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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召开全区中小微企业发展座谈会

厚植“办大事”的沃土 培育南海的“六小龙”
杭州“六小龙”企业如Deep-

Seek的崛起，不仅在产业界掀起

了波澜，也为南海提出一个新课

题：如何在这片热土上培育出自

己的“六小龙”？

2月12日，南海区召开全区

中小微企业发展座谈会，汇聚了

全区创新型中小企业、人才团队、

商协会的代表以及政府部门代

表，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献计

献策，向外界释放出南海支持广

大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强烈信

号。

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座谈会，

区委书记顾耀辉、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陈浩斌、区政协主席刘光辉、

副区长劳剑锋等区领导悉数出

席，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韩峰主

持，体现了南海对中小微企业发

展的高度关注。

“中小微企业是‘人文引领、

科技驱动’战略的主角，要坚定

‘办大事’的信心和决心，体量小，

也要展现出‘大作为’；要练就‘办

大事’的真功夫，在创新创造、强

链补链、开放发展中大显身手；要

积极营造‘办大事’的良好环境，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安心、顺心、省

心的发展空间。”顾耀辉强调，区

委区政府将始终与大家站在一

起，携手“办大事、成大事”，共赴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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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中小微企业发展
南海有何深意？

南海为何如此重视中小微企

业的发展呢？2月11日，顾耀辉

便率队调研创新型中小微企业，

实地走访了广东华智芯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广东西敦千江粉漆科

学研究有限公司、佛山市博顿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超滑科技（佛

山）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德玛士智

能装备有限公司5家企业，倾听

企业诉求，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紧接着，召开全区中小微企业发

展座谈会。

座谈会的背景是，近期，省、

市、区相继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

其中省委连续两年点题产业科技

互促双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

体量虽小，但能力不凡。南

海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已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

创新先锋和韧性支撑。数据显

示，南海98%的规上工业企业、

98.95%的高新技术企业均为

民营及中小企业，超六成的有

效发明专利出自中小企业之

手。

“我们将重点放在中小微企

业，并不代表我们不重视大企业

的发展，而是要在服务好大企业、

支持大企业发展的同时，把更多

的注意力放在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上，建立更加良性的产业发展生

态。”在顾耀辉看来，只要把中小

企业的生态构建起来了，大企业

就会纷沓而至。

南企中科安齿、希荻微、欧谱

曼迪、原点智能等企业便是从人

才团队引进起步，逐步成长为行

业佼佼者。此次参与调研和座谈

的企业，多为人才团队，它们虽然

规模不大，但科技含量高，展现了

“小而不凡、能干大事”的风采，是

南海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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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五代”产业园
破解中小企业落地问题

三个多小时的座谈会上，来

自广东吉康环境系统科技有限公

司、大捷智能科技（广东）有限公

司等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敞开

心扉，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贡献真

知灼见。

广东吉康环境系统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黄冠英在会上道出了

中小企业共同的心声：“我们很想

拥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当时找厂

房找了2年，花了200多万元，资

金的支持和园区的落地，对中小

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针对中小企业项目落地难的

问题，南海正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只要是优秀的项目，肯定是有地

可落的。”南海区经促局局长梁耀

智表示，今年南海创新推出提供代

规划、代办理、代建设、代管理、代

试验等“五代”服务的产业园区开

发模式，致力实现中小微企业“拎

包入驻”，项目落地“零等待”。

顾耀辉进一步强调：“只要你

符合产业发展的规划，都可以进

园区落地。我们考虑由国资介

入，并非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更好

地帮助企业加快建设，要推动‘五

代’模式尽快落地，建设小微科创

企业园，为更多具有创新性和成

长性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广阔的发

展空间。”

目前，南海已首批推出两个地

块用于打造“五代”园区。其中，西

樵镇中兴新城地块位于樵山智能

装备产业基地内，总规划面积约

2000亩；九江镇临港国际产业社

区地块，致力打造高水平农业、新

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绿色时尚家

具等高端产业集群。

南海正以实际行动，解决中

小企业落地难的问题，为孵化更

多具有潜力和竞争力的“六小龙”

企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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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最大的支持
是应用场景”

