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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苏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
再次为将于今年夏季开张的“苏州国际
精英创业周”向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
人才发出“英雄帖”。自 2009 年 7 月首
届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举办以来，连续5
届“家门口的集约化引智”，共引进1267
个人才团队，竖起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回
游”的闪亮“航标”。

“今天的竞争中，人才优势才是真正
的优势，人才资源是最重要的发展资源，
苏州对人才的渴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说，苏州已经步入
增长速度换挡期、转型升级关键期、深化
改革攻坚期，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
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这就必须强化
科技人才的核心支撑作用，构建起全面
的人才优势。

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
利”转变

中组部最近公布的第十批国家“千
人计划”创业人才入选名单，苏州又有15
人上榜。至此，苏州自主申报的国家“千
人计划”人才入选总数达157位，其中创
业类人才95人，列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以国家‘千人计划’人才为代表的
高层次人才队伍，已经成为苏州创新的
主导和领军。”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郭腊军认为，创新驱动的实质就是人
才成为发展的核心要素，尤其是高端创
新创业人才，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是当
前和未来苏州人才工作的战略重点。

苏州靠什么抢占人才争夺制高点？
“靠的是综合优势！包括政策、服务、平
台、融资、人文地理五个方面。”郭腊军介
绍，苏州的人才总量近10年来连续保持
10%以上的增长率，截至去年年底，总量
达195.5万人；高层次人才连年保持15%
的增长率，总数已达13.37万人，累计引
进留学回国人员1.57万人。

随着大批高层次人才携带的创新创
业项目不断落户，苏州发展的动力正从
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

转变。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节
能环保、新能源等具有国际前沿水平的
新兴产业迅速崛起。

去年，苏州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1.32 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
重43.4%，占全省总量的25.4%。

“科技+金融”加速催化创
新力量

前不久，全国“新三板”扩容后迎来
首批266家企业集体挂牌，其中，苏州企
业达 25 家，占全国挂牌企业的近 10%，
占江苏省挂牌企业的一半。这些企业大
多是科技型人才创办的。

苏州市金融办副主任赵琨说，苏州
在当下这一轮创新创业大潮中，涌现了1
万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形成了一个活
力迸发的创新集群。“科技型中小企业缺
少可作抵押的硬资产，贷款风险相对较
高，融资难。我们的办法，是借助金融杠
杆来推动创新发展。”

2010 年，苏州启动“科贷通”项目，
将那些信誉好、成长性高、技术潜力大的
人才企业选出来，供银行“按图索骥”提
供贷款扶持。不仅有专家把关解决“技
术盲点”，苏州还成立了科技贷款风险补
偿基金池，注资5.5亿元，同时聚合多家
金融机构，建立起“政府+银行+担保+保
险+创投”五合一的科技银行业务发展模

式，形成多元风险共担机制。
交通银行苏州分行行长束兰根说，

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对贷款项目的科
技水平吃不准。现在有了政府的担保，
金融机构没了后顾之忧。目前，“科贷
通”已为近千家科技创业企业提供融资
服务，贷款资金达81亿元。

不仅如此，苏州还有 272 家创业投
资机构，管理资金规模超过880亿元，形
成了名副其实的“创投高地”。与此同
时，省内第一家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落户
苏州、在省内率先开出科技金融超市并
直接开到企业家门口……国家科技部这
样评价：苏州已基本建成集科技信贷、融
资担保、小额贷款、科技保险、创业投资、
股权交易、债券融资于一体的企业成长
金融服务体系。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构
建企业创新体系

“企业成为人才引进、技术创新和成
果应用的主体，这样的创新才有强大的
引擎。”苏州市科技局副局长陶冠红说，
苏州正充分利用民营经济发达、规模企
业数量众多这一良好基础，加快构建以
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以市场为导向
配置创新资源。

搭建研发平台，引进人才创新，成为
苏州奠定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支点”。

吴江亨通就是一例。亨通集团董事局主
席崔根良介绍，从一个乡镇企业成长为
国内产品门类最全、科技含量最高、综合
实力最强的国家级创新型企业集团，亨
通的发展完全得益于持续创新。目前，
亨通已建立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
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5个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以及3个院士工作站等研发
创新平台。去年年底，国家工信部、财政
部公布 2013 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名单，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榜上有名，成为
苏州市唯一上榜企业。

