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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溢

近日，在第21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
来之际，省知识产权局、省财政厅联合印发
了《关于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三年行动方
案（2021-2023年）的通知》，启动实施专利
转化专项计划三年行动方案。为了解行动
方案出台的背景、意义，行动方案的主要目
标、内容、推进措施以及亮点，记者采访了省
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

专利供需不对称呼唤畅通转化渠道
根据《2019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数据显

示，我国国内有效专利实施率为55.4%。3月
19日，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关
于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 助力中小企业创
新发展的通知》。为贯彻落实《通知》有关要
求，省知识产权局、省财政厅联合启动实施专
利转化专项计划三年行动方案，旨在进一步
深化我省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畅通
技术要素流转渠道，提升高校院所等创新主
体知识产权转化率和实施效益，助力中小企
业创新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据介绍，在专利技术供给侧，仍有大量专
利价值亟待释放。数据显示，高校院所的有
效专利实施率明显低于企业，分别为13.8%
和38.0%。在专利技术需求侧，中小企业获取
渠道相对匮乏。目前多数中小企业缺乏快捷
高效寻求专利以及与专利权人、发明团队对接
的渠道，导致信息严重不对称。现有的专利信
息获取渠道、专利技术供需对接服务暂时无法
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

当前，我省正全面融入新发展格局，技
术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专利作为技术的主
要载体，畅通技术要素流转渠道，提高专利
资源配置效率，对于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具
有重要意义。

17项举措促进专利资源高效配置
据介绍，行动方案包括总体要求、工作

目标、工作内容及推进措施、工作要求四方
面内容，共涉及四方面主要任务，17项具体
措施。

工作内容及推进措施方面，行动方案提
出：一是拓宽专利技术供给渠道。加强高校
院所知识产权运营机构建设，促进知识产权

市场化运营。二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大力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支持企业
吸纳高校院所专利技术，开展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入园惠企”行动。三是推进专利技术
供需对接。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和推广，探索建设专利技术中试熟化服务
平台，借助展会寻求专利技术双向对接。四
是完善配套政策和服务措施。加强知识产
权运用促进政策联动，推动建立完善和使用
知识产权风险补偿机制。

工作要求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强化组
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工作保障，加
大转化支持力度，切实降低中小企业获取专
利技术的实际成本，形成促进专利技术转移
转化的长效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坚持专利
转化实施目标及结果导向，加强全过程预算
绩效管理，切实提高各类项目实施质量。强
化总结推广，加强专利实施数据统计和发
布，宣传典型经验、典型模式、典型单位，营造
转化运用氛围。

建立交易市场让专利对接常态化
省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

方案的亮点是，对《通知》要求地方开展的
三方面、7项工作内容全部进行了细化和
具体化，同时又体现了我省知识产权工作
特点，其中有4点较为突出。

一是加强涉农专利技术转移转化。支
持省农科院联合国内外知名涉农高校、院
所、农业领域龙头企业成立农业知识产权
转化联盟，推动涉农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二是大力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建
立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库，支持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转化高校院所高价值发明专
利，力争到2025年培育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超过1000家。

三是搭建专利技术中试熟化服务平
台。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知识产权服务机
构联合建设具有专利技术评价、中试熟化
功能的公共服务平台，降低专利转化的技
术风险，提高专利技术向产品转化成功
率。

四是建立专利技术交易市场。发挥黑
龙江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运营）平台作
用，常态化举办线上线下专利转化对接活
动，促进专利转化交易。

省知识产权局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

畅通专利转化渠道 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生命的存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人活着，
感受着喜怒哀乐；另一种是告别了这个世界，但
在更多人的尊敬中活着。”4月 15日，在哈尔滨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我省39岁的女子小丽
（化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肝脏、肾脏、
角膜等器官的捐献。器官获取手术开始前，手
术室内所有医护人员面色凝重，深情地一鞠
躬。手术室外，小丽的父母早已泣不成声。

“上一次见到姑娘还是过年的时候，4月 6
日上午，我接到电话，说孩子出了意外，正在哈
医大一院抢救。”小丽的父亲回忆，当时听到消
息他头脑一片空白，赶紧从老家建三江往哈尔
滨赶。签署病危通知书的那一刻，他心如刀绞，
泪如雨下。虽然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多日，小丽
最终还是被宣告脑死亡。

