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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等一系列举措，让广大科技人

才在云南安心舒心创业。

依托腾冲科学家论坛，云南招

才引智的成效进一步显现。截至目

前，腾冲科学家论坛已促成云南省

人才引进项目90余项，引进人才200

余人，23位院士成为腾冲“荣誉

市民”。

项目合作，推动成果转化

论坛上，学术交流风云激荡；

论坛外，项目合作热火朝天。

科学会堂外，“前沿科技与重

大成果展”集中展示了全国前沿科

技成就：多年生稻技术、ENF级人造

板、全国领先液态金属产品……方

寸之地，即是科学巅峰。短短2天，

就有12家单位与参展单位达成合作。

腾冲科学家论坛为科学家与企

业家搭建起沟通交流平台，推动项

目合作、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

从实验室转向生产线。“我们也想

了解企业家在想什么，有什么问题

需要科学家帮助。希望通过举办科

学家论坛，能为科学家和企业家提

供沟通的机会，让尖端的技术更接

地气。”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

学原校长许智宏说。

为让腾冲科学家论坛切实发

挥项目合作平台作用，云南围绕

“3815”战略发展目标、聚焦“三

大经济”，面向全省征集1000余个

科技入滇行动重大科技合作需求，

策划重大招商引资项目10个，组织

全省41家单位与出席论坛的院士、

专家、企业家、金融家开展合作对

接，让世界看见云南、投资云南、

创新云南。

在科学家眼中，云南是值得探

究的“富矿”；在企业家眼中，云

南是值得投资的热土。人才推动一

个个项目落地见效，项目又为人才

大展身手提供广阔天地。

许智宏院士前往高黎贡山考

察咖啡生产，寻找提升咖啡品质的

良策；卢煜明院士计划同云南的专

家、医院合作，推广多种癌症筛查

技术……论坛推动一个个“科技+

文旅”“科技+农业”“科技+大健

康”项目成功对接，为云南产业发

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腾冲科学家论坛举办一年来，

已促成招商引资项目100余个，投资

总额超620亿元，涵盖数字经济、生

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物流

等重点产业领域。

开放共享，提升国际影响力

国际元素和澜湄合作元素，是

腾冲科学家论坛的特色之一。

云南是我国连接南亚东南亚的

重要通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和澜湄六国合作机制的启动，云南

从边缘地区和“末梢”变为开放前

沿和辐射中心，发展潜力大，发展

空间广。这也是腾冲科学家论坛落

地云南，吸引各国院士专家齐聚的

重要原因之一。

腾冲科学家论坛在创办之初，

就许下了“搭建先进学术思想交流

平台、政产学研互动平台、科技成

果转化平台、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科

技合作平台”的美好愿景。中国科

学院院士、腾冲科学家论坛主席顾

秉林说：“我们致力于将腾冲科学

家论坛打造成为一个地处亚洲地理

中心的高端论坛，一个中国与世界

科技对话的重要窗口，一个参与全

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学者智慧的

崭新平台。”

省委书记王宁表示，云南是

“一带一路”西南方向的重要纽

带，愿以论坛为支点，传承西南联

大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动创

新策源，搭建交流平台，深化科技

合作，为国家乃至世界科技事业发

展作出应有贡献。

在2023腾冲科学家论坛分论

坛·澜湄区域科技人文交流论坛系

列活动中，来自中国、泰国、缅

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院

士专家，分享各国发展传统医药的

经验，一致同意共建成立“澜沧

江—湄公河传统医药联盟”，搭建

起澜湄六国沟通合作的平台，实现

医疗人才、医疗技术、医药资源的

互惠共享。

此外，还有中美“健康桥”系

列活动、中韩科技合作交流会、中

国—东盟工程师圆桌对话活动、在

京外籍专家学者“中国行—走进美

丽云南”专场活动等，多形式推动

中外院士专家开展交流合作，吸引

各国院士专家“走进来”，推动中

国科技“走出去”。

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云南将以举办腾冲科学

家论坛为契机，助力“澜湄英才计

划”，吸引各国杰出科学家来华，

深化科技人文合作交流、加强科技

合作平台建设、推进各国科技创新

合作、促进多领域深度融合，努力

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

亚人才新高地和区域性人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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