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完成情况

单位： 如皋市科技局 时间：2021年 9月 16日
序

号
实事内容 推进举措 完成情况 完成时限 责任人 备注

1

加强科技政策宣

传引导，确保政

策支持精准落

实。

1.贯彻执行好《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意见》，构建全方位的政

策激励体系，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2.加强政策宣传培训，通过专题培训会，“科技

如皋”微信公众号。工作群等多途径开展政策

宣讲，确保政策执行有效，落实到位。

贯彻执行《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意见》，用好“科技

23 条”政策，围绕科技产业融合、平台载体

建设等 8 个方面共 23 条进行奖励，预计全

年奖励总额比 2020 年超出一倍以上。

线下开展了企业研发投入及统计工作、

高企申报等培训会，线上通过微信群、公众

号及时宣传技术合同登记等科技政策，推动

了政策的有效落实

持续开展
各相关科

室负责人

2

加快创新型企业

培育，组织全局

党员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深

入一线，通过政

策宣讲、业务培

训、现场辅导等

举措，加大对高

新技术企业、科

技型中小企业、

省瞪羚企业的培

育力度。

1.科技条线分管市委及政府领导亲自带队到镇

区企业推进，会同专家加强现场辅导，为企业

现场把脉，解决创新发展的瓶颈；

2.组织全市企业围绕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条件、

申报流程、材料审查等环节开展专题培训；

3.组织一至两批企业负责人或科技副总到上海

封闭学习，强化创新资源导入，靶向性查漏补

缺，大力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4.深入实施高企倍增计划，着重培育引进创新

能力强、成长潜力高的科技型项目，紧抓高企

培育不放松。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目前

第一、二批 205家已正式上报，已完成第三

批拟申报企业材料专家预评审工作，并在第

一时间将专家意见反馈给企业，督促企业按

照要求修改到位，预计申报企业 60家。

持续开展
各相关科

室负责人



3

征集技术需求，

开展产学研活

动，帮助企业解

决难题，确保全

年新实施产学研

合 作 项 目 150
项，产学研合作

支 出 额 超 过

3000万元。

1.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求，组织全局人员深

入镇（区、街道）、重点企业开展调研，摸清

全市科技创新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了解企业创新活动中亟需解决的难题，精准把

握全市科技创新工作重点，夯实科技工作基

础；

2.加快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积极打造如皋

科技和产业创新强磁场，大力推进创新型城市

建设步伐；

3.认真筹备第 20届“科技人才洽谈会”，结合我

市产业特色和企业需求，谋划开展相关特色专

题活动。

邀请上海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南

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来如开展“请进来”产学

研活动，同时组织企业赴上海、北京、大连

等地开展“走出去”专题对接活动，帮助企

业解决核心技术难题，全面提升校企合作的

精准性和成功率。截至目前，全市新增 5
万元以上产学研合作项目 130项，合作金额

3691余万元，支付金额逾 1939万元。制定

了 2021年科技·人才洽谈会方案，认真谋

划前期各项准备工作，细化工作任务，力求

把今年的洽谈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

持续开展
各相关科

室负责人

4

加快科技成果转

化，帮助企业向

上申报项目，确

保全年申报项目

200 项以上，争

取 上 级 资 金

3000万元以上，

力争实现重大成

果转化项目的突

破。

1.加强科技研发计划体系的顶层谋划，持续推

动创新主体承担、参与的各类科技计划，支撑

引领高质量发展；

2.探索实行重大项目“揭榜挂帅”机制，精准推

动“卡脖子”技术攻关，强化项目成果在如落地

转化；

3.注重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产业前

瞻性技术研发，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原创性和标志性成果；

4.紧扣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工程，支持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今年共组织申报省及南通市级以上资

金类科技计划项目 38项，其中我市新瑞药

业获得了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立

项公示，实现了我市三年来在该类项目的突

破。在目前已经评审公示的项目中，卓远半

导体、势加透博、辰同科技等新兴企业获批

省重点研发计划。惟怡新材料等 4家企业获

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玉兔集团等 2家企业

获批现代农业项目。

持续开展
各相关科

室负责人



5

推进科技金融，

解决企业资金需

求，力争全年发

放各类科技贷款

3亿元。

1.探索建立企业“白名单”和科技贷款风险分担

机制，重点解决初创型企业贷款难、融资难问

题；

2.探索设立科技产业引导基金，更好地助推企

业放心投资、安心创业、快速发展；

3.鼓励各类金融机构设立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

金，创新科技金融信贷产品；

4.持续推进“苏科贷”、“如科贷”、“高企融资服

务直通车”和科技担保服务，让更多企业享受

到科技金融政策优惠。

联合农商行和中国银行成立科技分行，

重点支持 350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科

技型企业“白名单”制度，对白名单内企业

新增 1000万元以上信贷的，实行融资风险

分担机制。常态化服务科技型企业与银行对

接，用好“苏科贷”“高企金融服务直通车”

等金融助企产品，降低融资门槛，简化贷款

程序，减少融资成本。截至目前，“高企贷”

获批 44家金额 27760万元，投放 36家金额

22145万元;“苏科贷”获批 4家金额 880
万元。

持续开展
各相关科

室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