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集群经济·广东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JIQUNJINGJI·GUANGDONG

2013 年 7 月 4 日 星 期 四

责 编 马 霞 张 琦

■专业镇前沿

■动态播报

■走马专业镇

文/刘昊文

■■

视
界
视
界

■品图

近年来，广东省科技厅围绕专业镇转型升级，组织

专业镇企业、协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密切的产学研

合作，创新合作方式，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技术、人

才等优势，搭建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区域创新取得显著

成效。

——成效与作用——
2012 年，广东省科技情报所组织粤西调研，对湛

江、茂名、阳江、云浮等地专业镇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和产学研合作情况实地考察。结果发现，粤

西专业镇平台产学研合作已取得初步成效。

一是产学研项目成为专业镇平台建设的重要纽

带。粤西产学研合作以项目为纽带，以资金、技术等为

基本要素，打造服务特色产业的创新平台，集合高校的

科技力量和企业的资金及市场营销等优势进行协同创

新，为专业镇平台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产学研

项目为平台建设提供研发资金。据不完全统计，2011

年，粤西 60 个省级创新平台研究项目 96 个，获得研发

经费（R&D）5643 万元，与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合作

合同项目 129项，合同经费 7602万元。其次，产学研项

目为平台建设引入技术支持。2011 年，粤西产学研合

作共建科技机构 102 家，为 2400 多家企业提供技术咨

询等服务。第三，产学研项目助推平台成果产业化。

2011 年，成功完成成果转化项目 40 个，实现项目成果

转化直接产值 87588 万元，撬动数倍甚至数十倍间接

经济效益。

二是产学研合作成为专业镇平台建设的“技术

源”。粤西经济和产业水平在全省处于较为落后的局

面。通过产学研合作引入技术和人才，成为公共创新

服务平台的“技术源”。调研显示，近年来茂名与西安

交通大学、中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等高校、

科研院所共建研究院、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室、博士后工

作站等多个技术创新平台服务专业镇发展，带动各级

财政投入达 3466 万元，引导企业新增研发和产业化投

入资金达 2 亿多元；茂名茂南区罗非鱼行业有 30 多家

企业分别与中南大学、上海水产大学等 20 多家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云浮通过平台

建设，与 40多家大学、研究所开展产学研结合，吸引 80

多个科技特派员进驻专业镇；湛江专业镇与省农科院、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南亚热

带作物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开发

新产品 40多个。

三是灵活的产学研合作形式成为平台建设的加速

器。粤西部分专业镇通过创新驿站、专家会诊、现场解

难、技术交流、成果对接等形式，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

灵活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开展技术合作、联合申报项

目、共建研发机构、引进科技特派员等方式，强化产学

研结合力度。例如，茂名市新坡镇与广东石油化工学

院采用成果对接、技术交流、共建研发机构等形式，成

立新坡化工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和信息中心，为企业

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和信息服务。阳江市东平镇和广东

海洋大学共建海洋捕捞产学研培训基地，以创新驿站、

现场解难、技术交流等形式，传播先进的中深海刺钓技

术、海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技术和

渔船制造技术，扩大应用先进的渔具渔法。

四是产学研合作是解决产业共性技术的助推器。

粤西专业镇通过产学研合作打造区域创新平台，集中

优势资源攻克一批制约专业镇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技

术、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获取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形

成自主品牌。例如，茂名山阁镇高岭科技有限公司与

中国地质大学茂名产学研基地，围绕高岭土综合开发

利用技术以及高纯度高岭土提取技术研究，先后开发 5

个高质量的新产品；茂南三高渔业与广东海洋大学围

绕罗非鱼制种技术等展开攻关，先后荣获多项省市级

技术奖；湛江覃斗专业镇与广东海洋大学围绕珍珠贝

提纯复壮、种苗繁育、规模养殖和深加工技术研发，解

决了系列关键技术，延伸了珍珠产业链。

——做法与经验——
茂名公馆镇：罗非鱼产业技术联盟推动平台建设

依靠联盟打造区域性综合服务平台。茂名以公馆

镇为发展重点，创立广东省（茂名）罗非鱼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联合创建罗非鱼协会、公馆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培训中心、茂南区海名威（罗非鱼）养殖专业合作社、罗

