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我省推动科技型企
业上市成效显著，除了孚能科技、日
月明和金达莱环保外，多家科技型
企业成功上市——

对于征战资本市场的“江西军
团”而言，今年是个值得浓墨重彩书写
的一年。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科创
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实现了零突破。

7月17日，孚能科技(赣州)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孚能科技”)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成为我省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孚
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9 年，是业内最早确立以三元化
学体系及软包动力电池结构为动力
电池研发和产业化方向的企业之
一，也是国内第一批实现三元软包
动力电池量产的企业。在软包动力
电池领域，孚能科技产品出货量和
装机量在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

排名均为全球第三、中国第一。7月
3 日，梅赛德斯-奔驰宣布，将与孚
能科技达成深化战略合作，并入股
孚能科技约3%的股份。

11 月 5 日上午，江西日月明测
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
月明”)在深交所创业板首发上市，
成为我省创业板注册制“第一股”，
也是轨道测控全球“第一股”。日月
明成立于2006年，通过持续技术攻
关，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研制了
满足不同线路类型测控需求的多款
轨道几何状态检测产品，为高速铁
路线路坐标测量提供了国产化产品
的选择。现拥有与轨道测控相关的
28项授权专利技术，成为轨道安全
测控行业的领先企业之一。

今年“双 11”，我省科创板再
添新军，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莱环保”)

在上交所举行上市仪式，成为我
省第二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也是
我省推动科技型企业上市显著成
效的真实写照。

位于南昌市新建区的金达莱环
保，是一家专门从事水环境治理的先
进技术装备研发与应用的高新技术企
业，成立于2004年10月29日，注册资
本20700万元，公司专注于污水治理
技术及产品的研发应用，已获得发明
专利63项(其中欧美等发达国家27
项)，入选“十二五”重大专项标志性成
果，并获得美国R&D特殊贡献奖、国
际水协创新奖、美国马萨诸塞州清洁
能源中心创新技术试点项目奖励。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省推动科
技型企业上市成效显著，除了孚能
科技、日月明和金达莱环保外，晶科
科技、晨光新材、宏柏新材等，也都
属于科技型企业上市的典范。

零突破：填补我省科创板创业板上市公司空白

“咚……”11月11日上午，伴随着一声强有力的开市鸣锣，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成功登陆科创板，成为我省第53家A股上市公司。而在一周前的11月5日，江西日月
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首发上市，填补了我省创业板上市公司空白。

同样填补我省空白的还有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7月17日，该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实现了科创板赣企零突破……

在吹响“映山红行动号角”之
后,我省多个地市也陆续出台配套
政策,支持企业上市，全省企业上市
挂牌提速明显——

记者梳理发现，我省在支持企
业上市方面，可谓“真金白银”诚意
十足。省级层面，据《江西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推进企业上
市若干措施的通知》显示，自2018年
起，在上交所、深交所每新增一家省
内上市公司，省财政给予企业注册
地所属设区市人民政府(含赣江新
区管委会)一次性 500 万元奖励；在
境外资本市场每新增一家省内上市
公司，省财政按照实际融资金额的
2%，给予企业注册地所属设区市人
民政府(含赣江新区管委会)一次性
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对境内
重组上市(借壳)并完成注册地回迁
的企业，参照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
奖励政策执行。

同时，各设区市也及时出台了
对后备企业到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的扶持政策。
南昌市——企业在沪深交易所

首发上市给予800万元的奖励，在科
创板上市的另给予200万元奖励。

九江市——对在境内上市的企
业，给予上市挂牌专项奖补资金750
万元，对在境外上市、“借壳”上市、
上市公司注册地迁入九江市的企
业，给予上市挂牌专项奖补资金750
万元。

赣州市——市本级企业上市扶
持专项引导资金从每年3000万元调
增到4000万元。

抚州市——企业境内首发上市
成功后，给予其最高1100万元财政
资金奖励。

上饶市——对境内主板上市企
业分阶段给予不少于1000万元奖励。

新余市——首发在境内主板上
市的奖励500万元，在中小板上市的
奖励400万元，在创业板上市的奖励
300 万元，在境外主板上市的奖励
300万元。

鹰潭市——给予全市每个在境
内沪深交易所市场成功上市的企业
不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奖励
扶持。

