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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科技学术发展情况如何？全省制定了哪些
科创政策？科技工作者对政策落地是否满意？

9月24日，由省科协主办的2024年湖北科学技
术学术年会在汉开幕，发布了《2024湖北省科技工作
者状况调查报告——湖北省科技创新政策发展情
况》和《2024湖北科技学术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系统梳理了我省科创新政策，并对全省科技工
作者进行了抽样调查。

专利同比增长 22.92% 奖项增幅达
111.1%

《报告》显示，2023年，我省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为
144669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24.78件，同比
增长22.92%，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9.70
件，同比增长26.47%。我省专利授权数量为135202
件，发明专利授权数量29025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数量最多的为武汉市、宜昌市和襄阳市。PCT国际
专利申请数量为1765件，数量最多的为武汉市、荆门
市、宜昌市。

从发明主体看，去年，我省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前
5名的高校是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武汉大
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峡大学；前5名的企业分
别为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华星光电半
导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长江存储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去年，我省在科技奖项方面也收获颇丰。我省
主持完成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的通用项目共19
项，较上一评审年度（2020年）增加10项，增幅达
111.1%。

科技工作者超39万人 院士人数位居全
国第四

科技成果来自于我省不断壮大的科技人才队
伍。《报告》显示，我省目前有科技工作者39.03万
人，比2018年增长了51.6%，其中科研机构、普通高
校、规模以上企业等科创主体的科技工作者数量均
有所增长。2023年，我省新增两院院士5人，总数
达到82人，居全国第四。

女性占科技工作者半边天，达52.4%，男性占

47.6%。35岁以下的科技工作者最多，占比43.0%，
35—44岁占比34.6%，45岁以上占比22.4%。从所
学专业来看，工学、医学、理学人数最多，而经济学、
农学人数较少。

从区域分布看，武汉市科技工作者数量最多，占
比达33.2%；其他市（州）科技工作者占比前3名依次
为襄阳市、宜昌市、十堰市。在参与调查的科技工作
者中，民营企业科技工作者占比27.0%，非民营企业
科技工作者占73.0%。

从工作性质来看，应用技术类科技人员最多，占
比32.0%，其余依次为其他科技工作者、科技管理类、
研究探索类、科技传播/成果转化类、开发创新类。

科技创新政策显著增加 超七成科研人
员整体满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发布了相对较多的与科
技人才相关的政策。《报告》显示，自2015年起，我省
对科技人才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尤其在2022年和
2023年，发布的科技创新政策数量显著增加。

其中，创新主体政策以能力建设型政策为主导，
激励性政策占比较多；资源配置政策聚焦核心技术
开发和基础研究投入，政策针对性强、突出开放共
享；科技人才政策多措并举，重点鼓励科技人才服
务一线；成果转化政策同样以建设型政策为主导，
引导性、激励性政策持续发力；环境营造政策重点
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持续优化资源共享平台，不断
健全诚信管理体系。

对于这些科技创新政策，科技工作者是否认可？
《报告》显示，超七成科技工作者对科技创新政

策的整体满意度较高，33.9%的科技工作者对科技创
新政策在整体上非常满意，41.3%比较满意，合计达
75.2%。其中，民营企业科技工作者对科技创新政策
的整体满意度更高。

对科技创新政策落实情况，超七成科技工作者
较为满意。其中，民营企业科技工作者对科技创新
政策的落实情况更为满意。但三成科技工作者认为
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升。

对于创新主体政策落实情况，七成科技工作者
较认可创新主体政策对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对初
创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对民企的支持及政策执
行过程的透明度等。

我省发布科技工作者状况及科技学术发展情况报告

39万科技工作者
超七成满意科创政策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熹 通讯员 姚光荣 祝建松

湖北日报讯（记者林晶、通讯员许铮、
黄彬）9月24日从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
获悉，该院古生物化石研究团队在国际知
名学术期刊《PeerJ》发表最新研究论文《化
石宝库》显示，在湖北鳄等同一地质层发现
15枚牙形化石集群，它们保存完整精美，且
十分集中。这一发现为湖北鳄的研究带来
新方向。

该论文第一作者吴奎博士表示，这
揭示了湖北远安县2.48亿年前的古海洋
沉积物中埋藏着罕见精美的“化石宝库”，
而这些体形像鳗鱼一样的生物可能为湖
北鳄等大型生物的食物来源。

南漳远安动物群是全球最早的海生爬
行动物群落之一，是揭示早三叠纪海洋生
物复苏和海生爬行动物起源与演化的关
键窗口。近年来，湖北鳄、鱼龙和扇桨龙
等多种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相继在该地发
现。2023年，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古生
物化石研究团队在远安落星村发现了许
多呈特殊锥状牙齿形态的微体生物化石
碎片，该研究报道后，引起学界强烈关
注。该团队持续对该地区的牙形化石进
行了研究。

