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讯（记者刘金）4月25日15时，中共

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邀请咸阳市委

书记夏晓中、咸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何小鹏、咸阳市发改委主任李俊英出席，

围绕“以开展‘三个年’活动为抓手、紧扣

高质量发展创新提升目标、加快建设现

代化‘西部名市丝路名都’”主题介绍有

关情况，并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夏晓中介绍，今年以来，咸阳市以开

展“三个年”活动为关键抓手，建立高质

量发展创新提升重点工作推进机制，定

期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调度、听取汇报等

方式研究推进重要事项，着力强化高质

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硬支撑、硬基础、

硬保障。

咸阳市以开展高质量项目推进年活

动为牵引，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理

念，不断充实储备库、扩大总盘子，形成

梯次推进的良性循环。该市今年安排总

投资3767.9亿元的省市重点项目507个，

较上年增加了74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

有106个，占比达21%；重大产业类和科创

类项目有251个，占比达49.5%。

夏晓中表示，咸阳市扭住高质量发展

首要任务，第一季度全市生产总值完成了

663.07亿元，增长了6.4%，规上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

增长了6%、10.5%、10.3%，实现了“开门红”。

今年，咸阳市把“西咸”一体化作为

高质量发展的总抓手总牵引，抓住用好

西安都市圈建设机遇，谋划实施“十大示

范性工程”，城市“四大门”片区改造提升

加快推进，西兴高速改扩建项目进展顺

利，地铁1号线三期预计9月底建成通车，

高新区跨渭河大桥6月底有望建成通车；

坚持以“小切口”惠及“大民生”，实现了西

安、咸阳两市公交卡同城化待遇，一批政

务服务事项“跨区通办”。

在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方面，咸阳市

将11个县市划为重点工业区、特色产业区、

生态功能区，逐县市明确经济总量进位、

主导产业培育等8项任务清单。“今年以来

发展预制菜加工企业42家，新增农民专业

合作社149家，第一季度全市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7.3%。”夏晓中说。

今年以来，咸阳市解决大气污染“老

大难”问题，紧盯“企煤车尘燃”实施企业搬

迁改造、臭氧差异化管控等15个专项行动；

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和非现场监

管执法，空气质量呈现稳步向好趋势。

此外，咸阳市持续拓宽重点群体稳

定就业渠道，组织开展“春风行动暨就业

援助月”专项服务活动，第一季度全市城

镇新增就业1.4万人；确定10类17项民生

实事，清单化推进解决教育、医疗、托幼、

住房、养老等问题；全面排查整治安全生

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深耕细作“党建

引领、法融网格、共治共享”基层社会治

理，民生保障和社会建设取得了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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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讯（实习记者史小莹）“两年来，以

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为主引擎，陕西

实现了创新资源聚集、创新功能集成、创新

主体融通。政策模式、研发模式、催化模式、

服务模式、人才模式、示范模式发生了深刻

升级变革，推动全省创新驱动由‘势’向‘能’

加快迈进。”4月24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省科技厅副厅长王军介

绍说。当天的新闻发布会邀请了省科技厅等

部门负责同志介绍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

设成效。记者从会上获悉，秦创原创新驱动

平台建设两年来，逐步由势转能，“一站式”

政策兑现惠及企业1600余家，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取得新突破，人才模式全面升级……

取得了阶段性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策模式全面升级，政策叠加效应

愈加凸显。两年来，陕西积极完善政策体

系，加强政策创新、政策集成和政策兑现，

政策红利加速释放落地。

研发模式全面升级，企业创新能力明

显增强。在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中，陕

西坚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布局产业链，从技术供给和需求牵引双

向发力，力促创新活动与产业发展紧密结

合，加速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着力提升企

业创新能力，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

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

催化模式全面升级，科技成果加快转

移转化。陕西大力推广科技成果转化“三项

改革”，着力解除束缚科研人员的“细绳子”，

让科技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迈向“大市场”。

人才模式全面升级，“第一资源”潜

能加速释放。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

启动以来，陕西坚持从“小切口”破题，一

手抓人才培养引进、一手抓机制创新，全

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服务模式全面升级，科创生态环境

更加优化。以秦创原创新促进中心、网络

平台、发展公司“一中心一平台一公司”为

骨干，陕西积极打造多层次全要素科创

服务系统，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

示范模式全面升级，秦创原的带动

力、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提升。陕西不断

放大总窗口集聚辐射带动效应，发挥秦

创原带动全省创新驱动发展的功能，强

化与省内外、国内外的对接合作，形成创

新驱动发展的良好态势。

“我们将结合落实‘三个年’活动部

署要求，发挥好秦创原在服务国家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好

秦创原在优化提升陕西科技创新生态中

的重要作用，发挥好秦创原在推动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好

秦创原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转型发展中

的重要作用，全力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原始创新策源地、产业创新应

用场、协同创新示范区、制度创新试验田，

力促科技型企业‘提质倍增’、创新矩阵

‘增效扩容’，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王军表示。

阳光讯（记者郭璟霖）4月25日10时，

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

布会，邀请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省知

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侯社教，省

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沙庆超，省检察院

副检察长丁鹏敏，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

政委黄军平出席，介绍2022年陕西省知

识产权保护状况。

据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侯社教介

绍，2022年10月，陕西省委、省政府印发的

《陕西省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纲要

（2021~2035年）》（以下简称《强省纲

要》），是我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指导

性文件。此外，省知识产权局出台了《陕

西省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工作指引》，

省国资委印发了《省属企业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办法（试

行）》，省检察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知识产权检察保护的实施意

见》，“陕西省知识产权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被列入省评比表彰保留目

录，工作格局明显优化。

会上，侯社教还介绍道，截至2022年

底，全省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8.2万件，同

比增长21.8%；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

为20.76件，同比增加3.717件；高价值发明

专利拥有量为30253件，每万人高价值发

明专利拥有量为7.653件，同比增长

17.0%；全省有效商标持有量突破71万件，

同比增长15.2%；全省有效地理标志商标

累计155件，其中2022年新增14件；林草植

物新品种累计获批45个，其中2022年新增

5个。在第二十三届中国专利奖评选中，

我省获金奖1项、银奖2项、优秀奖26项，数

量为我省历届最多。

2022年，全省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

数为968件（居全国第6位），同比增长
17.6%，专利质押贷款总金额为39.63亿

元，受惠企业达到756家，同比增长38.7%。

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版权局）推动“丝

路版权网”技术改进和效能升级，建成“西

部国家版权链”。省科技厅举办全省高校院

所“三项改革”项目集中路演活动26场，其

中32个项目已在秦创原总窗口注册公司、

落地转化，25个项目获得融资支持。

据了解，2023年，陕西省知识产权

局将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全面落实陕西“三

个年”活动要求，聚焦强化知识产权全

链条保护，努力开创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新局面，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全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一是扎

实推进《强国纲要》和《强省纲要》贯彻

实施；二是扎实做好《关于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的意见》《陕西省关于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的若干措施》的落实工作，持

续做好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检查考核和

全省督查工作，进一步压实知识产权

保护属地责任；三是高标准开展国家

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争取早日

通过国家验收并投入运营，健全全省

知识产权保护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四

是统筹推进国家和省级知识产权保护

示范区建设，优化创新环境，引导要素

集聚；五是不断优化全省知识产权保护

满意度调查和保护水平评估工作机制，

有效运用调查评估结果，为提升全省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水平提供决策依据。

陕西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20.76件
同比增长21.8%

秦创原建设两年来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站式”政策兑现惠及企业1600余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突破

咸阳市强化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硬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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