非鱼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等综合服务平台；联盟推动技

术革新，产学研共建生产基地。茂南罗非鱼产学研合

作，主要通过与广东海洋大学、广东省农科院等合作，

共同推进茂南三高良种繁殖基地、罗非鱼饲料基地、茂

名伟业罗非鱼良种场等多个专业性生产服务机构的建

设；突出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校企共建技术平台。主要

依托茂名绿园食品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设立罗非鱼

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

通过技术联盟推动，目前茂名公馆镇已成为全国

罗非鱼繁殖、养殖的重要基地。茂南三高良种繁殖基

地自主研发的奥本奥尼罗非鱼荣获“广东省名牌产品”

称号，被列为国家星火计划项目，种苗畅销中国各地及

越南、尼泊尔等国家。罗非鱼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建

设，成为粤西罗非鱼产业创新的发动机。

湛江官渡镇：电饭煲龙头企业带动行业标准化进程

一是企业龙头带动产业创新资源整合，推动共性

技术研发。2011 年起，由湛江官渡镇等电子信息产业

骨干企业与国内相关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科研机构

共建湛江电子信息产业联盟，围绕电饭锅智能化等电

子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和共性问题，开展产学研

合作，以项目带动研发，以研发促进应用。二是以行业

标准化建设为契机，产学研联合把握行业主导权。依

托湛江家用电器工业集团公司产品研究所、鸿智电器、

龙华家用电器厂等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华南理工

大学等高校和全国标准技术委员会电饭锅工作组等机

构的合作，推进行业标准化及系列高端平台功能的建

设。三是加强校企合作，打造辐射广泛的质量检测中

心。借助广东海洋大学、湛江师范学院等高校优势，围

绕电饭煲质量检验检测服务。

通过龙头企业带动，目前官渡已荣获“中国电饭锅

产业基地”、“中国电饭锅之乡”等荣誉称号，依托标准

化建设，走上企业强强联合、自主创新的品牌发展之

路。官渡镇龙头企业湛江鸿智电器有限公司等，凭着

雄厚的实力，竞标获得国家电饭煲行业标准制订主导

权，实现了电饭煲国家标准由湛江企业制定，全国性行

业标准会议选址湛江的行业领先地位。

云浮河口街道：石材产学研推动一体化平台建设

河口街道围绕支柱和特色产业，推进产学研结合，

打造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一是多方联合，建设石材一

体化平台。由政府牵头，联合山东大学、烟台大学，依

托云浮市生产力促进会，合力打造云浮石材产业产学

研一体化平台，建设广东省新型石材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人造石材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石材机械研发中心

等。二是产学研协作，完善平台服务功能。云浮河口

等石材专业镇，与华南理工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大学

等 30 多家高校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推动一体化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三是依靠产学研创新联盟，实施产

业共性技术攻关。河口镇石材产业产学研创新联盟，

由产学研合作逐步走向多边合作，从单个产品创新逐

步走向产业集群创新。

通过石材一体化平台建设，云浮河口把产学研合

作作为推动石材产业优化升级的突破口，目前，已形成

明显的石材产业特色和企业集群优势，成为“中国石材

基地中心”和“中国石材流通示范基地”。

阳江东城街道：五金刀剪产学研结合产业化基地

建设

东城街道平台工作重点在于产学研建设产业化基

地。一是校企合作建设产业化基地。广东阳东五金刀

剪特色产业园是第一批广东省、中国教育部产学研结

合示范基地，是粤西首个和唯一的省部产学研结合产

业化基地。二是产业化基地带动科技创新。阳东县东

城镇围绕不锈刀剪材料、热处理（淬火）工艺等技术领

域，与省工业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阳江研究院建立五

金刀剪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三是依靠产业化基地，

提供人才服务。借助五金刀剪产学研创新联盟，聘请

专家学者作技术顾问，引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人才，

通过委托培训、举办专题讲座、现场会等多种形式培训

企业技术人员，开展节能与新能源五金产业关键共性

技术等系列研究。

通过产学研结合产业化基地建设，打造技术服务

平台，初步探索出一条专业镇特色产业结构升级和经

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逐渐形成完善的刀具制造产

业链与科技服务链。

——启示与建议——
为发挥产学研合作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加快推动广东专业镇转型升级，借鉴粤西的成功