景德镇市——对境内首发上市
企业，给予总额1000万元奖励(含省
财政奖励市政府500万元)。

吉安市——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每新增一家市内上市
公司，市财政给予企业注册地所属县
(市、区)人民政府300万元奖励，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对成功在沪深证券
交易所首发上市或完成注册地回迁
的上市企业，给予1000万元奖励。

萍乡市——给予前3名A股IPO
上市且募集资金80%以上投资于萍乡
市的企业注册地所属县区政府800万
元奖励(含省奖励资金500万元)……

“在吹响‘映山红行动号角’之
后，江西多个地市也陆续出台了本
地区的配套政策，支持企业上市，江
西企业上市挂牌提速明显。”著名经
济学家宋清辉说。 （石鹏张瑞颖）

诚意足：全省各地“真金白银”助企业上市

今年1月至9月，我省有9家企
业先后过会审核，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 90%，新增上市企业居全国第 9、
中部第2——

随着空白不断被填补，资本市
场上的“江西军团”规模也在不断壮
大，在中部地区大有强势崛起之势。

其实，我省企业上市的“先河”
开得并不晚。1993 年，江铃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就成功上市了。但是，
此后我省上市公司总量和增量一直
较低。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993 年至
2018 年初，我省境内外上市公司数
量仅以每年2.4家的平均速度增加。

为此，自2018年起，省政府将推
进企业上市纳入市县科学发展综合
考核评价，建立由省政府金融办牵
头的省企业上市联席会议制度，统
筹协调全省企业上市工作。

优化布局、拓宽渠道、推进股
改、政策扶持……两年来，省委、省

政府吹响了实施企业上市“映山红
行动”的号角，从方方面面对企业进
行上市帮扶，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据统计，自2018年开展映山红
行动以来，仅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省
就增加了 24 家上市公司。截至目
前，我省境内外上市公司85家，今年
1月至9月，我省有9家企业先后过
会审核，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0%，新
增上市企业居全国第9、中部第2。

与此同时，从“觉得上市麻烦，
不愿意上市”“对自己信心不足，不
敢上市”，到现在“一谈工作就谈上
市”，我省企业家的思想也发生了大
变化。

此外，企业上市的“加速度”，还
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帮扶和政策最
优、成本最低、服务最好、办事最快

“四最”营商环境的打造。
“值此喜庆日子，对贵局在我公

司申报上市过程中的全力以赴，表
示衷心的感谢！”2 月 25 日，江西耐

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出感谢信。

据了解，今年2月12日，江西耐
普矿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耐
普矿机”)在深交所上市，创造了“170
天上市”的神话。

“耐普矿机走的是贫困县绿色
通道，大大缩减了上市时间。”11月
19日，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市场
资本处处长黄清达告诉记者，一般
情况下，从申请到上市至少要一个
月，现在政策好、政府扶持力度大，
大大缩短了上市时间。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帮助企业协调省证监
局、人民银行、省应急厅等单位，出
具企业合规证明。

有了政府的帮扶和营商环境的
持续优化，企业更有“上市”的信心
和决心，愿意迈入资本市场，一批批
上市企业形成榜样力量，带动周边
企业，我省企业上市的“氛围”越来
越浓厚。

加速度：从“每年2.4家”到“两年24家”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
科技兴，11月25日，记者从南昌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开展首届
南昌市“十大青年科技英才”认
定推荐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近年来，南昌市大力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市战
略，为了引导激励为南昌市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广大青年
科技人才，决定从 2020 年起，每
两年开展一次南昌市“十大青年
科技英才”认定推荐工作，今年
是南昌市首次推荐认定“十大青
年科技英才”。

据了解，首届“十大青年科
技英才”申报时间截至 12 月 8
日。对于申请认定南昌市“十大
青年科技英才”应当符合在南昌
市行政管辖所属企事业单位工作
三年以上，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即 1975
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青年科
技人才;近三年来在科学研究、科
技成果转化、新技术开发和应用、
技术革新、发明创造、经营管理等
方面取得创新性突出成绩。

市委人才办副主任、市委组
织部人才工作科科长熊本伯在

会上告诉记者，被认定为“十大
青年科技英才”的个人，除了可
以获得荣誉称号及每人 10 万元
奖励外，还可以被认定为南昌市
D类人才，享受D类人才相关待
遇，并优先推荐申报省级以上人
才计划。