“之前发现的多数牙形化石来自不同
地层，并不集中，其中两枚连在一起的枝形
牙形化石促使我们开始进一步的研究。”吴
奎介绍，团队怀疑在同一地层还存在着大

量牙形化石。最终在一个1米厚的灰黑色
灰岩层面发现了15枚枝形牙形化石（如同
树枝状），它们集中在1平方米的岩石上，小
到1毫米至3毫米，部分还能看到眼球等软
体组织。

“锥形和枝形牙形化石虽然代表着不
同种类生物的牙齿，但这类生物大都长得
像鳗鱼一样，没有硬体，是食物链的低端生
物。”吴奎解释，大量微小的牙形化石能完
整保存，说明此地完整记录了当时生态系
统绝大部分的生物，海洋中存在丰富而微
小的体形类似鳗鱼一样的生物，个体大概
3—5厘米长。吴奎介绍说，它们与此前发
现的湖北鳄、鱼龙、扇桨龙等大型动物化石
处于同一地层，说明这些生物与湖北鳄等
属于同一时代的生物。

据介绍，此前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
质调查中心在落星村研究湖北鳄时发现，
湖北鳄颌骨形状与须鲸类似，认为它们属
于过滤性滤食动物，即像须鲸一样滤食，大
口吞食海水，然后过滤掉海水，吃掉其中的
小鱼小虾。“团队一致推断认为，这些形似
鳗鱼的生物很可能是湖北鳄等高等级生物
的食物来源，湖北鳄像须鲸一样滤食这些
低等级生物。”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院长
杨波涌介绍，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如
果证实这一结论，那将极大地丰富人类对
当时生态系统复苏与演化的认知。

湖北鳄地质层新发现15枚牙形化石集群，地质专家推断

鳗鱼类软体生物或是湖北鳄的食物来源

制图还原早三叠纪的海洋生态系统。大型的为湖北鳄、鱼龙和扇桨龙等高等级生物，牙形化石即为体形像鳗鱼的生物的牙齿的化石。

通
过
显
微
镜
放
大
后
的
牙
形
化
石
。（
图
片
由
受
访
者
提
供
）

帮
扶
进
行
时

红外眼识破假停产 爬烟囱找出原料堆
——湖北生态环境执法队伍开展监督帮扶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弦 通讯员 吉海英 毛飞

披星戴月毅然前行，绝不放过蛛丝马迹。

今年以来，按照生态环境部总体部署，湖北生态

环境执法队伍继续派出精兵强将，分赴全国各

地开展监督帮扶执法，助力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肩扛山水徽章、守

护绿水蓝天”的铮铮誓言。

爬上烟囱发现“雪山”揪出原料露天堆放线索

2024年1月，广水市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执法大队队员黄缨接到通知，需前
往河南省周口市，参加生态环境部2024
年第二轮次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监督
帮扶。此时的周口，正迎来强降雪天气，
漫天飞雪、气温陡降。

在某新型建材厂，黄缨带领现场检查
小组直奔生产车间，发现该公司铲车运送
的物料中夹杂有大量积雪。该公司现场
负责人解释，物料是煤矸石。根据多年一
线执法经验，黄缨判断，原料堆场很可能

露天堆放，随即决定查看原料堆场。
在原料堆场，一个约500平方米的

简易棚式原料仓里堆满了页岩物料，但
没有采取任何密闭、围挡措施。然而，在
仓库里，执法人员并未发现煤矸石。企
业现场负责人解释说，临近春节放假，煤
矸石用完了。

这加深了黄缨的怀疑。望望车间
外，大雪覆盖了车轮痕迹和通行道路，已
经无法沿着车痕找到煤矸石堆场。

突然，看到不远处高高矗立的烟囱，黄

缨顿时找到了方向。冒着风雪，黄缨一步
一滑爬上了烟囱的采样平台，环顾四周，一
座“雪山”格外显眼。直觉告诉黄缨，真正
的原料堆场可能很快就会“浮出水面”。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黄缨和执法人
员走过一段泥泞小路时，就找到了厂区
偏僻角落的“雪山”！

黄缨当即徒手挖开厚厚的积雪，黑
色的煤矸石显露出来。很明显，原料既
未入库，也无覆盖。随后，执法人员督促
企业迅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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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讯（记者胡弦、通讯员
胡敏、刘晓艳）近日，针对一起某公司
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案件，宜昌生态
环境部门同步开展行政处罚与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