以市场为导向配置创新资源，苏州
的各级政府把重点功夫花在了创新环境
的营造上。

人才有科技成果需转化、企业有技
术难题要解决、发展遭遇融资难……针
对创新驱动遭遇的各类“梗阻”，苏州“自
主创新广场”应运而生。广场管理办公
室负责人介绍，“自主创新广场”是苏州
围绕创新链而构建的服务链，主要是通
过集聚技术转让、科技咨询、信息服务、
科技投融资等方面的科技服务机构，为
创新提供一站式服务。

（据2014年4月28日《新华日报》）

本报讯（记者 陈占举）昨日，全新亮相的洛阳
酒家开始试营业。

全新的洛阳酒家总建筑面积 2.1 万平方米，是
集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大型商业实体。酒店餐
饮面积1万平方米，包厢40个，婚宴大厅可供1000
人同时就餐。

洛阳酒家成立于1955年，根植河洛大地，是一
家有近60年历史的老品牌餐饮企业，曾获得“全国
十佳”“中国餐饮百强”“中华餐饮名店”“中华老字
号”等荣誉。洛阳酒家品牌，在洛阳消费者心中具有
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目前，该企业是国家特级
酒家，也是全省餐饮行业的代表性企业。

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曲安民、省工商联
原党组书记宋克耀、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典立等
参加相关活动。

洛阳酒家全新亮相

昨日，伴随着炙热的阳光，我市的气温不断攀
升。中央气象台2418个国家级自动站监测数据显
示，昨日11时全国十大“热城”中，我市的伊川县、汝
阳县分别以30.4℃、30.2℃上榜。

市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日16时，我市
各县（市）区的最高气温均突破30℃，其中偃师达到
33.7℃，创今年以来的最高气温。

“昨日，我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光照充足，空
气湿度小，加之地面受暖低压影响，升温快。”气象专
家说。不过，这波热浪昨天到达峰值后，今天就要开
始走下坡路，白天云系将逐渐增多。

据市气象台预报，明天至后天，我市有一次中等
强度的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会伴有雷雨和短时
大风。今天白天全区晴天转阴天，偏南风 2 级到 3
级，气温16℃到30℃；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阵
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气温17℃到24℃；周六阴天有
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夜里阵雨停止转多
云；周日多云转晴天；12日晴天间多云；13日晴天到
多云；14日多云间晴天。

本报记者 戈晓芳 通讯员 姬鸿丽

为今年以来最高温，气温今起
回落，明后天有雨

昨日，偃师33.7℃

限行 政 策 更 人 性 化 、市 民 赏 花 更
优惠、文化活动更亲民、各种展览免费
看……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的亲民、
利民、惠民政策被市民频频点赞。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今年牡丹
文化节期间，周王城广场“戏曲票友大赛”
和“百姓舞台”，成了广大市民玩得最“嗨”
的地方。票友们轮番登场，普通市民跃跃
欲试，切磋技艺，比拼才艺。

除狂欢月活动外，“文化部推荐优秀
剧目洛阳展演月”、第24届河洛文化民俗
庙会、泽华天宝馆请市民看大戏及各类书
画展、文化展等文化活动也让市民目不暇
接，整个 4 月成了令市民兴奋的“文化

季”。
惠民，不单单是文化，赏花优惠来得

更直接。
以前每到牡丹文化节，老城区居民刘

学文都要接待大批外地朋友来洛赏花，门
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年牡丹文化节
期间，王城公园、中国国花园、隋唐城遗址
植物园等各大牡丹观赏园纷纷推出对市
民免费或优惠赏花办法，让他尝到了惠民
的甜头。

在各牡丹观赏园，失业人员、低保人
员、五保户人员、环卫工人、协警、劳模等
10类人员，可持相关证件免费赏花；本地
市民可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办理月票卡、

晨练证，享受赏花优惠，也可持相关证件
享受每人次10元优惠票价……据不完全
统计，今年牡丹文化节期间，仅中国国花
园就累计办理市民月票卡 2000 张、学生
月票卡1.8万张。