小丽的意外离去，让深爱她的父母深受打
击，然而悲痛之余，曾经身为医务工作者的两位
老人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捐献女儿的器
官！“我的女儿美丽善良，没想到这么好的孩子
就这样走了。人死不能复生，把她有用的器官
捐献出去，去救更多的人，让女儿的生命以另一
种形式延续。我们相信，善良的女儿一定会同
意我们的这个决定。”“孩子，一路走好，感谢你
来过这个世界！”

“小丽捐献的肾脏、肝脏以及眼角膜，可以
挽救3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让2名眼疾患者
重见光明，她也是我省第 102例器官捐献者。”
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协调员朱英
说，器官捐献可让器官衰竭的病人重获新生，续
写生命的篇章，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捐献器官救更多的人，
相信女儿会同意这个决定”

本报25日讯（记者霍营）4月 25日
是“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今年的宣传
主题是“接种疫苗，防控疾病，守卫健康，
守护一生”。25日，省卫健委、省疾控中
心、哈尔滨市卫健委、哈尔滨市疾控中心
联合在防洪纪念塔广场开展宣传活动及
线上直播活动。

记者从宣传活动上了解到，我省自
1982年全面实施免疫规划，通过预防接
种这一重要手段，先后实现了以省、县、乡
为单位，儿童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百
白破疫苗和麻疹疫苗免疫接种率达到
85%目标。脊髓灰质炎无发病率；白喉自
1998年以来无病例报告；新生儿破伤风
自2011年以来无病例报告；乙脑自2003
年以来无本省报告病例；麻疹、流脑、百日

咳等发病率也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目前我省为适龄儿童提供的免疫规

划疫苗共有 11种，预防 12种传染病，包
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灭活疫苗、脊
灰减毒活疫苗、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
麻腮风疫苗、乙脑减毒活疫苗、A群流脑
多糖疫苗、A+C群流脑多糖疫苗和甲肝
减毒活疫苗。我省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的接种率均达95%以上。

另外，结合目前国内外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我省正在快速有序地开展18岁
以上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本着

“应接尽接、应早尽早”的原则，鼓励群众
正确认识、踊跃接种，提高公众对预防接
种的认识和理解，加强科普知识传播，提
高公众对预防接种的信心。

我省开展全国儿童
预防接种日宣传活动

□文/本报记者 霍营
摄/徐旭 本报记者 霍营

39岁女子突遭意外，父母忍痛捐献器
官，挽救3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2名捐献
者捐献眼角膜，大爱之举令 4名角膜疾病患
者重获光明……

都说生命的消逝是一种结束，但有些人
却用另一种方式让生命延续。一个个平凡
之人，以不平凡之举，在龙江大地上奏响了
一曲曲感动人心的生命赞歌。连日来，记者
走近器官捐献者家属、受捐者以及器官捐献
协调员，听他们讲述器官捐献背后的故事。

几天前，哈医大一院眼科医院手术室异常忙碌，因为在这一
天，要连续开展4台角膜移植手术。我省2名爱心人士捐献出的4
枚宝贵的眼角膜，令 4名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角膜疾病患者重见
光明。

55岁的江华（化名）来自绥棱县，去年6月，做饭时的一次油溅
伤，让她的世界陷入了混沌。“看不清东西，那种焦虑无助的心情
无法用语言形容。”在省眼库登记4个月后，4月16日，江华终于接
到盼望已久的电话，“有合适的角膜供体，可以来做手术了！”放下
电话，江华双手合十，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这4个月时间简直比
4年还要漫长，以后我会带着捐献者的这份爱好好生活。”

没有任何预兆，5年前，32岁的李军（化名）突然左眼看不清
了，在医院被诊断为圆锥角膜。去年 12月，李军又遭遇了眼角膜
破裂，想重获光明只有角膜移植一条路。也是那一天，手术前的
李军激动地说：“以前没有意识到健康的珍贵，直到自己得了病才
真的有感触，感谢为我捐献角膜的爱心人士，我另一只眼睛是好
的，将来，我也愿意捐献眼角膜，把爱心传递下去。”

家住哈尔滨市道里区的王桂华（化名），今年 69岁，从小得了
角膜白斑，这些年来她眼中的世界都是灰暗的，走路只能靠摸，曾
经不小心把腿摔骨折了。谈起过往心酸的经历，王桂华不住地掉
眼泪。“早些年总觉得角膜移植离自己很遥远，捐献者那么少，啥
时候能排到我？”幸运的是，2017年她成功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
左眼视力得到恢复。这一次，她再次得到爱心人士的馈赠！“世界
明亮了，心也跟着敞亮了，我会永远铭记捐献者的这份爱心，用他
们的眼睛好好看世界。”