2024年3月11日，根据第一季度双
随机执法计划，宜昌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
对宜昌某公司开展现场检查，同步委托湖
北省生态环境厅宜昌市环境监测中心对
该公司废气排放情况开展监测。《检测报
告》显示：该公司4吨生物质蒸汽锅炉排
放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浓度为128毫
克/立方米、氮氧化物浓度为328毫克/立
方米，分别超标2.2倍、1.18倍。

3月19日，宜昌市生态环境局责
令其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4月12
日，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
测机构对该公司废气排放情况开展复
测，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该公司环境
违法行为改正到位。

4月14日，宜昌市生态环境局点军
区分局会同该公司共同委托湖北某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开展生态环境损害
评估鉴定。5月15日，鉴定意见显示，
该公司造成生态环境损害金额为2.38
万元。目前，该公司已及时足额赔付。

6月6日，宜昌市生态环境局认
定，该公司积极改正违法行为、主动开
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评估鉴定、消除
环境危害后果，符合法定从轻处罚的
情形，依法对该公司环境违法行为予
以从轻处罚。6月7日，该公司主动缴纳罚款。

本案中，执法人员提前多次精准帮扶，告知该企
业改进污染防治举措，提升治污能力。但该企业因多
种原因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导致在2024年一季度发
生废气排放超标问题。

本案将涉案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和赔偿
责任履行情况纳入行政处罚裁量范围，综合考虑企业
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修复，依法予以从轻处
罚。行政处罚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无缝衔接”模式，
提升了办案质量和效果，体现了生态环境执法力度与
温度。

“你们看，车间里一个人都没有，机器都停
转好几天了，确实没有生产！”企业负责人笃定
的话语，回荡在寂静的车间。

3月的河南省漯河市，乍暖还寒。十堰市
生态环境执法人员陈帅、邓楠来到漯河，开展
2024年第四轮次重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监督
帮扶。在对某企业排污许可证过期线索的核
查过程中，陈帅、邓楠面对负责人坚定的表态
和安静的厂房，陷入了沉思。

他们调阅生态环境执法数据库，其中显示
该企业有过多次被投诉的记录，最近一次就在
几天前。没有轻信企业负责人的陈述，他们决
定继续深入工厂内部勘察。两套造粒设备确
实处于停机状态，集气净化装置没有启动，车
间内部也没有产品堆积。

“我们要调阅下企业近期的监控视频。”陈
帅说。

“不好意思，视频监控系统正在升级改造，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企业负责人答。

至此，企业近期的生产状况似乎隐入迷
雾。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一位企业保洁人员无
意间的动作，引起了邓楠的注意。原来，保洁
人员在用湿抹布清洁设备时，擦拭设备表面留
下的水渍，很快就蒸发干净。而漯河近期冷空
气活跃，白天温度并不高……

陈帅迅速拿来热红外成像仪检测，只见成像仪
上，已经停止运转的造粒机却显示着刺眼的红色！

“既然企业已经好几天没生产了，造粒机
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温度？”

面对铁证，企业负责人哑口无言。陈帅和
邓楠成功拨开重重迷雾——通过多组核心证
据，锁定了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未启用污染防
治设施的事实。

6月的德州，骄阳似火，气温直逼40℃。
孙昆和同事们身上的制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这是一支由荆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执法支队组织的监督帮扶队伍，正深
入山东省重点区域、重点企业，开展空气
质量改善监督帮扶行动。

一到德州，荆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支队掇刀大队副大队长孙昆就投入
到资料收集与数据分析工作中，详尽查询
当地重点企业的环保记录、生产流程、污

染物排放情况，以及行业集群的分布特征
与潜在环境风险。就这样，一幅环境监管

“地图”，在孙昆的脑海里渐渐清晰。
在某企业，孙昆发现该企业的窑炉

刚刚停运，窑炉残留的尾气通过风机悄
然外排，而配套环保设施并没有运行。

面对企业管理人员“窑炉内已是清
净空气”的解释，孙昆迅速取出携带的烟
气分析仪，对窑炉尾气进行监测。

仪器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显示，窑炉

内尾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为283毫克/立方
米，超标1.83倍。孙昆与同事当即要求
企业采取措施整改，确保环保设施正常
运行和尾气达标排放。

在10天的帮扶期内，孙昆和同事们每
天穿梭于不同的企业之间，从繁华的都市
到偏远的工业区，从高耸的烟囱到隐秘的
排污口，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每一次检查
都力求精准。帮扶期间，他们累计检查43
家企业，发现并督促整改环境问题150个。

环境监管“地图”在心中 10天发现并督促整改环境问题150个

停产设备水渍迅速蒸发
热红外成像仪锁定核心证据

每一次检查都力求精准细致。
（省生态环境流域治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图）

湖北生态环境执法人员深入现场开展执法检查。
（省生态环境流域治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