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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本报讯（记者 于芯）近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
同司法部、全国总工会、全国
工商联和中企联共同开展“培
育选树和通报表扬工作突出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
和人员”工作，市人社局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获评2024年

度工作突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机构，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等五部门通报表扬。

市人社局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坚持公平公正原则，
坚定不移学习借鉴“枫桥经
验”，破解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难题、增强服务动力、厚植调

解仲裁优势。三年来，共受
理各类劳动争议案件 1280
件。其中，立案受理1028件，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252
件。当期案件办结率均在
97%以上，案件调解率均在
60%以上，为劳动者挽回经济
损失标的额1000余万元。

我市一单位获国家五部门通报表扬

7月 22日，科创板将迎
来六岁生日。六年来，这个
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
不断开花结果。从芯片国
产化到新能源出海，从生物
医药突破到AI赋能千行百
业，科创板企业以年均超
10%的研发投入占比，跑出
了科技创新的“中国加速
度”。

科创板企业“硬科技”
成果不断涌现

7 月 3 日，两家科创板
创新药企业传来重大突破
——

百利天恒自主研发的
新药伦康依隆妥单抗完成
了治疗鼻咽癌Ⅲ期临床试
验；迪哲医药新药舒沃哲的
上市申请正式获得美国食
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
准。

这两项突破，既是科创
板“硬科技”实力的印证，也
是科创板不断支持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突出体现。

自 2019年 7月 22日开
市以来，科创板支持和服务
科创企业的能力持续提升，
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走进位于上海的中微
公司展厅，一排排发明专利
证书展现了这家科创板企
业的研发实绩。

“截至今年 3 月底，公
司已累计申请专利 2941
项，其中八成以上是发明专
利。”中微公司董事长尹志
尧说，近年来，公司保持高
强度研发投入，新产品研发
周期显著加快，只需两年或
更短时间就可开发一款新
产品。

在科创板，中微公司这
样的企业并非个例。2024
年，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达
到 1681 亿元，是 2024 年板
块归母净利润合计的三倍
多。同时，科创板研发人员
约 24 万人，占员工总数的
近三成。

随着创新要素持续投
入，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愈益
显著——

三成科创板公司的产
品或在研项目在行业内具
有首创性，超八成公司核心
产品瞄准进口替代及自主
可控；

35家公司在细分行业
或单项产品上排名全球第
一，124家排名全国第一；

138 家次（81 家）公司
牵头或参与的项目获得国
家科学技术奖等重大奖项；

累计形成发明专利超
12 万项，平均每家公司拥
有发明专利数量达到 216
项；

…………
“科创板为科创企业提

供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
高效的资本市场环境。”海
光信息总经理沙超群说，除
了是企业融资的重要平台，
科创板还通过政策创新、市
场认可和产业协同，帮助企
业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

如今，科创板新质生产
力集群逐步发展壮大。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
负责人介绍，在科创板，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
公司占比超八成。同时，一
批上市公司正持续推动前
沿技术发展和产业变革，面
向人工智能、基因技术、量
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加快布
局。

制度“试验田”助力科
创企业成长

“科技创新是不可预期
的。”在上交所有关负责人
看来，我国科创企业要实现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
跑”，需要更强的包容性适
应性，促进资本的长期陪
伴、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进一步深化科创板改革，就
是要使科创板和注册制效
应不断放大。

以丰富灵活的资本工
具不断赋能科创企业做优
做强——自设立之初，科创
板就承担起改革“试验田”
的使命。

2021 年 12 月，百济神
州以一次性募集资金 211
亿元，创造科创板开板以来
生物医药企业募资额的最
高纪录。

科创板的上市机制和
包容性政策，使百济神州及
一批产业链企业得以高效
融资，为后续加速技术研发
和产能扩张储备了充裕资
金。公司自主研发的抗肿

瘤药物泽布替尼目前已在
全球 75 个市场获批，成为
中国创新药“出海”的生动
写照。

通过科创板，众多优质
科创企业敲开了中国资本
市场的大门。目前，589家
科创板上市公司 IPO 和再
融资募集资金合计超1.1万
亿元。科创板已成为“硬科
技”企业的上市融资“首选
地”。

人才是科创企业保持
创新力和生产力的关键。

作为我国领先的测试
设备研发制造商，华兴源创
的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约
40%。在华兴源创董事长
陈文源看来，高端技术人才
是科创行业的稀缺资源。