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培育良好的产学研合作氛围，建立良性互动

机制。产学研合作机制运作要以合作各方主体的感情

为纽带，建立“走亲戚式”的密切互动机制。平台和高

校、院所领导应就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发展主题保持

有效沟通，形成交流互助长效机制和助推平台建设良

好氛围。

二是健全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促进产学研长

期合作。一方面要建立和明确企业、大学、科研人员之

间利益分配机制，包括技术入股、科研人员持股、知识产

权归属等；另一方面，企业要加强与大学院所合作风险

共担机制，弹性股权结构成为产学研合作的新方式。

三是健全考核激励机制，提高平台服务水平。建

立健全科研成果转移与转化的评价制度和激励机制，

制定考核指标体系与评估实施办法，定期开展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的评估考核工作，加强动态管理和跟踪监

测，制定平台奖励实施办法，全面提升平台服务质量。

四是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灵活利用创办经济实体、共建研发机构或实验室、联合

培养人才、技术开发与转让、技术咨询或服务、科技资

源共享等产学研模式，加快建设服务区域创新的公共

服务平台。

（林涛简介：博士，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产业集群
与区域创新。）

强化产学研合作机制 构筑专业镇公共服务平台
——粤西专业镇中小微创新平台调研启示

□ 林 涛

新闻回放：
据报道，第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18件特别金奖作品
多出自广东，而其中的两件作品为肇庆端砚。据评审
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获奖作品具有设计独特、工
艺精湛、文化内涵深厚等特点，并能融合传统文化与
当代文化的精华和特色，代表着我国当代工艺美术发
展的最高水准。

濒临西江的黄岗白石村是端砚发祥地。据史书
记载，从唐代开始，村民以采石制砚或巧用石材制作
家居用品为生。全村几乎每一家都采石、开坯、雕刻、
打磨、配盒，制作端砚。而今，这一传统依旧，前村后
村随处可见户户雕砚的壮观场面。

作为广东省端砚制作销售专业镇，在从“三农”向
“三城”转变的过程中，黄岗要面对的，正是“如何将传
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融合，端砚行业如何转型升级发
挥专业镇集群经济效应”的问题。

精品之路 砚田长青留给子孙耕
制砚的“功夫台”上,一位梁姓师傅正在熟练地使

用锤、凿、凿卡、木钻、锯等工具。梁师傅说，雕砚要视

砚石硬度和题材的需要使用工具，才能更好地发挥端

砚雕刻技艺。

黄岗街道办事处的邓欣怡介绍，近年来，黄岗连续

举办了两期端砚知识培训班，培训端砚创作和雕刻艺

术、理论知识、工艺美术基础等，很多砚工的技能提升很

快，珍惜砚石，精工细作已成为白石村耕砚人的共识。

砚石是不可再生资源，珍惜和合理利用砚石资源

是端砚生产专业户必须确立的理念。黄岗街党工委

的周细携介绍，如今，端砚的使用价值发生了新的变

化，原来磨墨功能逐渐淡化，端砚生产由“大路货”为

主转向“精品”端砚为主。秉承不浪费一小块砚石的

理念，如今，越来越多专业户开发将砚石边角料做成

精美的摆件、玩件、挂件、饰件等旅游工艺品，拓宽砚

石的利用空间，增加砚石的附加值。

不断创新 坚持传统不等于墨守成规
传承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不断创新，传承

才有活力。

黄岗生产的端砚，既保持了传统工艺的民族特色和

地方特色，同时在造型、构图、题材、立意上又有新的突

破，创造了端砚实用之外的新艺术意境。如端州古邵图

大端砚，巧妙地将古端州缩龙成寸，并将砚池收藏其中，

看似雕塑、古董，但又可磨墨挥毫，令人叹为观止。

端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人文价

值，其不可复制的手工工艺水平、精致的雕刻手法正

赋予了其第二次生命。

黄岗街政协联络处的简志华说，近年来，黄岗全

力开展为端砚加工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支持端砚行业

协会制定和推行行业技术标准、组织多种形式培训，

提高端砚从业人员认识石材图案结构布局能力、与科

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关系，用科技手法解读端砚石质，

尝试创新雕刻工艺等方面工作。

在艺海端砚坊，年已七旬的雕砚世家传人、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罗海专注用传统技艺精耕细耘端砚。

