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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红艳）8
月 23日—24日，沿江和苏南地区
35℃返场，也是在这两天，今夏40
天超长三伏迎来尾声，8月 24日
正式出伏。后续还会有高温吗？
8月 22日，现代快报记者从江苏
省气象台了解到，江苏高温退场
时间表明确了，在目前的预报时
效里，8月 27日—31日全省都没
有高温天气。

8 月 22 日迎来“处暑”节气，
晴热高温天气“卷土重来”，全省
气温呈现“南高北低”，溧阳全省
最高，36.1℃。不过，这已经是“末
暑”，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
尾声。8月 24日正式出伏，漫长
的三伏天也要结束了。

不太应景的是，受副高影响，
今起三天全省多云天气为主，沿
江 苏 南 地 区 依 然 有 35℃ 的 高
温。“最近的高温，与盛夏高温有
着本质的区别，强度弱了，空气湿
度减小，闷热感也有所缓解。”江
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金晓霞表
示，25日沿江苏南部分站点仍然
可能 35℃，高温范围缩小；26 日
温度呈逐渐走低趋势，仅在苏南
地区和苏南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有
35℃，其他地区为30—34℃。“在
目前的预报时效里，27日之后到
月底，江苏都没有高温天气。需
要关注的是，25日后期到 26日，
受高空槽南下影响，全省自北向
南有一次降水过程。”

今起三天，副高继续增强，受
副高控制，南京维持晴热高温天
气，全市最高气温保持在 35℃到
36℃。南京市气象台也继续发布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3日到
25日，全市各区大部分街道（镇）
的日最高气温将升至 35℃以上，
请注意防范。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梦云）8
月 22日，江苏省消保委发布抵制

“特供酒”消费警示，呼吁广大消
费者坚决抵制“特供酒”，不追捧、
不购买、不饮用所谓“特供”“专
供”“内供”等假冒伪劣酒类商
品。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以“特供
酒”为噱头的酒类产品均系违法
产品。

根据既往案例，当前市场上含
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
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
品，往往出自小作坊，由低档白酒
灌装、勾兑生产和销售。不法分
子为了模拟知名品牌白酒的口味
和颜色，常大量使用禁止添加的
香精和色素勾兑酒液，并在脏乱
不堪的车间工厂里进行灌装，生
产出的商品质量堪忧。

江苏省消保委提醒广大消费
者购买酒水类商品时需理性，避
免购买含有“特供”“专供”“内供”
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同
时，消费者一定要从合法正规销
售渠道购买酒类商品，选择有合
法资质的白酒生产加工厂家、白
酒销售点购买；仔细查看产品名
称、生产日期、保质期、原料、生产
商等标签内容是否齐全。如果标
签内容不全或者模糊不清，请切
勿购买。

此外，消费者应索取票据，最
好在发票上记录所购酒类的批号
或编号，以便在出现问题时有据
可查。如发现存在经营者生产、
销售“特供酒”产品的情况，可通
过 12315 热线或者 12345 平台举
报。

明天出伏
高温退场时间表出炉

抵制“特供酒”
省消保委发布消费警示

作为科教资源大省，目前在
江苏的两院院士有116人，国家
级人才数量占全国10%以上。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取得一批重大成果

近年来，江苏持续打好关键
核心技术攻坚战，积极创新重大
科研任务组织方式，着力提高基
础研究组织化程度，集中优势力
量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
一批重大成果。

下一步，江苏将坚持“四个面
向”，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机遇，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省域实现机制，部署科技重大专
项。聚焦第三代半导体、6G 技
术、人工智能、战略新材料、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
源、氢能与储能等江苏省有基础
有条件的重点领域，综合运用

“揭榜挂帅”“赛马制”、定向委
托、创新联合体等组织方式遴选
攻关团队，实施一批科技重大攻
关项目，明确任务和时效，力争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形成标志性
战略产品。

顶尖人才“引进来”，
潜力人才“育起来”

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张桥介
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 65%
的两院院士、40%的国家级重大
人才工程专家在江苏创新创
业。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力度做
好科技人才工作，要把顶尖人才

“引进来”，潜力人才“育起来”，
各类人才“聚拢来”。

如何把顶尖人才“引进来”？
江苏将进一步优化人才计划体
系，支持高校院所和科技领军企
业加大力度吸引更多的顶尖人
才，通过完善支持服务体系，让
更多的顶尖人才来到江苏、爱上
江苏、留在江苏。

如 何 把 潜 力 人 才“ 育 起
来”？一方面，优化相关工作举
措，加大培养和支持力度，完善
青年科技人才梯次培养体系；另
一方面，通过与高校院所和科技
企业的紧密合作，为领军科技人
才赋能。

怎么把各类人才“聚拢来”？
江苏筹划建设科技人才库，为引

聚战略科学家、顶尖人才和创新
团队提供资源保障。

江苏拥有18家国家
高新区，数量全国第一

高新区如何高质量发展也是
公众关注的话题。现代快报记
者了解到，目前江苏共有18家国
家高新区，数量全国第一、率先
实现设区市全覆盖；全省高新区
以占全省6.5%的土地面积，创造
了超过三成的地区生产总值、1/
3的出口总额和1/2的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江苏将
把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重要
任务，以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和产业创新高地为目标定位。