2019年上市后，华兴源
创通过实施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持续加大对科研人
员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力
度。“科创板的股权激励机
制有效帮助企业留住核心
人才，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陈文源说。

开市六年间，从发行、
上市、交易、退市、再融资、
并购重组等基础性制度，再
到股权激励创设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股份减持创设询
价转让制度，一系列制度创
新相继在科创板落地、生
长，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为更多改革提供借
鉴。

“科创板的改革探索充
分考虑行业特性和企业需
求，拓宽了企业融资渠道，
加速了产业链整合。”华泰
联合证券董事长江禹说，这
让资本能够更高效赋能科
技攻坚，助力“硬科技”企业
不断取得突破。

畅通“科技—产业—资
本”良性循环

今年 4月，迪哲医药顺
利完成定增融资，成为科创
板首单适用“轻资产、高研
发投入”认定标准完成再融
资的未盈利企业。17.96亿
元募集资金将用于加速核
心产品研发和布局自主研
发生产基地。

迪哲医药的 14家定增
对象名录中，涵盖了保险资
管、产业基金、公募基金、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创投机构等多种主体。

这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科创板通过引导各类资源
要素向科技创新集聚，畅通

“科技-产业-资本”良性循
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
金链、人才链的融合。

“科创板带动形成的资
源配置生态有助于缓解企
业研发资金压力，鼓励企业
追求源头创新和核心技术
突破。”迪哲医药首席财务
官吕洪斌说。

作为资本市场助力科
技创新的主阵地，科创板超
六成上市公司创始团队为
科学家、工程师等科研人才
或行业专家，近三成公司实
控人兼任核心技术人员，超
七成公司建立博士后工作
站、共建实验室等产学研协
同机制。

从科技到产业，科创板
带动各方资本共筑科创基
石。

“对于科创企业项目，
以前主要看报表，现在必须
同时关注技术的底层内
核。”中信建投证券总经理
金剑华说，科创板的诞生和
发展逐渐改变了投资的传
统思路，“小而美”特别是

“卡脖子”领域的关键赛道
正成为科创投资的重中之
重。

相似的改变也发生在
投资端。九成科创板公司
上市前获得创投机构投资，
一级市场投资总额约 4500
亿元，平均每家获投约 9.3
亿元……科创板引导“投
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
技”的风气逐渐形成。

“科创板在不断增强制
度包容性适应性的同时，也
通过畅通退出机制，让创投
资本更有耐心陪伴企业成
长。”浦东科创集团海望资
本执行总裁孙加韬说，对于
创投机构而言，衡量科创企
业研发投入与市场价值关
系的财务指标“市研率”，正
成为相较营收和利润更重
要的投资指标。

科创板改革再出发

6月 30日，摩尔线程和
沐曦集成两家国产GPU领
域的领军企业科创板首发

上市申请同获受理。
两家公司的 IPO 申请

受到各方关注，不仅是由于
国产自主化浪潮和AI算力
爆发为国产GPU构建的巨
大市场空间，更因其是科创
板设立科创成长层坚定支
持优质未盈利企业的生动
注解。

7 月 1 日，科创板第五
套标准企业禾元生物上会
并通过，成为第五套上市标
准重启的首批受益者。

此前，中国证监会主席
吴清宣布，继续充分发挥科
创板示范效应，加力推出进
一步深化改革的“1+6”政
策措施。

“1+6”中的“1”，指在科
创板设立科创成长层，并重
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
第五套标准上市。“6”则是
在科创板创新推出6项改革
措施，其中包括扩大第五套
标准适用范围，支持人工智
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
更多前沿科技领域适用。

“科创板新一轮改革，
将促进资源向新产业、新业
态、新技术领域集聚，更好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在中国资本市场
催生一批‘伟大的企业’。
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要把
投融资平衡、打假防假、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工作
作为重要的环节抓实抓
细。”上交所有关负责人说。

尽管科创板已经在改
革探索之路上取得诸多成
果，但六年只是一个开端。

能否培育出更多世界
领先的科创龙头企业，在制
度创新的同时如何更好保
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构建
投融资更加均衡的市场格
局……来自市场的不同声
音，鞭策着这个年轻板块更
好发展。