在南海这片科技创新的热土

上，可素优品（佛山）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凭借便携式脑电采集系

统、脑电数据精神评估系统等前

沿产品，已在大健康消费医疗领

域崭露头角。公司总经理张宏钊

信心满满地表示，未来公司将继

续把70%的营收投入到基于人工

智能的消费医疗产品前沿研发

中，希望南海加强AI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产业链本地化协同，以优

化企业采购成本。

同样，中科伊和智能医疗科

技（佛山）有限公司在医疗人工智

能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与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院士团队等联合

研发出“人工智能染色体核型分

析系统”等多项创新产品。公司

董事长妥福军希望进一步完善药

械审批服务机制，为创新产品的

快速上市铺平道路。

南海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努力

远不止于此。一年多来，南海致力

于形成多层次、市场化、体系化的概

念验证和中试服务网络。目前，全

区共有中试平台36家、概念验证

中心7家，仪器原值超17.4亿元。

“南海区概念验证和中试平

台市场化开放共享机制，已入围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试点。”

南海区科技局局长薛佩华介绍，

在科创投资方面，目前南海已成

立天使基金、产业发展基金、鲲鹏

人才基金、南芯一期等科创基

金，为科技成果转化“修渠引

水”，接下来还将着力发动传统

制造业溢出的民间资本，组建多

元资本结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

硬科技的“基金矩阵”。此外，南

海将推动建设一批智能制造、节

能减碳等应用场景，也将结合新

兴产业，尤其是人才团队和企业

需求，在机器人、人工智能、低空

经济、医疗健康等领域搭建更多

应用场景。

“科技创新最大的支持是应

用场景！南海有这么多的平台、

这么多的团队，要更好地整合起

来，不能墙内开花墙外香。”顾耀

辉表示，希望广大中小微企业与

科创平台进行精准对接，开展技

术突破、成果转化、场景应用、产

业治理等创新实践；善于整合资

源，利用好公共平台，通过科技创

新，降低企业成本的同时提升企

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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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资源，科技为翼
实现降本增效

在南海这片热土上，中小企

业正积极探索降本增效的新路

径。

南海区印刷包装业协会会长

罗松波分享了该协会通过整合资

源实现“自我造血”的成功实践。

他建议，鉴于南海拥有超千家印

刷企业，建议每个镇街投资1到2
个集聚园区，每个园区容纳30到
50家企业，以更好地服务周边配

套产业。

南海区纺织行业协会会长黄

杰文则建议，通过集中采购推动

更多纺织企业采用数字化系统，

以解决纺织工人老龄化问题；建

设海外仓，使企业能够及时响应

海外销售订单，提升国际竞争力；

紧盯纺织产业上下游企业，开展

精准对接和招商活动，形成完善

的产业生态。

南海区总商会会长张伟明表

示，区总商会将搭建六大综合服

务平台，包括供需对接、经贸交

流、融资服务、政企沟通、南商企

业赋能和南商出海综合服务等，

以全方位服务中小微企业，助力

其降本增效。

降本增效是中小企业的核心

诉求，而科技创新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重要手段。例如，氨氢零碳

燃烧技术可降低企业碳税，超滑

技术在金属加工领域的应用可使

工具寿命提高，铝型材轻量化技

术不仅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生产成本，还能显著提升材料

性能和结构强度。

顾耀辉表示，要积极推动这

些平台技术的开放和整合，通过

技术资源和平台资源的整合优

化，进一步拓展降本增效空间，为

中小企业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

路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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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支持中小微企业
创新发展的“最强音”