据哈医大一院眼科医院院长、省眼库主任张弘介绍，省眼库
于 1999年成立，前 5年库存一直为零，直到 2004年闫阿红捐献眼
角膜才实现了零的突破。在闫阿红精神的感召下，捐献眼角膜的
人越来越多。截至目前，我省已经有3万余名角膜捐献志愿者，有
600余人已实现捐献，为1300余人带去光明。

“虽然目前眼角膜捐献呈逐年递增的形势，但我省每年有大
约 5万人因各种角膜疾病需要角膜移植，并且这样的患者正在以
每年5000人左右的速度递增，角膜捐献的数量还远远不足。”张弘
说，过去一枚眼角膜只能移植给一名患者，如今随着医学技术的
进步，通过成分角膜移植，一枚眼角膜最多可以为3名眼疾患者送
去光明。“我们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角膜捐献的队伍中来，
将爱与光明传递下去。”

“带着角膜捐献者的爱，好好看世界”

2015年 1月 2日，我省实现首例器官捐献，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我省遗体捐献登记人数2505人，实现遗体捐献505人；眼角
膜捐献登记人数2321人，实现眼角膜捐献626人；截至今年4月20
日，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 53488人，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102
例……

来自省红十字会的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包含感动与
泪水的故事，也承载所有为我省器官捐献事业奔走的人的付出和
努力。

据了解，我国每年约有150万名患者需要器官移植，其中30万
人急需移植，可实施的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余例，远远不能满足
临床治疗的需要，更多的患者在焦急和苦苦的等待中离开了这个
世界。对于器官捐献，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伟大的善举，然而
真要面对自己亲人即将捐献器官的时刻，往往难以承受。作为我
省61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中的一员，6年来，哈医大一院器官捐献办
公室的王凤华和同事们几乎走遍了省内各市县医院的重症病房，
跟不同的患者家属打交道。在她看来，器官捐献工作最重要的就
是倾听和沟通，虽然常常会遭遇失败，但是每谈成功一个，就意味
着又有一个生命、一个家庭有了希望和光亮。

相关专家表示，我国器官捐献起步晚，管理体系、制度体系尚
不完善。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关乎人的生命，涉及法律、政策、医学
伦理、心理等诸多方面，也涉及许多有关部门，相比无偿献血、造
血干细胞捐献，是一项更为困难的工作。器官捐献事业除了要加
大宣传力度，促使市民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外，还需要社会各界的
协调配合，以及相关制度和配套措施的完善。

完善器官捐献体系需破除观念障碍

医护人员向器官捐献者鞠躬默哀。

角膜移植手术前检查。

角膜移植手术中。

行动方案 项具体目标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全省中小微企业接受相关主体转让、许可、作价

入股的专利数量年均增幅20%以上，专利技术合同成
交金额年均增幅20%以上；

全省高校院所专利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的专利
数量年均增幅15%以上，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年均
增幅15%以上；

政策惠及的省内中小企业数量1000家以上，企业
营业收入增长15%以上、就业人数增长10%以上;

政策惠及的省内中小企业专利产品备案率达到
100%；

全省专利质押登记担保金额及专利质押项目数
年均增幅50%以上。

本报讯（记者桑蕾）2021年第一季
度，省农业投资集团抢抓市场机遇，聚焦
深化改革和招商合作，创新体制机制和
管理方式，实现营业收入26.2亿元，利润
总额 4614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222%，
133%。这是农投集团继 2020年营收突
破百亿之后创造的又一佳绩。

年初以来，农投集团积极加入全省
招商工作专班，谋划的 4个项目纳入全
省农业和农产品加工项目招商手册。
一方面主动对接市县，共谋发展。年初
以来，农投集团先后与牡丹江市、绥化
市、七台河市、鹤岗市、黑河市、哈经开
区等 21个市县区及 20余个地方企业对
接；在农业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招商
合作项目、农业生产托管、高标准农田
建设、盐碱地治理和对俄远东合作开发
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另一方面，由集
团领导分三批带队赴北京、上海、天津、
广东、四川、浙江、安徽等地招商。与中
石化和中石油达成合作，利用石化易捷

