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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三个第一” 勇当创新先锋

为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注入强大动能

赵建军

中共无锡市委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长三角区域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党的二

十大报告鲜明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重要论断。江苏省“两会”强调要加

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打造区域创新新高地。无锡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加快打造国内一流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以“一百年不动摇”的信念和毅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迫切需要发挥

“科技+人才+创新”的乘数效应，依靠创新加速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锡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2012 年以来，累

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71 项、中国专利奖 75 项，均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锻造出“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神威·太湖之光

超级计算机等一批“国之重器”，科技进步贡献率保持全省领先；科技型中小企业从 2285 家升至 10662 家，高新技术企业从 1041

家升至 5547 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从 10家升至 88 家。特别是近年来，市域“一带多城”科创功能区布局全面优化，

长三角—粤港澳（无锡）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区建设提速提效，无锡与深港、粤澳协同创新中心启动运作，率先与全国首批 12 家

未来技术学院开展战略合作；在全省率先出台实施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先进技术成果长三角转化无

锡分中心挂牌运行；市校合作持续深化，江南大学两门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计划，宜兴校区建成投用、江阴校区启动

建设，东南大学无锡校区建成投用，无锡学院、太湖学院办学水平持续提升；深入实施“太湖人才计划”，出台“锡引惠才”

12条、优秀大学生“锡引”工程升级版 8 条等政策，全市人才总量达 207.7 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 16.64 万人、高技能人才 51.12

万人，连续三年获评全国“最佳引才城市”。

在新征程上，无锡要走在前、挑大梁、多作贡献，更好地“扛起新使命、谱写新篇章”，离不开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

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有力支撑。无锡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

的担当作为，坚持“三个第一”，勇当创新先锋，聚力打造一流教育体系、一流创新主体、一流平台载体、一流人才支撑、一

流创新生态，更好发挥教育基础作用、企业主体作用、平台集聚作用、人才支撑作用、生态保障作用，促进“关键变量”加速

成长为“最大增量”，充分展现新时代工商名城风采，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无锡新实践注入强大动能。

一、聚力构建一流教育体系，激发创新策源力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高质量教育涵养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一是

支持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制定实施在锡高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聚焦产业体系和产业链需求引进“双一流”高校在锡设立研

究院，提升有组织科研实效。持续深化与江南大学的合作共建，支持江南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办好江阴、宜兴校区，

积极构建以食品学科为引领，以纺织、设计等特色优势学科为重点的“1+2+N”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加快研究制定东南大学无锡

校区学科及专业设置总体发展规划，会同东南大学实体化做大做强无锡校区微电子等整建制学院，加快建设微纳系统国际创新

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努力将东大无锡校区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一流校区。支持南京理工大学江阴校区高质量发展。推

动无锡学院、太湖学院提升办学层次。积极探索与香港理工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举办中外合作大学。二是推动职业教育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QjRzXebmB4CVKNlWf_5O4i6Kqd01ejn0ZNcMEItZc0SoPulZ9bm7nQHmaqQh2gMR4ignPavhP0uIptM_367xVuWuK3OWMC98N-wZAX5yY-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QjRzXebmB4DbWln8iEi3haa1odJo9q2qX-mf3aRMaKiCz4OFfXSptGUXNVMTlT1YY588BjrdmWrmtVDHTsPY4uXxMlZwSC2GXQHBLk1ynGfSeqgOOe-naw==&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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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突破。加快建设国家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示范城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深化职普融通、产教

融合、科教融汇。积极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突出市场化、专业化、前沿化、本土化导向，着力提高职业教

育社会认可度、产教融合度、城市贡献度，加快市职业教育条例立法，实施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五项行动，推动“中升高”

“高升本”，支持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升格，“十四五”期间全市力争建成 2所职业技术大学、新建 3 个高职院校、建成 5所省

中等职业教育“领航学校”，培育一批特色专业群。优化职教园区管理体制机制，提升园区服务能力水平。三是夯实基础教育

基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今年新建中小学幼儿园 30所，扎实推进普通高中国家级“双新”示范区示范校建设，逐步扩大

优质高中资源覆盖面，加强中小学工程教育，提升中小学延时服务满意度，确保集团化办学率今年达 60%以上，争创全国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示范区。四是提升教育服务发展能力。引导在锡高校、职业学校围绕“465”现代产业体系调整优化专业结构，

办好物联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等优势特色专业，提高对地方产业发展的贡献度。持续

深化与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科院等国内外知名高校院所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同国家首批 12 家高校未来技术学院的合作事

项，办好未来技术合作（无锡）峰会，促进更多高校院所的优质创新资源在锡集聚和转化。

二、聚力建强一流企业主体，强化创新主导力

科技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战略科技力量体系中最活跃的因素，无锡将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推动

科技企业量质齐升。一是建强创新型企业梯队。强化工作引导与政策撬动并重、协同服务与精准辅导并举，落细落实企业投入

基础研究税收优惠和企业科技创新税前扣除等创新激励政策，健全分层次、梯度式创新型企业培育体系，夯实提升“科技型中

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队伍，优化“雏鹰—瞪羚—准独角兽”梯次成长路径，着力做大做强创新型企业集

群，今年力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分别突破 12000、6500 家，新增雏鹰、瞪羚、准独角兽企业 1400 家以上。二

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深入实施企业研发机构高质量提升计划，支持企业建设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高水平研

发机构，今年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高等级重点实验室 10 家，认定市级以上企业研发机构 300 家以上，尽快推动规上工业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不断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三是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465”现代产业体系和“3010”

