通过了全省首台（套）重大装备及关键
部件和新产品新技术鉴定验收，被国家
工信部纳入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
技术装备目录。致力于为各地废旧橡胶
循环处理高值利用提供可靠、绿色、长久
的解决方案，中宏已在全国布点6个废
橡胶绿色循环利用基地。 （唐芸芸）

中宏环保：自主研发，让“黑色污染”变“黑色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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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加”到“相融”——

环太湖科创圈“朋友”联动走向纵深
□本报记者 朱洁

自今年 5 月无锡牵头
联合长三角区域内二区六市共

同打造环太湖科技创新圈以来，“朋友
圈”内的几位“好友”与无锡在科技和产业

创新上有了一次次更深入更密切的联动。继
前段时间市科技局相关工作小组先后到达嘉兴、
湖州、宣城，与当地科技系统进行深入交流后，10
月26日，市科技局又率队赴上海嘉定区、青浦区调
研，深化推进落实由两区六市共同签订的《共建环太
湖科技创新圈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相关合作内容。

创新共荣，须深度合作。实现协同发展，无锡
尤要加快太湖湾科创带建设，以自身的壮大更
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其中，需要与环
太湖科创圈成员进一步提高协作广度与

深度，不断优化发展生态，在由“相
加”到“相融”中，抱团共荣。

嘉定创新创业大厦、长三角可持
续发展研究院、长三角（上海）智慧互
联网医院、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
虹桥基地……10月底的这趟上海两
区研学“列车”，从早到晚，行程满
满。一路调研考察，青浦、嘉定在推
进产学研合作、引进聚集高层次人
才、建设特色产业基地、打造创新生
态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令考察人员深
刻地感受到科技创新的迫切。上海
高端创新资源集聚，无锡深知，只有
通过主动学习、对接、服务、融入上
海，才能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创新驱动发展，这座城市的脚步
一刻不停：从规划建设太湖湾科创

带，到环太湖科创圈的打造，城市发
展被注入了更强的“科创力”，也承载
着新的梦想与希望。10月30日全
市开展的“争第一创唯一季季评”活
动动员大会，成为高质量发展回头看
的一次检阅与跨越发展的誓师大
会。会场内外，处处体现着比学赶
超、攀高比强的浓厚氛围。走出去向
最强者学习，实现跨区域的协同创新
正是这片热土的需要，也契合了动员
大会提出的“识差距、识标杆”的口
号。通过良性互动扩大无锡的“朋友

圈”、寻找“太湖湾科创带”合伙人，无
锡正不断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产业创新名城蓄力。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背景下，身处“学霸群”的无锡“等不
起”“慢不得”，迫切需要攻克一批产
业共性关键技术，发展壮大若干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为未来“储能”。面
对这份重托与责任，无锡有基础、有
条件，更拿出了“争第一创唯一”的底
气与信心。在走出去研究“学霸”的
过程中，看到别人的优势，无锡更有

了要大干快上的冲劲。事实上，长三
角城市间的互动合作长期以来一直
较为频繁，尤其是和无锡在产业方面
高度融合的上海，更是无锡追赶的标
杆、融入的目标。身手不凡、实力强
劲，这是科创圈城市的“群像图”。上
海的强项不言而喻，有国际化创新理
念、一流科创资源、科技金融合作的
先进模式等。浙江城市的市场经济
理念相对更为先进，安徽宣城则有着
强大的产业承接能力。不拒众流，方
为江海。协同创新共荣，催生“树木”
长成“森林”，不仅是兄弟城市抱团的
初衷，也是无锡强化长三角“C位担
当”的主动选择。

此次上海青浦、嘉定之行经过一
系列对接，我市与两区就联合举办创
新创业大赛和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对
接、外国专家A类人才工作许可跨
区互认、“科普护照”互认互通共享、

“揭榜挂帅”联合技术攻关以及长三
角数字干线等方面达成了基本共识，
将加快环太湖科创圈的互通互融互
享。

城市联手，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朋友圈”内各位“好友”与无锡在科
技和产业创新上有着开展更深更密
切联动的基础：嘉定将在“十四五”期
间推动形成汽车“新四化”、智能传感
器及物联网和高性能医疗设备及精
准医疗三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也是全
国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路测试