在科创板“1+6”的制
度设计中，已有不少积极尝
试，如针对性加强科创成长
层风险揭示、加强对未盈利
企业信息披露要求、压实证
券公司责任等。

各方期待，未来的科创
板不断提升包容性，汇聚更
多社会资本流入“硬科技”
企业，成为助推中国科技创
新的重要引擎。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跑出创新“加速度”
——从科创板六年看资本市场助力“硬科技”进阶

新华社记者 赵晓辉 刘羽佳 潘清
本报讯（记者 徐楠 富

予思 侯远鑫 时光远）7 月
22日，嘉利达（辽源）明胶有
限公司扩产 6500 吨明胶项
目落成。市委书记沈德生，
省商务厅副厅长孙伟，德国
嘉利达集团股东菲利普、监
事长比歇勒、副监事长安德
里亚斯及各位监事会成员，
首席执行官彼得、首席财务
官简、首席运营官迈克尔出
席落成仪式。

德国嘉利达集团明胶年
产量占世界产量的 22%。
2023年，企业决定投资 1亿
美元，在辽源扩建年产 6500
吨明胶生产线项目，新增设
备 40余台套，预计全面达产
后可实现年产值约 10亿元，
新增就业人口110人。

德国嘉利达集团首席运
营官迈克尔在致辞中表示，
辽源新工厂的正式落成，不
仅标志着一座崭新设施的启
用，更意味着始于辽源这片
土地的征程到达了一个新的
高峰。感谢辽源政府的大力
支持，使我们得以建立可持
续的公共工程方案，并在关

键时刻为我们保驾护航，我
们将持续开启发展新篇章，
为地方经济繁荣注入新活
力。

副市长刘淑梅代表辽源
市委、市政府，向嘉利达集团
表示祝贺。希望嘉利达（辽
源）明胶有限公司以此次扩
产为契机，锚定高端化、智能
化和绿色化发展方向，实现
产能规模与技术水平的双重
突破。市委、市政府将秉持

“亲商、安商、富商”理念，以
更优的政策、更实的举措、更
好的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壮
大，携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理事
长王万绪在致辞中表示，嘉
利达集团新上扩产项目进一
步提升了产能和技术水平，
为中国明胶行业的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日
用化工协会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嘉利达的发展，共同推动
中国明胶行业迈向更高水
平。

旺旺集团研发处处长陈
俊江表示，旺旺集团和嘉利

达集团是共同成长的同路
人，希望双方继续紧密相连、
彼此成就。苏州胶囊厂厂长
袁成钢表示，希望双方强化
协同，提升产品附加值，引导
行业向高质量、高价值方向
发展。

嘉利达中国区常务副总
裁施曙亮表示，辽源市委、市
政府以企业需求为先，为扩
产项目打造了优质的营商环
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辽
源速度”与“辽源温度”。我
们将深化与德国总部的研发
协同，与政府、协会、伙伴共
建产学研平台，以更高品质
的产品服务全球客户，以更
大担当回馈社会，以更开放
的姿态谱写合作新篇。

活动现场，来自德国、美
国、韩国、巴基斯坦、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等 51个国家
和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参观
了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在辽
源的发展历程。

中国明胶协会会长徐
茹、秘书长黄雅钦等参加活
动。

嘉利达（辽源）明胶有限公司
扩产 6500 吨明胶项目落成

在吉林龙山经济开发
区，有这样一家企业——以
创新为驱动，在功能纤维
及复合材料领域大步迈
进，自 2011 年成立以来，凭
借“无油剂静电纤维”填补
国内空白，如今又以玄武
岩纤维复合材料叩响高端
汽车市场，今年上半年，产
值已突破 2500 万元，这就
是吉林省华纺静电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这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正用技术突破撬动产业升
级，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走进吉林省华纺静电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只见 7条智能化流水线
设备高速运转。2500 万元
的产值的快速突破，靠的就
是这些智能化生产线，它们
既能保证 3600吨的年产能，
更能精准控制产品精度。

多年来，公司高度重视
技术创新，通过建立静电纤
维材料研发基地，不断完善
研发、生产、销售产业链，致
力于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公司在静
电纤维生产技术、静电无纺
布复合技术等方面取得重
大突破，填补了国内空白。

其研发的无气味、带静电纤
维产品，作为一种高附加价
值的高新技术材料，成功解
决了化纤油剂释放有害物
质的问题，实现了零排放和
汽车轻量化，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