据悉，首届南昌市“十大青
年科技英才”认定推荐工作由市
委人才办统筹协调，市科技局组
织实施。市科技局主要负责印
发认定推荐通知、受理审核材
料、组织专家评审、现场考察公
示、确定认定推荐人选等工作。
县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推
荐申报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人选
参加认定。为拓宽推荐渠道，不
拘一格选才，“十大青年科技英
才”推荐分自我推荐和单位推荐
两种形式。其中，社会自由人有
发明创造、科技成果显著的可将
自我推荐资料直接报送至县区
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
上报至市科技局;申报人所在单
位将推荐人选的申报材料报送
至县区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审核
同意后上报至市科技局。

(记者 林卓旎)

南昌首次推荐认定
“十大青年科技英才”

今年以来，九江市濂溪区努
力克服疫情、汛情以及中美贸易
摩擦等多重叠加不利因素影响，
以服务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营商
环境评价指标为着力点，围绕影
响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的“痛点”
和“堵点”，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努力实现营商环境全市排位前
列，为濂溪区实现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屏对屏”签约，项目招引
“不断链”。濂溪区牢固树立“项
目为王”理念，各部门齐心协力，
在战疫情、抗洪水、抓“六保”、促

“六稳”过程中紧盯项目招引工
作不放松，合力共为，于变局中
开新局。疫情防控期间，全区通
过“屏对屏”“云签”了多个项目
落户，总投资25.8亿元，确保了
疫情防控期间项目引进“不断
链”。疫情得到基本稳控后，区
领导密集外出，分别前往浙江、
广东、山东、北京等地与企业高
层对接，洽谈项目落户发展各项
事宜。功夫不负有心人，截止目
前全区共签约项目14个，其中投
资30亿元的超创科技产业园、投
资20.8亿元的诺贝尔二期、投资
21.6 亿元的伞面布智能化改造
项目个个量足质优，另有5亿元
以上项目 3 个，总签约资金 100
多亿元。联合鄱阳湖生态科技
城签约新兴科技产业项目 10
个。投资50亿元的高档白卡纸
生产、20亿元的生物可降解塑料
PLA全产业链、65亿元的文化旅
游等优质项目有望年内签约。

“实打实”推进，项目跑出
“加速度”。重大项目是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为把
被疫情耽搁的时间抢回来，该区
扎实开展“项目建设提速年”活
动，对照年度建设任务，排好时间
表、绘好作战图，确保全年完成重
点项目139个，总投资404.22亿
元。同时，强化一企一策、分类指
导，对重大项目实施“专人专项”，

每个项目安排一名区级领导包挂
负责，通过现场调度、对口调度等
形式，有效协调解决项目报建审
批、开工建设、建成投产等环节中
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零障
碍”推进。同时，坚持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发挥好督查“利剑”作
用，对项目问题落实情况进行跟
踪督查督办，及时了解掌握项目
问题解决进展，确保项目推进跑
出“加速度”。

“心贴心”服务，企业问题
“马上办”。为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加快企业复工复产进度，
解决项目推进难题，该区出台了
21 条帮扶措施，打出推动企业
突出问题快速解决“组合拳”，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用工、资金、货
物运输等方面的难题，并开通了
帮扶热线，通过电话、微信等方
式，对企业复工复产实行网上报
备、“线下”核查、网上会签、24
小时备案。积极受理企业复工
复产和生产运行中涉及的融资
支持、税收缴纳、企业配套、人才
用工等需求，帮助企业有序复
工、开足马力生产。

为切实打通服务企业的“最
后一公里”，濂溪区大力实行“企
业帮扶直通车”制度，精心选派
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
协调能力强、服务态度好的人员
作为帮扶专员，实行“一对一”

“一对多”帮扶，实现各类企业帮
扶专员全覆盖，为企业送政策、
解困忧、帮发展。该区203名规
上企业“一对一”帮扶专员以及
109 名“一对多”网格化帮扶专
员为全区各大企业和项目提供
倾心服务。今年以来，帮扶单位
负责人、帮扶专员以及网格员共
走访企业3188次，填写“帮扶日
志”360 份，代办各类服务事项
315 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86
个，正在协调解决 3 个，解决率
高达 90.5%，企业反馈满意率
100%。 （记者王新贵张齐娟）

九江濂溪区“心贴心”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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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山红行动”实施2年

江西境内外上市公司增至85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