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誉榜
初创企业组

一等奖

厦门英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厦门威亮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博睿智造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厦门普诚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金士镧（厦门）新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蔽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长企业组

一等奖

厦门微成宏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厦门云现场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四合微电子有限公司

三等奖

厦门德运芯准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纵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莱尔斯特（厦门）股份公司

中清睿（厦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快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钛尚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中环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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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钟宝坤）昨

日，备受瞩目的第十二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第八届“创客中

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厦

门赛区）暨第九届“白鹭之星”创

新创业大赛地区决赛在厦门落

下帷幕。经过两天激烈角逐，医

疗器械行业的厦门英律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和新材料行业的厦

门微成宏科技有限公司分获初

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一等奖。

本届大赛由厦门市科学技

术局、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集美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比

赛于5月30日启动，以“创新引

领，创业筑梦”为主题，推动科技

创新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融合，

共吸引了 437 家企业报名参

赛。经初赛、复赛脱颖而出的

20个优秀项目进入决赛，它们

聚焦厦门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

产业，兼顾现有产业和技术的未

来化，涵盖了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

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兼具成熟

度与创新性，且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预期良好。

本次组委会邀请到深圳市

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

总裁张权勋、华登国际战略副总

裁张迎铭、深圳高特佳执行合伙

人刘世敏、联和资本投资总监叶

振彪、火炬创投副总李红承、昆

创创投投资总监温苇、前海汇桥

合伙人揭卫平等国内七位知名

企业战略、管理和投资专家组成

评审组。

大赛地区决赛采取“1分钟

宣传短片+10分钟自我陈述+5

分钟答辩”的方式进行，参赛团

队具备多样化的背景和专业知

识，通过PPT、音视频、现场演示

等多种方式展示比赛项目。

获得本次比赛成长组一等

奖的厦门微成宏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开发和生产适用于光伏、

LED、IC等领域高等级电子浆料

的新材料公司。目前公司主要

产品为低成本低温高导电浆

料，该产品的浆料固化温度普

遍在250℃以下，适用于多种不

耐高温的电子部件，可以替代

日本、德国等进口电子浆料。

厦门微成宏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郑薇告诉记者，通过参加

创新创业大赛，发现了厦门有

很多有活力的创新型科技企

业，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为厦门

科技贡献力量。

为更好地推动两岸融合发

展，为台湾创新创业者搭建展示

才华、实现梦想的舞台，今年大

赛首次设置了两岸融合创新奖，

共有6个项目获奖。

本届大赛获奖企业可获得

多方面的创业支持。大赛组委

会为获奖企业提供850万元高

额奖金，成长企业组及初创企业

组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及两岸

融合创新奖将分别获得 50 万

元、40万元、30万元、10万元及

10万的创业创新扶持资金。参

赛企业还将持续获得免费创业

培训、创业引导基金扶持、优先

政策支持、落地配套支持等一系

列“大礼包”。

大赛的成功举办，有力促进

了我市科技城创新要素集聚、新

兴产业落地、创业人才荟萃的创

新生态圈建设，为科学城焕发强

劲生机提供澎湃动能。

第九届“白鹭之星”创新创业大赛决赛成功举办

850万元奖金扶持优秀企业

晨报记者 陈起鸿

昨日上午，厦门市海洋发展

局举行“扎实举措扶渔兴海 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新闻发布会。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将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积极拓展渔业高质量

发展新空间，重点推出六个方面

举措促进厦门市2023年扶渔兴

海的工作开展。

科技驱动
提升渔业发展含金量

民以食为天，海鲜是厦门市

民的餐桌常客。围绕服务保障好

百姓“菜篮子”，厦门市海洋发展

局多措并举，深入开展系列渔业

保障提质工作，实现市批发市场

水产品流通环节水产品质量安全

例行监测合格率100%的成果；聚

焦打造渔业发展特色品牌，厦门

市海洋发展局以特色水产品进入

水产交易中心赋码销售补助，助

推特色水产品在厦门集散。

目前，厦门已是全国最大的

龙虾、东星斑和精品生蚝集散

地。其中，夏商水产批发市场预

计2023全年交易量20万吨，交

易额近百亿元，交易额和交易量

稳居全国水产批发市场前列。厦

门市海洋发展局渔业发展和质量

监督处处长张良松表示，未来将

聚焦保持水产种业的科研和产业

优势，推动厦门打造国际水产品

交易中心，为厦门水产品的保价

稳供作出更大的贡献。

水产种业是蓝色发展“芯”

动能。据介绍，厦门水产种业产

学研孵化基地已基本建成并投

入使用，引进了厦门大学鲍鱼、

东风螺、大黄鱼育种和生物饵料

科研团队，集美大学鳗鲡育种、

海胆繁育科研团队和省水产研

究所石斑鱼、海马等6家研发团

队进驻。

当前，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正

积极推动厦门都市水产种业园区

规划建设，同时计划出台水产种

苗业扶持政策，细化入园企业定

制式招商，朝着打造“厦门蓝色种

业硅谷”和“全国水产种业示范园

区”的目标前进。

多点开花
稳步推动乡村振兴

活蹦乱跳的苗种顺着滑道跃

入大海……6月8日，厦门市下潭

尾红树林公园举行了全国海洋宣

传日厦门主题活动，厦门市海洋

发展局通过持续开展增殖放流，

助推厦门海域生态改善恢复。记

者了解到，2023全年预计放流各

种水产苗种4亿单位以上，其中

鱼类和蟹类均已完成放流任务，

共放流大黄鱼、鲷科鱼类、赤点石

斑鱼、拟穴青蟹等653.9万尾，计

划放流对虾类约4亿尾。

聆听深入浅出的海洋科普

知识，观赏惟妙惟肖的海洋生

物雕塑，走入厦门市同安区大

乡小学，扑面而来的是浓厚的

海洋氛围……记者了解到，长

期以来，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持续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总结推广

科技特派员“下派制”“平台制”经

验，取得了良好成效。而在厦门

市海洋发展局科技特派员的助力

下，越来越多的人才也走入乡村

送来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在提升渔业

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方面，厦门市

海洋发展局从强化突发应急能

力、强化渔业安全生产、强化渔港

渔船管理三方面着力，常态化开

展高崎渔港综合应急演习，并推

动完成了《厦漳海域商渔船安全

监管合作协议》签订，建立健全并

常态落实“三无”船舶长效监管机

制。据统计，今年来全市共查扣

“三无”船舶169艘，日前已拆解

“三无”船舶112艘。

扶渔兴海 共绘乡村振兴蓝图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多措并举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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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厦企分获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