下一步，江苏将把高新区打
造成重要创新策源地、高端产
业主承载地、科技体制改革先
行地。大力鼓励高新区的各类
创新主体积极承担国家和省重
大科研任务。积极承接国家自
创区新一轮改革创新政策试点
任务，促进高新区开辟发展新
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构建实验室矩阵，着
力打造重大科技创新平
台

近年来，江苏在重大科技创
新平台建设上取得一系列突破。

苏州实验室加快前沿布局和
体系建设，紫金山实验室纳入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建设首个
6G综合实验室，太湖实验室建设
全球首艘深远海绿色智能技术
试验船；钟山实验室、云龙湖实
验室稳健推进；中国科学院工业
人工智能研究院今年6月正式签
约落地江苏，成为中国科学院
2010 年以来在全国新建的第 3
个建制所。首创江苏省实验室
联盟、成员单位60家，成立高端
装备、通信领域联盟和种业创新
长三角实验室联盟。

下一步，江苏将构建实验室
矩阵，统筹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平
台优化布局，着力构建以国家和
省实验室为引领、全国重点实验
室为基干、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
重大科研设施等为支撑的重大
创新平台体系。

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江苏这样做

如何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徐光辉表示，主
要工作概括为“守正、创新、加强、
提升”。

“守正”，就是坚持党对科技工
作的全面领导，省委科技委员会正
式成立，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
志任“双主任”，召开第一次全体会
议，加强全省科技改革发展安全的
总体谋划、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
促落实，确保科技工作始终沿着习
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创新”，就是产业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开局起势，出台《行动方
案》，召开今年“新春第一会”再深
化再动员再落实。省政府与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签署新一轮合
作协议，新设立规模24.8亿元的基
础研究专项资金。2023年全省全
社会研发投入强度 3.2%以上、达
到创新型国家和地区中等水平，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
今年 1—7 月提高到 50.7%，两项
指标均提前两年完成省“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

“加强”，就是加强基础研究、
平台建设、技术攻关，实施“1820”
基础研究策源行动，创设省物理、
应用数学、合成生物三大基础科学
中心，实现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引力
子激发等重大原创突破；中国科学
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院签约落地，
累计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35家；
启动省科技重大专项和前沿技术
研发计划，上半年获批 9 个创新
药，数量居全国第一。

“提升”，就是实现区域创新、
企业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整
体效能新提升，科改三年攻坚行动
86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苏南自
创区去年GDP超2万亿元，深时数
字地球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式立项，
启动首批 10 家概念验证中心建
设，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累计转化技
术成果7000多项；全省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5.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9.4万家，均居全国前列。

努力建设高水平科技
强省，六个方面持续发力

下一步，江苏将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科技创新
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充分认识
科技创新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
支撑作用，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
强国的目标任务，以“十年磨一剑”
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抓改革谋
创新促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建设高水

平科技强省。具体来说，将在六个
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着力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省域实现机制。探索“揭榜挂帅”

“赛马制”等新机制，实施好9个专
项 40 个科技重大攻关项目和 80
个前沿技术研发项目，全链条推进
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加强战略科
技力量建设，全力服务好保障好苏
州实验室建设，推动紫金山实验室
产出更多原创成果；推进深时数字
地球国际大科学计划总部基地建
设，深度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二是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融合发展。出台推进高新
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措施，积
极承接国家自创区新一轮改革创
新政策试点任务，加强新领域新赛
道制度供给。深入实施未来产业
科技创新“5个100”行动，开展未
来产业科技园建设试点。加快建
设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
院，打造一流人工智能产业科技创
新高地。

三是着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协同推进全
国高校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
江苏高水平人才集聚平台建设，完
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
机制，坚持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
才松绑，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
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选聘1500名专家教授到企业兼任

“科技副总”，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
题、建设研发平台。

四是着力提升基础研究组织
化程度。深入实施“1820”基础研
究策源行动，高水平实体化建设省
三大基础科学中心，完善省实验
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创新
中心布局，牵头建设全国重点实验
室今年力争40家，加快省重点实
验室重组建设。

五是着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培育龙头型和高速成
长型科技领军企业，建立省科技领
军企业培育库，实施独角兽企业培
育行动。支持科技领军企业、“链
主”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等牵头建设
10家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产
业、金融融合发展，完善长期资本投
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
政策，到年底新增科技贷款2700亿
元。

六是着力深化科技成果转化
机制改革。举办2024江苏产学研
合作对接大会，推进科技成果资产
单列管理、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
费”等改革，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
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
权。推动出台省产研院发展促进
条例，推广“概念验证+拨投结合+
科创基金”前沿技术产业化模式。
加快建设江苏数字科技平台，构建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要素生态
体系。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江苏科技创新一路生花

全国约65%两院院士
在江苏创新创业

8月22日，江苏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定信心、鼓足干
劲、勇挑大梁——奋力书写‘走在前、做示范’新答卷”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

会上，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介绍，近年来，江苏勇
担国家科技创新格局“第一方阵”的光荣使命，以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为主抓手，以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双轮驱动”，奋力在科技自立自强上走在前，在科技创新
上取得新突破，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提供了有力的
科技支撑。

现代快报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江苏集中优势力量加
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如：全钙钛矿
叠层电池转化效率刷新世界纪录、全球首条8英寸硅基氮
化镓外延与器件量产、全球最大吨位悬臂式隧道掘进机
……此外，江苏目前有18家国家高新区，数量全国第一、率
先实现设区市全覆盖。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胡玉梅 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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