重点产业链技术创新需求，深入实施“太湖之光”科技攻关计划，用好“揭榜挂帅”“赛马”等有效模式，探索完善科研经费

包干制、研发风险共担机制和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试点，鼓励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力攻克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积极推进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数字经济科技攻关专项行动等重大行动，努力形成一批标

志性创新成果，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四是夯实创新型企业基础。加大创新型企业及项目招引力度，深入实施

年度开工项目、竣工项目、招商活动、科创载体、保障性租赁住房“五百工程”，持续对接招引重点央企、世界 500 强、实力

民企、大院大所，大力招引创新型企业及重大产业创新项目，招引落地科技企业 8000 家，着力巩固提升物联网、集成电路产业

的领先优势，加强氢能储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高水平领军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的导入，抢抓“风口期”集聚光伏、动力电

池等优质新能源项目，为创新型企业队伍壮大提供支撑。

三、聚力打造一流平台载体，提高创新集聚力

重大科技平台载体是集聚创新资源、开展技术创新的关键支撑，要一体推进科技新城、科创平台、科创载体建设，构筑高

水平创新矩阵。一是构建“多圈层”功能布局。高水平推进“一带多城”建设，健全太湖湾科创带实体化运作机制，提速建设

梁溪科技城、蠡湖未来城等科技新城，促进高品质科创空间连片成势。深度融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强与环太湖

城市的联动协作，在科技创新券通兑通用、核心技术联合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协同推动环太湖科创圈建设。主动融入沿沪宁

产业创新带、G42 沪宁沿线人才创新走廊建设，高标准建设长三角—粤港澳（无锡）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区。加强与欧美发达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科技合作，提升无锡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势。二是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加速构建以太湖实验

室为龙头、各类高水平研发机构为支撑的创新平台体系。聚焦集成电路封测领域打造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双

中心”，积极争取布局太阳能光伏等领域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支持太湖实验室承担更多重大战略任务，支持国家超算（无锡）

中心迭代升级，建设更多“国字号”平台。加快组建市产业创新研究院，完善“产研院+投资发展公司+专业研究所”组织架构，

统筹现有 46 家新型研发机构、26 家省级院士工作站等的体系化布局，今年新建新型研发机构 10 家以上，提升科创整体效能。

三是完善“全链条”孵育载体。大力实施科创载体高质量发展行动，健全“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全链条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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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培育载体，制定形成科创载体规范配置清单，今年新增投用功能完备的科创载体 160 万平方米、科创孵化载体 50家以上，导

入更多优质科创要素。

四、聚力强化一流人才支撑，提升创新引领力

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完善人才战略布局，纵深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数量充足、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接续打造国家级高水平人才集聚平台，积极打造人才发展现代化先行区。一是加大人才引育力度。聚焦

无锡产业基础和未来突破方向，多维度引进培育壮大战略人才力量，持续打响太湖人才计划、太湖人才峰会“双品牌”，加强

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的“引育留用”，今年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团

队）项目 200 个以上。实施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支持计划和产业链人才攻坚计划，大力引进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创新人才和

团队。研究制定鼓励大学生来锡留锡就业创业的支持政策，开展“千企万岗”大学生就业季品牌活动，今年引进大学生 10 万人

以上，持续引育壮大青年人才队伍。二是完善市场化发展机制。发挥企业等用人单位主体作用，支持用人单位设立院士工作站、

博士后工作站和专家工作室等引才聚才平台。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方式，搭建人才招引平台，实施社会化招

才引智积分奖励，对优秀中介机构和个人予以奖补。积极探索顶尖人才柔性引进等机制，集聚更多新时代的“星期天工程师”，

让更多优秀人才、创新成果为我所用。破除人才评价“四唯”倾向，加快建立以企业薪酬、风投注资、专家举荐等为主要依据

的人才评价体系，更好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三是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构建全方位、多层次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建强人

才服务专员队伍。落实对突出贡献人才的顶格支持政策。推进青年和人才友好型城市建设，今年推出国际人才公寓 9000 套以上，

加快打造国际人才社区，探索实施“人才房”优惠购等政策，通过政府支持、国企托底、租售并举等方式，实现支持人才购房

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为人才提供子女教育、健康医疗、出入境等全链条服务，打造“锡心同行”高层次人

才之家，不断擦亮“无比爱才、锡望您来”品牌。

五、聚力涵养一流科创生态，厚植创新吸引力

健全保障机制，强化要素支撑，厚植创新发展土壤，加快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一是强化政策支持。全面实施科

技创新“1+4”政策文件，加快制定相关配套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加强政策宣传培育与精准推送；为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提供

坚实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二是优化体制机制。优化科技攻关计划体系，完善项目形成、经费管理以及绩效评价机制。深化科

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减少科技计划项目实施周期内的各类评估、

检查等活动。健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尽职免责制度。三是加强要素保障。积极创建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做强天使基金、

创投基金、S 基金等基金系统，加快组建上市公司再融资和集成电路、新能源等产业发展基金，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创新科技金

融产品和服务，加强与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等的战略合作，全方位、多层次加强对科技企业的支持。优化财政资金投入结

构，加大对科技、人才的投入支持力度，引导和激励企业和社会加强创新投入。优化用地政策，优先保障科技基础设施、重大

创新平台等用地需求，持续深化“三提三即”改革，大力推进低端产业和低效用地“腾笼换鸟”。四是凝聚各方合力。成立市

科技创新委员会，加强对科技创新发展的统筹规划管理，强化科技、产业、人才、教育等各方面政策协同与工作协调。发挥考

核指挥棒作用，提高创新指标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加强目标任务的跟踪督促。积极举办太湖人才峰会、“太湖杯”

国际精英创新创业大赛等重大活动，鼓励和支持开展科技创新、高端学术交流等活动，营造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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