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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西安高新区：从“引进”到“引领”创新升级融入全球分工
文/新华社记者 刘书云 李 华

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
区之一，西安高新区自
1991年成立以来，凭借西
安科教资源优势，技术上
坚持自主创新，制度上打
通产学研壁垒，政策上支
撑孵化模式升级，探索出
内陆高新区实现跨越发展
的经验，成为我国改革开
放的西部样本。

三次创业：从“引进”

迈向“引领”

从最初的模仿引进，
到如今的创新引领，西安
高新区跨越27年，经历三
次 创 业 阶 段 。1991 年 到
2002年的第一次创业中，
西安高新区按照“引进大
项目、培育大产业”的思
路，引进富士通、霍尼韦尔
等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到
2002年底，区内超千万元
产值的企业200余家，基本
奠定了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光机电一体化三大支
柱产业的雏形。

如果说一次创业完成
了“立区”，从2003年到
2016年的二次创业，则实
现了“兴区”的目标。这期
间，西安高新区体制机制

全面升级，实施多元化招
商，调整产业布局，瞄准
具有高附加值、处于价值
链高端的产业环节，形成
了电子信息、先进制造、
生物医药、现代服务4大
主导创业。同时还引进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单笔
投资最大的外资项目———
三星高端存储芯片项目，
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

2018年上半年，高新
区正式启动了“三次创
业”的三年行动计划，力
争到2020年全面实现追赶
超越目标，建成世界一流
科技园区。“27年的巨变，
得益于高新区小政府大
社会、小机构大服务的创
新体制。从引进到引领，
西安高新区探索出一条
内陆高新区依托自主创
新 实 现 跨 越 发 展 的 模
式。”西安高新区管委会
副主任杨华说。

不沿边、不靠海 照样

实现大发展

相比沿海地带，在内
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存
在着地域和资源禀赋的差

异。高新区管理者提出“靠
不上老乡、靠不上老外、只
有靠人才”的思路，依靠西
安雄厚的科教资源，打通
科技成果转化壁垒，升级
双创孵化模式，使高新区
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区
的西部样本。

“知识分子创业是高
新区的一大亮点。”杨华
说，高新区大部分创业者
都来自当地高校和科研院
所，拆除高校院所“围墙”，
填平产学研间的隐形鸿
沟，让科技成果与市场接
轨，是内陆高新区实现跨
越发展的内生动力。

西安优艾智合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不到一
年，就研发出全球第一款
商用车辆巡检机器人，产
品初步实现小批量生产。
这个由西安交通大学博士
生张朝辉创办的企业，正
是依托西安交大的科研平
台，在西安交大一八九六
科技双创基地的支持下，
逐渐发展壮大。

为填平产学研间的隐
形鸿沟，2017年4月，西安
交大与其校友企业家共同
发起设立了市场化运营的
西安交大一八九六科技双

创基地。这个国内首家以
“母校＋校友”和“教授＋
企业家”为运营模式的双
创平台，打通了校园内的
技术资源和校园外交大校
友的企业资源，形成了物
理空间、创业服务、产业承
接、投融资等要素齐备的
开放生态。

双创孵化模式不断升
级，也是高新区蓬勃发展
的原因之一。从1993年起，
西安高新区探索对科技企
业的孵化培育。目前拥有
各类孵化器30家，累计孵
化企业超3000家。通过建
立“创业苗圃—孵化器—
加速器”的孵化链条，西安
高新区打造了以“创途在
XIAN”、中科创星为代表
的众创空间和新型孵化
器。

“从过去提供场所、对
接资源，到打造新型孵化
器，再到构建立体化的孵
化网络，形成良好的双创

生态，孵化模式的不断升
级，为城市注入了活力和
机会。”杨华说。

创建离岸创新中心

快速融入全球分工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
议的稳步推进，西安高新
区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和
创新链，在对外开放中寻
求新的发展机遇。

2015年，国务院正式
批复同意西安高新区建设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要
求努力打造“一带一路”创
新之都，把西安高新区建
成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
大众创新创业生态区、军
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对外
开放合作先行区。

日前，西安高新区北
美（硅谷）离岸创新中心在
美国硅谷正式揭牌。这一
中心将致力于搭建西安高
新区与硅谷之间的合作，

打造高科技项目的海外预
孵化和加速器基地，在技
术研发合作、资本服务对
接、国际市场拓展等多方
面与硅谷实现资源互通，
成为西安高新区探索国际
科技合作新模式的又一举
措。