为方便市民赏花，今年我市在道路两
侧、公园内也扩大了牡丹种植面积。

看花“畅快”，离不开人性化的交通限
行。

“与近几年的限行方案相比，今年应该
是最具人性化的，时间短了，范围小了，还
设计了工作日和双休日两套方案。人性化
限行，彰显政府部门的为民情怀和管理智
慧，必须赞！”一市民赞扬今年的限行方案。

细数种种惠民亲民政策，不难看出政
府在城市管理细节上更务实亲民，在政策
制定上更接地气儿，体现了政府的为民情
怀。

办节会本身就应凸显人民性、示范性
和大众化参与，应突出惠民利民，从活动
方案的制订到活动实际开展，都应多倾听
民意，多做调查研究，让洛阳市民也能在
节会上“唱主角”。

一个大型节会的举办，考验着一座城
市的管理智慧。相信今后的牡丹文化节，
相关部门一定能再接再厉，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出更多惠民政策，让市民切实感受更
多的实惠。

——第32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回眸·为民篇

最是民生暖人心

本报记者 常书香

位于金鸡湖畔的苏州地标建筑“东方之门”（资料图片）

苏州：以人才优势谋创新优势

今年3月初，涧西区徐家营街道办事处北方社
区成立邻里互助团，组织热心居民为老人、困难户等
提供服务，邻里互助的暖流在社区里传递。

邻里互助，贴心服务

近日，记者到该社区采访。11时刚过，社区第
三网格居民、今年57岁的刘群英便赶往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除了要和照料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块儿安排
老人们就餐外，她还有另外一项任务：赶到行动不便
的80岁孤寡老人张素荣家中送午饭。

这一切，源自今年3月该社区成立的一个新团
体——邻里互助团。

自愿参加；居民求助，提供帮助；因故无法前往，
负责联系其他成员提供帮助。这是邻里互助团的基
本规范。

三本邻里互助团的服务记录手册，记录了邻里
互助团成员的服务内容：帮助老人做饭，为困难户送
去生活用品，帮助手头有事儿的居民带孩子……互
助团成员做的事儿虽不大，却让社区老人郅秀枝倍
感温暖：“常来家里陪我聊天，帮忙做饭，真是太谢谢
他们了。”

“互助团按网格划分小组，每组一本服务手册，
成员开展活动后向组长汇报，组长进行记录。每周
五是活动日，全体成员集中走访辖区居民。”社区居
委会委员郝素梅说。

激发社区互帮互助热情

互助团成立时，社区根据三个网格的不同情况，
将三个小组分别命名为扶贫帮困小组、文体服务小
组、老年服务小组。“取名只是标明侧重点，服务却没
有范围局限。”北方社区党总支书记孙宇说。

今年70岁的孤寡老人张玉，因为互助团成员黄
开科常去她家中陪她聊天，帮她交水电费，做力所能
及的家务。感动之余，她也常参加社区里的公益活
动，为大家提供服务。

“前几天，她主动提出要求，说自己受到大家的
帮助，自己也要帮助别人，像雷锋那样助人为乐。”孙
宇说。

今年 39 岁的社区居民王宜平虽然在职，家里
的事儿也很多，但也在邻里互助团报名册上郑重地
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邻里互助就像一支不熄的
火炬，不断地在社区居民中传递、扩散，最后汇聚成
暖流。

现在，邻里互助团成员已经从最初的32人增加
到40多人。

在孙宇看来，成立社区邻里互助团只是走出了
第一步：“今后，社区还将公布互助团成员各自的特
长，进一步方便社区居民，促进邻里和谐。”

本报记者 苏楠 通讯员 崔小利

在方便社区居民的同时，激励
更多人加入助人行列

邻里互助团
温暖你我他

昨日，在伊川县产业集聚区河南天成
信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光电触摸显示器件
项目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加紧生产。

该项目总投资20亿元，引进国内先进
的光电触摸玻璃生产工艺技术，建设 363
套生产线及 2460 套配套设施等。项目计
划于2015年全部建成投产，届时可年产光
电触摸显示器件7200万片，实现年销售收
入16.2亿元。 记者 鲁博 摄

发展光电科技
助推产业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