场景之一，无锡与嘉定在车联网领域
可以有更多的合作与对接。嘉定打
造的科技城，落地了一批中科院的地
方研究院，还有同济大学和上海大学
嘉定分校，大院大所资源集聚优势明
显。青浦是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示范
区，由同济大学牵头长三角其他地区
的高校联合设立的长三角可持续发
展研究院，是今年9月份刚刚挂牌成
立的新型研究机构，将为长三角地区
的生态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学术支
持和专业支撑。在第二届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无锡、常州、湖
州等地共建长三角产业合作区签署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无锡与湖州在
数字经济产业链方面可以相互协作，
形成一个更大区域的数字经济产业
集群。

“实现自身产业、创新资源禀赋
的最优化，是跨区域合作的导向。”市
科技局四级调研员庞锋华表示，健全
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将实现资源的更
高效配置，在重点领域形成一批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围绕超级计算、
物联网、集成电路、纳米材料等前沿
领域，无锡深海技术科学太湖实验
室、苏州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常州
智能制造龙城实验室、湖州纺织太湖

实验室等一批重点实验室正在加紧
规划建设，将进一步助力“两区六市”
联合开展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和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构筑有全球影响力的
创新高地。

跨区域创新协作，依赖于一个个
企业、大院大所的最基础主体间的项
目合作。政府搭建“两区六市”结盟
平台，让市场之手、需求之手不断将
合作延伸到企业、研发机构之中。科
创“朋友圈”内各类创新主体跨区域
跨领域协作攻关提速，一批科技成果
加速跨区域转移转化。如去年成立
的上海大学无锡产业研究院，已经引
入了5家新兴科技产业公司，这些项
目不仅仅在国内领先，同时也引领着
国际相关产业的发展方向。

联手拓展增长空间：区域城市合作走向更深入

以特色产业基地建设为依托，加
快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此次上海行
程中的重要一站——中国北斗产业
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示范了创新发
展的生动实践。据悉，其是全国唯一
一个以“北斗导航”为特色产业的国
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目前已集聚了
百余家北斗导航与定位知名企业。
自2019年落地园区以来，已成为国
内技术综合竞争力最强、产业链最完
整最有影响力的北斗第一园，对我市
建设特色产业基地具有借鉴意义。

“十四五”时期，长三角一体化
国家战略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区
域内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
造、集成电路等一批新兴产业都致

力形成产业集群，必将依赖更加广
泛、高效、稳健的供应链体系。瞄准
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千亿级
产业集群，强链补链延链已成为包
括无锡在内的长三角城市的共同行
动。同时，区域间的更紧密合作也
为地方指引了新的科技招商思路：
通过研究本地支柱产业、未来产业
的供应链、创新链，进行有的放矢的
科技招商，帮助企业、技术机构一起
更好挖掘合作点。

摸清家底，才能更好规划未来。
近年来，产业地图招商成了各地政府

适应产业发展的新需求。“只有集中
优势资源搭建平台，产业才能更好地
发展，其中重要一环就是进一步明确
产业发展细化方向和发力环节，深入
挖掘关键环节头部企业，形成更精确
的产业链招商图谱。”市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未来的科技招商工作
中将对加强产业链的全景式深入扫
描和研究，牵头制订涵盖科技型企业
的产业链地图并动态调整。一方面
为龙头企业匹配本地供应商，促进产
业链稳定、高效；另一方面为科技型
企业对接市场需求，促进细分领域持

续创新，培育打造更多产业链“隐形
冠军”。

与“结盟”城市在产业方向上进
一步分工合作，提升城市产业能级，
这是无锡牵头共建环太湖科创圈的
美好愿景。如何从“相加”到“相
融”？区域城市间还需进一步增强

“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
协同推进，通过研究区域创新协同、
联合攻关、供需对接的机制和路径，
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要找到几大
城市各自长板，把要素配置了解得更
精密、更精确，打造一个伴随环太湖
科创圈共成长的科创数据库，在后续
发展中利用这些大数据寻找新机
遇。”有业内人士建议。

科技招商有的放矢：精准培育产业链“隐形冠军”

寻城市科创合伙人：主动对接“储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