便利店和昆仑好客自身营销渠道，加大
“金谷农场”产品推广和销售力度；与大
北农集团、敦和资产、永安国富、南华期
货建立项目资源共享机制和联络员机
制，互通互联优质项目信息，借助发达
地区企业投资实力、运作思维、专业能
力对具有投资价值的项目通过招商引
资、领投或跟投的方式，实现“投得稳”

“投得准”，以高质量招商引资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

同时，加强科企合作，与省农科院及
各分所建立“科企联合体”，重点在种子
育繁推广方面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开
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主动融入新
发展格局，稳定粮食供应链，与中粮、鸿
展等企业开展粮食贸易97.8万吨。签订
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 20万亩。龙科
种业线上线下销售种子 3.55万吨，化肥
3.85万吨。农业大数据平台在备春耕期
间发放贷款 230亿元，有效缓解了农民
备春耕和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农投大数据平台230亿贷款助春耕

（上接第一版）

办好微实事筑牢非公企业党
组织战斗堡垒

61岁的河广社区党员张淑芬是原
哈尔滨纺纱厂细纱挡车工，曾创下一个
人看管八台机器的纪录，因积劳成疾患
上了骨关节滑膜炎。

点亮“微心愿”活动开展后，河广社
区民企海晖医药主动奉献“微爱心”，向
包括张淑芬在内的辖区老党员、老劳模
和老退役军人提供了50份总价值1.5万
元的健康大礼包。

“点亮‘微心愿’活动为企业奉献爱
心，履行社会责任搭建了点对点的平台。”
海晖医药负责人徐静表示，作为一名党
员，能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奉献力所能及
的“微爱心”，完成百姓“微心愿”，把爱传
递，让梦成真，是一件光荣且自豪的事。

不仅是海晖医药，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如今积极参与点亮“微心愿”活动在
建国街道辖区企业中已成为一股热潮。
哈尔滨市农商银行通达街支行为党龄
50年以上的老党员每人捐赠一本党史
书，青藤汗蒸时代为环卫工人提供了
300张澡票，黑龙江中铁龙禹石油有限
责任公司为优秀志愿者提供了爱心用
品，哈尔滨市道里区惟景假日酒店向辖
区的困难群众赠送了价值 2000元的生
活用品……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建国街
道辖区有非公企业 105家，企业联合支
部23个，非公企业独立支部2个，社会组
织独立党支部1个，目前，在建国街工委
的领导下，26个“两新”党组织已参与到
点亮“微心愿”活动中。

据了解，近年来，建国街工委不断夯
实基层党组织，组织辖区商会、非公企业
支援抗疫、支持创城、整治治安秩序等，点

亮“微心愿”活动更进一步发挥和调动了
非公企业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了
企业中党员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汇聚微力量打造党员群众
“命运共同体”

“得到别人帮助是我的心愿，尽自己
所能帮助别人也是我的心愿。”建国社区
小胖服装店店主邹丽敏说，“在点亮‘微心
愿’活动中，我的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

邹丽敏患有股骨头坏死，家庭并不
富裕，健康是她的最大心愿。当收到社
区送来的健康大礼包时，邹丽敏感动得
热泪盈眶。“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为辖
区困难群体免费挽裤脚，这份健康大礼
包不仅实现了我的‘微心愿’，更坚定了
我为困难群体免费服务的决心。”邹丽
敏说。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如今，在
建国街道，越来越多的邹丽敏正在涌现，
一个个由点亮群众“微心愿”活动联结而
成的党员群众“命运共同体”正在形成。

“点亮群众‘微心愿’活动不仅是建国
街道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践行
初心使命的具体举措。”建国街道办事处
主任王凌虹表示，“今年，我们还提出线上
线下齐发力，助力百姓解难题，在辖区设
置‘办不成事’专项窗口，解决‘烫手山
芋’；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打造‘帮到家’

‘巧手帮’等系列党建服务品牌，认真办好
群众身边的微实事。形成‘社情民意早知
道，突发状况早处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
尽早解决’普惠群众的良好局面，用各级
党员干部的辛勤努力换来群众的更多获
得感和幸福感。”王凌虹告诉记者，下一
步，该街道将把点亮群众“微心愿”圆梦主
题活动打造成为建国街道的知名公益品
牌，做到好事办实，实事办好。

你的微心愿 我们帮忙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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