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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晓 记者 朱
梦琪） 积极响应国家和地方
政府关于特殊工艺半导体产
业发展的战略需求，昨天，
武进国家高新区—常州大学
化合物半导体创新联合体
（以下简称“化合物半导体创
新联合体”） 正式签约揭牌。
一期投入资金 1000万元，将
围绕化合物半导体产业发展、
技术创新、人才支撑、生态
建设、金融赋能等方面开展
深度合作，突出高校为行业
发展服务、行业为高校发展
提供实训基地和实践平台的
功能，全面推进双方事业共
同发展。
现场，副市长潘冬铃、

常州大学党委书记徐守坤为
“化合物半导体创新联合体”
揭牌。区领导恽淇丞、李皓、
王斐参加活动。

作为国家级高新区，武
高新近年来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加快推进苏南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形成
了以高端装备、电子信息、
绿色能源和新型交通为主导，
以智电汽车、机器人和集成
电路为名片的现代产业体系。
尤其是聚焦化合物半导体，
以化合物半导体制造、特色
集成电路设计、半导体核心
材料与设备为产业发展重点
方向。目前累计引进落户了
承芯半导体、纵慧芯光、臻
晶半导体、圣创半导体、毫
厘智能等近 50 个产业链项
目，2023 年实现规上工业产
值 47亿元。
常州大学作为江苏高水

平大学建设高峰计划建设高
校，具备完整学士—硕士—
博士人才培养体系以及多层

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体系，
尤其是围绕常州市集成电路
产业链的布局规划，目前形成
了以化合物半导体新材料、新
器件和新电路为特色的学科
专业链。学校以王诤微电子学
院（集成电路产业学院）为基
础，坚持产教融合，与地方政
府、企业紧密合作，面向区域
经济新能源、智能装备等产业
应用需求，攻坚特色化合物半
导体领域内的关键科学问题。

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务求实效、合作共赢”的
原则，双方将定期围绕政策、
人才、技术等开展交流，特别
是针对区内企业需求、市场信
息、国内外研究动态和科技成
果信息进行交流与反馈，确保
技术升级和市场拓展的有效
性，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
用。

一期投入资金1000万元

武进国家高新区—常州大学
化合物半导体创新联合体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吴梦婷）昨
天上午，区政协召开 2024年度
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区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吴震宇领办
区政协 210 号提案 《关于规范
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市场行为的
建议》，区政协副主席朱红兴领
办 143 号提案 《关于完善城市
垃圾分类盲点 助推武进低碳环
保城市建设的建议》。

会上，区委政法委汇报了
《关于规范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市
场行为的建议》 重点提案办理
情况，提案人发表了意见建议。

吴震宇指出，规范法律咨
询服务公司市场行为，关乎行业
健康发展，关乎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区委政法委要发挥牵头抓总
作用，统筹做好司法行政、市场
监管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间的信
息共享和工作联动，切实保障法
律服务人员执业的权利，不断提
高执法监管效率，努力营造公平
竞争的法治化市场环境；要着力
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深入实

施“法援惠民生”“优质公共法律
进基层”等活动，不断完善法律
援助服务体系；要充分依托区法
律服务产业园建设，加快规范法
律咨询服务机构制度体系建设，
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综
合执法改革，推动法律咨询服
务市场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
建设，为武进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治
保障。

区城管局汇报了《关于完善
城市垃圾分类盲点 助推武进低
碳环保城市建设的建议》提案办
理情况。会议要求，要精心选择
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政协所能
的课题，深入调研、持续建言，继
续抓好选题策划、提案办理、转
化运用等工作；各主办、会办单
位要加强联系与协作，主动邀请
提案人参与办理工作，形成良好
互动关系；要积极推动委员合理
化建议转化为当前社会期盼、百
姓所需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放
大办理实效。

区领导领办区政协2024年度重点提案

位于武进绿建区的区重点项目———贝赛尔科技（常州）有
限公司产业基地，目前二期生产车间已竣工。该项目全部达产
后，每年可增产 10套加气混凝土生产线设备和地下综合管廊
生产线设备，将为周边环保产业添砖加瓦。 徐晶玮 摄