“快速融入全球分工
中，打造‘一带一路’创新
之都，我们就要把触角伸
到国外，把孵化器建到国
外。在国外找项目，再嫁接
国内技术、市场。目前我们
在硅谷的10多个孵化器成
立离岸创新中心，未来还
将在法国、德国、瑞典、新
加坡、以色列等国家建立
离岸创新中心。”杨华说。

“走出去、引进来”。数
据显示，西安高新区面向
全球招大引强，目前已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高新
区创办外商投资企业1000
多家，其中世界500强及全
球跨国企业超过100家。

新华社济南7月17日电

（记者 萧海川 苏万明）

1931年4月5日清晨，济南
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一
阵密集的枪声响过，22名
中共党员倒在了血泊中。
其中就有年仅34岁的刘谦
初。

刘谦初，原名刘德元，
1897年出生于山东平度的
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为他
取了一个小名，叫作“光”，
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有一
番作为。刘谦初8岁开始，
先后在私塾和高等小学念
书。1913年春天，16岁的刘
谦初考入平度知务中学。
此时的中国，依然在寻找
民族自强道路上艰辛求
索。

1916年春，袁世凯复
辟帝制。刘谦初联合13名
同学投笔从戎，参加了中
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三支队
炮兵团。后因作战英勇，被
授予“山东三支队义勇奖
牌”。1918年，刘谦初又以

优异成绩考入齐鲁大学预
科。在大学里，刘谦初继续
保持昂扬的学习热情，对
所学功课无不细心研读，
他的作文时常成为范文被
当众朗读。五四运动爆发
后，济南多所学校的学生
联合组织游行示威，刘谦
初积极参与街头演讲、分
发传单。

1922年，刘谦初考入

北 京 燕 京 大
学。在这个新
文化、新思想
的高地，刘谦
初 收 获 了 新
友、新知。他发
起成立了《燕
大周刊》，组织
撰写《中国国
民性的观察》
《武力不能统
一 今 日 的 中
国》等一批脍
炙 人 口 的 文
章。颇具才华
的刘谦初在同

学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在北京求学期间，刘

谦初与李大钊领导的学
生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系，
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
领导。1925年五卅惨案发
生后，他首倡成立“燕大
沪案后援会”，被选为燕
大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
1926年，刘谦初再度投笔
从戎来到武汉参加北伐

军，在第十一军政治部宣
传科社会股任股长，并兼
任政治部理论刊物 《血
路》的副主编。

1927年1月，30岁的刘
谦初正式加入中国共产
党。也是在这一年，刘谦初
遇 到 了 自 己 的 革 命 伴
侣———时任中共京山县委
副书记、24岁的张文秋。两
人怀揣着共同的革命理
想，又被彼此人格魅力所
吸引。在武汉亲友的家中，
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
恐怖笼罩全国。刘谦初根
据党的指示，先到江苏省
委工作，后经上海去福建。
1928年9月，在福建省第一
次党代会上，他被选为中
共福建省委书记。1929年
初，党中央调他到山东工
作，以齐鲁大学助教身份
作掩护。

面对险恶环境，他把
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常常
冒着危险，来往于济南、青
岛等地，夜以继日地工作，
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宣传
鼓舞群众，揭露敌人罪行，
组织对敌斗争，很快恢复、
重建和发展了被破坏的党
组织，重新组成中共山东
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兼
宣传部长。1929年7月，他
按党中央的指示，和青岛
市委的同志一起，领导和
发动了持续40多天的青岛
大康、隆兴和富士等七大
纱厂的总同盟大罢工，给
反动当局和日本帝国主义
以沉重打击。

1929年8月6日，刘谦
初经青岛赴上海向党中央
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入
狱。在国民党济南警备司
令部监狱里，面对敌人的
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不

为所动，从未屈服。在生前
写给妻子张文秋的遗书
中，他说：“望你不要为我
悲伤，希你紧记住我的话，
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
好好爱护母亲！孝敬母亲！
听母亲的话！”

1931年4月5日，在刑
场上，刘谦初戴着沉重镣
铐，高唱《国际歌》，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
号，慨然就义。

位于平度田庄镇东刘
家庄的刘谦初故居，按照
原貌已进行了多次修葺，
现在是青岛市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山东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每年清明时
节，当地的中小学师生都
会来到这里，追思缅怀英
烈的光辉历程。今年1月
12日，故居还被确定为第
三批山东省党史教育基
地。

刘谦初：一颗红心忠勇为党

刘谦初（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