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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聪明才智，可以在公司换股权和分红权；
政府资金由“锦上添花”变成“雪中送炭”，1块钱可
以被放大到5～10倍花出去……

从历史到现在，合肥处处洋溢着创新的基
因，而这种创新已经幻化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
力，释放出强大的“磁场作用”，推动着这座城市
的转型升级。

□记者 沈娟娟

1135人“用头脑换股权”

“以往公司是从研究机构购买科研成

果，或者研究机构将成果转化给公司，但我

们不一样。”中霖中科环境科技（安徽）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全好在接受市场星

报、安徽财经网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公司的

“与众不同”是研究机构用技术参股。

据了解，这个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

其中中科院以无形资产 158 万参股，经中

国科学院审批，给予项目主要科技人员共

计47.4万股股权激励，并于2014年完成工

商变更和验资。“科研人员、业务骨干、中高

管等人人都可能当公司的股东，打破了公

司与员工的传统关系。”张全好这样形容。

科研人员出身的孔令涛现在就是公司

的股东之一，“感觉自己是公司的主人翁，

特别有干劲。”

2012 年，一场“头脑风暴”在合肥席卷

而来，企业股权分红激励试点政策实施。

其实，这项政策就是企事业单位重要技术

人员和管理人员用“头脑”换取一定的股权

和分红权，这样他们就能够以股东身份参

与企业决策、利润分享，并承担经营风险。

截至目前，合肥市已纳入试点企业149

家，完成激励试点企业达 45 家，激励人员

1135 人，激励总额超过 3.7 亿元，激励股权

6585万股，提前完成“十二五”目标任务。

政府“钱袋子”被放大到5~10倍

从事科研的人员和企业都会面临一个

尴尬，科研成果想“梦想照进现实”，关键在

于金融资本的支撑，实现“技术”向“产业发

展”的一跃。2014年5月，合肥在全国率先

推出扶持产业发展“1+3+5”政策体系，整

合新型工业化、自主创新、现代服务业、现

代农业、文化产业等五大政策，每年都安排

25 亿元左右的奖补资金支持产业发展，仅

2014 年就兑现奖补资金 26.2 亿元。“在发

挥政府引导作用的同时，通过投入方式的

转变，选择什么项目，不再是政府说了算，

而是市场说了算。”相关负责人举例，更加

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政府职能则体现

在程序、规则的制定和事前、事中、事后的

监督管理，通过政府投资引导基金 、“借转

补”等方式对企业进行事前、事中投入，在

企业最需要资金的阶段体现财政资金的支

持，由“锦上添花”变为“雪中送炭”，有效推

动企业加快发展。

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也被有效发

挥。合肥市财政每年设立自主创新专项资

金和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每年凝练一批重

大科技攻关项目，瞄准“最后一公里”难点，

集中资金重点支持，“通过市场化运作，与

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效结合，使财政资

金放大到5-10倍，并实现滚动使用。”

今年，在总结去年政策运行情况的基

础上，合肥市发布了“升级版”的“1+3+5”

政策，在保持原政策框架、思路、扶持方式、

总量控制不变的前提下对相关规定和办法

进行微调，对具体条款予以动态完善。

“创新基因”开创跨越赶超之路

“大湖名城、创新高地”是合肥的闪亮

名片，创新基因也一直闪动在合肥城市发

展的方方面面。有人这样总结，合肥近年

来的发展进步一直得益于改革创新。

合肥市通过改革科技法规体系、改革

科技投入体制、改革科技计划体制、改革科

技部门职能，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其中，修订《合肥市科学技术进步条

例》，在全国率先将创新型城市建设纳入地

方法规；整合分散的科技资金形成多元化

的政策投入体系，完善基金、股权或债权投

资、借转补、事后奖补等多种科技资金支持

方式；搭建了全市统一的科技型企业信息

系统，破解创新资源“碎片化”难题；把科技

创新定位为经济类职能部门，从抓单纯的

研发向综合配置资源转变，启动实施新兴

产业增长源“十个一”培育工程……

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为合肥的创新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合肥先后获批国家首批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示范城市、全国首批

“智慧城市”试点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城市、国家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国家文化

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当然，这也带来了合肥在经济指标上

的跨越赶超。一季度，合肥市实现生产总

值 1154.6 亿元，同比增长 9.7%，快于全国、

全省 2.7 和 1.1 个百分点；在全国 26 个省会

城市中，总量位居第 10 位、增速位居第 4。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33元，增长11.7%，