本报讯（记者 史莲寅） 区
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提出“在‘万亿
之城再出发’中提升贡献度、在
‘新能源之都’建设中扩大首位
度、在‘两湖’创新区发展中干出
显示度三大任务”。昨天下午，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石伟东率队开展
在“两湖”创新区发展中干出显示
度工作情况调研，以人大制度优
势为我区全面深化改革凝心聚
力、保驾护航。区领导徐俊、戴志
华参加活动。

调研组了解了华东师范大学
附属常州西太湖学校、腾龙路一
期、蓝湾人才公寓等重点项目建设
情况，并听取了常州西太湖科技产
业园、区发改局、教育局、交通运输
局等部门板块关于“两湖”创新区
建设的情况汇报。两年多来，我区
锚定“五年成势、十年成形、十五年
成城”目标，高效统筹新城市建设、
新产业培育、新人才发展，“两湖”
创新区建设新城起势，“两湖”愿景

正逐渐化为现实图景。
就做好下阶段工作，石伟东

指出，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在
明确目标中扛起首位担当，以高
标准高要求建设“新城市”，以高
平台高质量打造“新产业”，以高
力度高服务汇聚“新人才”，让“黄
金湖区”产出“黄金价值”；要乘势
而上、攻坚克难，在勇挑重担中开
拓更大格局；要扛起政治责任，注
重统筹协调，强化有序推进，坚持
人民至上，细化发展愿景，以更大
格局、更高站位、更强合力推动核
心区建设再上新台阶。

本月，区人大常委会组建了3
个调研组，聚焦“三大任务”分别
开展推进贡献度、首位度、显示度
工作情况专项调研。实地调研结
束后还将召开专题询问会，以支
持式监督、问题式监督、推动式监
督，确保人大作出的决定“决而有
行、行必有果”，助力区委提出的
“三大任务”高质量完成。

区人大常委会调研在“两湖”创新区发展中
干出显示度工作推进情况

本报讯（韩晖 记者 张可馨）
8 月 13 日至 15 日，2024 海峡
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常州举
办。大赛颁奖仪式于 15 日举
行。国台办副主任潘贤掌出席并
讲话，副省长方伟，中国科学院
院士、南京大学教授祝世宁，省
台办主任练月琴等参加活动。市
长盛蕾致辞。市领导杨芬和市政
府秘书长周承涛，区领导徐俊、
朱岩参加活动。
潘贤掌指出，海峡两岸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创办以来，众多两
岸青年朋友因赛结缘、以赛会

友，让许多奇思妙想变为现实、
许多创新成果落地生根，展现了
两岸青年携手打拼、共同成长的
青春力量。希望更多台湾青年关
注江苏、关注常州，选好平台、
用好政策，在大陆安心发展、舒
心生活，在实现人生理想、追求
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为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力量。

盛蕾表示，近年来，常州深
入实施龙城英才计划、青春留常
计划，丰富青年友好政策，搭建
青春建功平台，打响全国青年创

新创业最向往城市品牌，每年引
进各类人才超 10万人，常州人
才吸引力指数列全国第 22 位，
95后人才吸引力列第 21位。海
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既是创
新创业的比赛，更是深化合作、
厚植友谊的盛会。真诚欢迎更多
台湾青年来到常州、了解常州，
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青
春之力，担当两岸交流合作的新
桥梁，成为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
新纽带。

本届大赛以“创响新时代，共
享新机遇”为主题，共吸引 201个

台湾项目报名，192 个项目从预
赛晋级，涵盖智能制造、数字经
济、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学、
文创服务等多个领域。参赛选手
平均年龄 35岁，核心团队博士
40人，专利总数 99个。经过激烈
角逐，麸质过敏干预整体解决方
案等 5个项目获一等奖，PSFM
物理源性医用无血清干细胞强化
培养套组等 10个项目获二等奖，
康心智宁神经调控康复设备一体
化等 25个项目获三等奖。

现场，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
园管委会与 12个优质项目集中

签约。为推动优质项目落地并实
现产业化发展，我市将为符合条
件的项目提供创业综合资助、创
业场所限期免租、人才公寓优惠
补贴等一系列配套支持。

自 2021年以来，我市已连
续四年举办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提供
更多机遇、创造更大空间、搭建
圆梦舞台。赛事于 2023年升格
为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前三届活动累计吸引两岸 256
个项目参赛，88 个项目落户大
陆各地，其中落户常州 35个。

12个优质项目签约西太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