“南海既需要顶天立地的大

企业，更需要开天辟地的创新型

企业和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韩

峰表示，今年将继续加大人才团

队的引入力度，为区域发展注入

新鲜血液。同时，开展创熟服务，

成立服务专班，推动团队企业做

大做强。此外，建立独角兽、IPO
辅导后备库，选取优秀科技领军

企业进行一对一精准施策，提供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支持。

陈浩斌表示，要强链补链，不

断壮大产业链条，提升区域产业

竞争力。同时，积极推动科技成

果转化，链接高校及港澳研究机

构资源，将专利转化为生产力，与

大学机构深度对接，实现产学研

深度融合。

“区委提出发展人文经济，不

是就人文论人文，而是希望通过

人文引领，改变经济发展及社会

治理方式，回归‘以人为本’的发

展理念，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顾耀辉表示，人文经济，既是为南

海做业态，更是为南海做生态。

顾耀辉表示，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牢固树

立“中小企业能办大事”的理念，发

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最

强音”，推动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

小微企业开疆拓土，营造大中小微

企业融通发展的良性生态。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李年智李春妹通讯员马霭琳

珠江时报讯 通讯员南宣报

道 2月12日，南海区委书记顾耀

辉率队到九江镇调研，实地了解

热敏炙医院、儒林实验学校等重

点民生项目建设进展。

作为南海首家以热敏灸技术

为特色的中医专科医院，九江镇

热敏炙医院正演绎着传统医学的

现代转型。调研现场，顾耀辉详

细了解了医院“未病先防、既病防

变”的中医理念实践情况。

在中医体质辨识舱前，红外

感应设备精准捕捉人体生物信

息，智能艾灸机器人根据个性化

方案实施温控施灸。“我们日均接

待慢性病患者超200人次，亚健

康状态调理效率非常高。”医院负

责人展示的诊疗数据，印证着“科

技+中医”的创新成效。

中医文化从博物馆走进生活

场景，传统医学智慧转化为现代

健康方案。这座建筑面积2.8万
平方米的医疗综合体，不仅设有

九江首个中医药沉浸式体验馆，

更与广州中医药大学共建热敏灸

研究院。透过落地玻璃，可见研

发人员正在调试第三代智能艾灸

仪，该设备即将实现灸感定量化

测评。

教育是民生之基，亦是文化

传承之钥。在总投资 3.588亿

元的儒林实验学校建设现场，顾

耀辉与校方负责人深入交流。

这所学校的诞生，正是九江镇

“儒林文化”助力教育发展的生

动注脚——40 余位本土企业

家、海外侨胞累计捐资超1.5亿

元，并成立教育基金会持续支持

师资建设。

“乡情是纽带，更是责任。”有

参与捐建的乡亲坦言。这所学校

依托九江深厚的“儒林文化”底

蕴，2024年小学部已经顺利开

学，目前正加紧中学部建设。

如何持续激活九江慈善文化

的“反哺效应”，让教育成为凝聚

人文精神、推动城乡融合的支

点？“乡亲捐资不仅缓解财政压

力，更带来先进教育理念。”学校

负责人介绍，学校将设立“导师

制”，邀请杰出乡亲、校友担任职

业规划导师，同时丰富善美教育

理念，开设龙舟、醒狮等本土非遗

课程，构建“家-校-乡”协同育人

新模式。

教育和医疗板块只是人文经

济赋能民生发展的一个缩影。事

实上，九江镇在过去一年锚定“水

上南海”示范镇目标，依托河网密

布的水乡生态，策划大地艺术节、

夕阳音乐会、龙舟嘉年华等文旅

品牌项目，构建“水生态+水文化+
水经济”融合发展体系。

“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最终

要落脚于民生福祉。”顾耀辉在调

研总结时指出，九江的实践印证

了人文资源的转化潜力——中医

文化提升医疗品质，乡亲文化破

解教育瓶颈，水文化激活产业动

能，三者共同构建起“文化-产业-
民生”的良性循环。

“大地艺术节带动村居客源

明显增加，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回

来创业，不少村民的收入也随之

增长。夕阳音乐会品牌已吸引了

集装箱集市的持续火热。”九江文

旅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将

生态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再兑

现为经济价值的实践，正形成可

复制的“九江模式”。

南海区领导率队到九江镇调研

以人文之“脉”滋养民生之“本”

当中医智慧遇上现代医疗，

当桑梓情怀注入教育事业，当水

乡底蕴碰撞文旅创意，九江镇的

人文经济图景愈发清晰。在这

里，文化不仅是历史的沉淀，更

是发展的引擎；民生不仅是需求

的清单，更是幸福的刻度。以人

文之“脉”滋养民生之“本”，九江

正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城乡融

合发展之路。

九江实践证明，当文化DNA

深度植入城乡发展肌理，民生工程

就能升维为民心经济。未来，九江

将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场景

创新，进一步打通文化赋能、经济

增效、民生改善的循环链路。在这

个岭南水乡，人文经济学将写上更

加鲜活的时代注脚。

【记者观察】

走出独具特色的城乡融合之路

■南海区中小微企业发展座谈会现场。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黄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