在“双碳”目标与绿色
发展战略引领下，公司投资
建设了“无油剂附有静电功
能 PP短纤维产业化建设二
期项目——玄武岩复合材
料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5100 万元，占地面积 24663
平方米，新建 12585 平方米
标准化工业厂房，规划引入
玻纤复合生产线、麻纤玻纤
生产线 2台（套）。目前，钢
结构厂房主体已全面竣工，
生产设备正陆续完成订购
与安装调试，预计 2026 年
12 月全面投产。项目建成
后，将形成 PP 纤维及其天
然纤维复合毡材、板材的规
模化生产能力，产品将广泛
应用于汽车顶棚、门里板、
座椅背板等核心内饰部件，
年总产值可达 1.161 亿元，
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通过创新工艺，二
期项目将实现“以竹代木”，
不仅有效缓解我国木材供
需矛盾，还为回收塑料的资

源化利用开辟了新路径。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公司将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
展。

目前，公司已拥有授权
发明专利 9项，被受理的发
明专利 20余项，多项专利在
国际和国内发明博览会上获
奖。公司还积极与高校、科
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与
吉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中
国一汽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汽车用
环保型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
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凭借卓越的技术创新
能力和产品质量，公司先后
获得吉林省科技型企业、吉
林省科技小巨人企业、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称
号。

从技术突围到产业升
级，从绿色材料到智造未来，
吉林省华纺静电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的每一步跨越，都在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静电”能量。

吉林省华纺静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 创 新 为 “ 纺 线 ”
织 就 绿 色 智 造 新 图 景

本报记者 常馨月

江苏镇江，高骊山麓，拾
级而上，韦岗战斗胜利纪念
碑立于苍翠之间。碑顶古铜
色的步枪雕塑直指苍穹，碑
身后方，巨大的长方形石碑
上记载了新四军挺进江南敌
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
仗。

1938 年 6 月 17 日凌晨，
新四军先遣支队在粟裕带
领下冒雨东进。新四军韦
岗战斗陈列馆讲解员沈小
保介绍，战士们星夜兼程，
赶在日军到来前，进入伏击
地点。这场持续仅半小时

的战斗，我军以极小代价消
灭敌人。

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馆长
孙志军认为，虽然战斗规模
不算大，但战斗的胜利打击
了敌人嚣张气焰，鼓舞了人
民抗战的斗志，极大提升了
新四军的威信和声誉，为创
建苏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
础。

战争的弹痕早已被青山
掩埋，但铁军精神仍在这片
土地奔涌。

曾经，镇江韦岗地区在
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采

矿业。矿石开采、矿产运输
带来扬尘污染，“晴天一身
土，雨天一身泥”成为真实
写照。

“29 家小水泥厂、小轧
石厂、小石灰窑被关停，不
能让战斗胜地蒙尘。”镇江
市润州区韦岗街道干部刘
伟说，在全市开展的人居环
境整治过程中，污染治理、
生态修复等多项工作同步
推进，“灰岗”复绿，裸露岩
壁重生草木，河道清淤后白
鹭翩跹。

当地村集体带头创办合

作社，整合土地发展特色种
植，莲藕、草莓、西瓜等农产
品渐有名气。令人期待的
是，红色文旅正被精心打造
——初心主题园、非遗展示
与战斗遗址串联，一条铭记
历史、体验乡村的红色研学
路线初具雏形。

村民们在劳作之余，望
向山巅的纪念碑和山下拓宽
的道路，憧憬未来：“等农家

乐建好了，城里人来采摘游
玩，也能让更多人听听咱新
四军的故事。”

韦岗战斗胜利纪念碑
前，镇江市的小学生们整齐
列队、庄严肃立；高骊山步道
上，长三角驴友团专程手持
鲜花登顶致敬；前来暑期实
践的大学生们俯身擦拭纪念
碑基座的金字……2024年超
过 40万人次到访陈列馆，长
期在此工作的沈小保目睹了
传承的力量。

“硝烟散尽，但革命精神
永远是咱的传家宝。我们要
守好这片土地，更好建设家
园，这是对先辈们最好的告
慰。”他说。
（新华社南京7月22日电）

“首战必胜”代代相传
——重访韦岗战斗所在地

新华社记者 刘宇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