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9332 元，分别

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收入760、1954元。

废水经沉淀后排至茨淮新河支流，佳通轮胎硫化车间排放臭气

我省6起环境事件被举报至环保部

“创新基因”开创跨越赶超之路

合肥1135人“用头脑换股权”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昨日从省环保厅获
悉，近日我省有6起环境事件由群众举报至国家环
保部，投诉企业污染环境。其中，有5家检查时确
实存在环境污染问题，已被查处，1家未发现存在投
诉人反映的环境违法行为。

□吴人迪 星级记者 俞宝强

高沸物贮存超一年未处置
安徽圣达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系原安

徽昌明药业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以土

地、房产、设备出资设立的全额子公司，位

于东至县经济开发区(原香隅化工园区)。

目前，圣达生物公司无建设项目。

日前，池州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企

业进行检查。经查，该公司确实存在环境

污染问题。其中，回收车间于2012年9月

建成并投产至今，未办理相关环评审批手

续；污水处理站污泥及废活性炭等未按危

废管理要求及时入危废库，高沸物如硫酸

镁、乙酸残液等至今未处置，贮存期超过

一年；厂区雨水管网内取样监测结果显示

化学需氧量超标 4.67 倍。省环保厅在后

期暗访时，该公司回收车间已停产，但是

危废问题依然未解决。

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池州市环保局

发文要求东至县环保局对照存在的问题，

依法对该公司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

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前严格依法处理到

位。并责令该公司回收车间项目立即停

止违法生产，待取得合法环保手续后方可

恢复生产，加强危险废物管理，并按国家

有关规定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及时

记录相应的危废管理台账，完善厂区雨污

分流系统，查明雨水管网废水超标原因，

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利辛县建宇混凝土有限公司，

位于利辛县阚疃镇吕台村，茨淮新

河南岸。该公司自 2015 年 3 月开

始生产，现有混凝土生产线1条。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利辛县环

保局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未办理环

评手续，建有一约10立方米的沉淀

池，生产废水经沉淀后排至茨淮新河

支流，未建设防尘降尘设施。针对存

在的问题，利辛县环保局下达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该公司立

即停止生产，限期办理环评手续。目

前，该公司正在停产整改。

蒙城县万佛塔水泥有限公司位

于蒙城县老城区，针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近期，蒙城县环保局现场检查

发现，该公司厂区

发 货 车 间 与 通 往

厂区外的道路上，

碎石、粉尘散落地

面，过往车辆道路

扬尘较大，且新建

混 凝 土 搅 拌 生 产

线 未 批 先 建 。 经

监测，厂界外昼间

噪声 60.6 分贝（执

行标准 60 分贝），

超标。针对存在的问题，

蒙城县环保局责令该公司新建混凝

土搅拌生产线立即停止建设，对粉

尘问题及噪声超标问题下达了责令

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对道路

及时进行清扫、洒水，加装消声、隔

音措施，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对该公

司处十万元罚款。目前，蒙城县政

府已将该公司列入搬迁计划。

废水经沉淀后
排至茨淮新河支流

安徽佳通轮胎有限公司位于合

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针对群众投

诉的废气污染问题，近期，合肥市环

保局对佳通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

经查，佳通公司废气污染主要来自

锅炉烟气和正常生产时密炼、硫化

车间的异味。目前，合肥市环保局

督促企业对锅炉废气进行脱硝处理

改造，目前该脱硝处理改造工程已

开始实施，预计今年10月份完工。

轮胎在生产过程中需使用橡胶

及其他化学品，易产生一些无组织

排放的臭气。对此，合肥市环保局

一直将此列为监管重点，在日常环

境监管中，发现佳通公司密炼车间

废气治理设施虽正常运行，但车间

内仍有异味，硫化车间硫化机运行

时产生的无组织排放废气未收集。

督促企业制定可行的治理方案。

另外一家企业是安徽强英鸭业

集团有限公司屠宰场，该企业位于

萧县酒店乡九里湾，设计年屠宰肉

鸭 4200 万只。检查中发现该公司

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未按

照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施等问题。

针对该企业存在的问题，萧县环保

局责令该企业就存在的问题进行整

改。目前该企业已达标排放。

佳通轮胎
硫化车间排放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