大师的儿子们既是雕刻艺术家又为艺术品经营企业

家，他们主张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强调创意、科技、管

理三要素缺一不可，同时尝试用更科学的办法解决人

力成本高、产量低、天然材料消耗大、产品形态陈旧、

产品同质化等问题；他们重视自主知识产权保护，重

视挖掘端砚题材的内在涵义。

转型升级 推进产业化发展
黄岗通过加大科技资金、科技人员的投入，搭建

端砚工艺技术的开发平台等措施，使端砚行业转型为

文化产业。黄岗街党工委的白文基委员提炼了“四个

加大”来介绍黄岗端砚专业镇转型升级工作。

一是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促进产业持续发展。充

分利用行业协会的优势，鼓励艺人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申报职称资格。

二是加大宣传，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利用国内外

重大活动，走出去提高端砚知名度。在市委、市政府

和区委、区政府，以及端砚文化协会的组织下，端砚企

业连续参加中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中国（深圳）国

际文博会等，展出端砚精品，彰显端砚特色，借助展览

宣传端砚文化，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另外，还抓住奥运会和亚运会的机遇，使端砚成为指

定礼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通过举办富有民间特

色的伍丁师祖节活动，营造氛围，增强社会影响力。

三是加大投入，推进产业化发展。累计投入资金

近 200 万元到村委会、重点骨干企业进行产品的研制

开发、技术指导等，以此带动端砚经济的快速发展。

10 多年来端砚行业已发展到有大小制砚厂家、作坊

300多家，年销售额近 3亿元，涌现出一批具有一定规

模和市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

四是加大创新力度，打造肇庆旅游新亮点。街委、

街办事处提出了建设“端砚文化旅游村”发展新思路，

在市、区领导的高度重视下，项目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丰富内涵 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丰富端砚的文化内涵，增强端砚的文化感染力已

成为端砚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标。目前，在端州一路

与肇庆大桥交汇处的工地上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

象。这片占地 12万平方米，在白石村原有村落的基础

上形成的端砚文化旅游村，将集文化鉴赏、生态休闲、

旅游购物于一体，将成为端砚文化展示的一个窗口。

游人可通过进村大道入村观看农家制砚的全过程，重

演端砚原有的历史风貌和丰富的文化底蕴。而端砚博

物馆，将建成一个大型、中高端展示优秀端砚的平台，

通过声、光、电的高科技手段立体展示端砚文化。

这个总投资 5 亿元的项目是黄岗街道招商引资，

引导端砚行业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举措，接过橄榄

枝的是著名的文化创意产业集团——德业基投资有

限公司。

据该公司的李伟洲透露，端砚文化村将以文化创

意产业为核心，建设标志性文化广场，文房四宝商业

街，端砚文化工作坊，工艺美术大师村，艺术家园，文

化主题星级酒店，端砚历史文化长廊等。还将组织专

家学者开展端砚发展战略研究，续深挖掘利用古镇、

古村、古居等生态人文资源，延伸产业链。把简单、粗

放的传统端砚作坊集聚地演变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促进黄岗集群经济发展。

上图为白石村制作端砚家家有绝活，雕刻刀法因
门派不同至今仍披着一层神秘色彩。梁佩阳端砚工
作室的师傅在雕刻端砚。 摄/潘子欣 李嘉 丘文尉

耕砚人永远的春天
——走进转型升级中的广东专业镇·肇庆端州黄岗

揭阳地都镇：将对虾养殖建成“一镇一品”示范项目

科技日报讯 近日，空港经济区提出，要继

续鼓励支持各地开展“一镇一品”创建活动，重

点把地都镇南美白对虾养殖项目建设成全区农

业“一镇一品”示范项目，将地都镇打造成区农

业“一镇一品”示范镇。加快专业镇集群经济发

展，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

场和种养大户等经营主体，力争今年全区新增

1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卜芥）

梅州水口镇：加快专业镇转型升级步伐

科技日报讯 水口镇是工艺专业镇，近几

年，该镇从生产纯手工编织的篮、箩、筐等传统

实用工艺品，发展到由各种农产品原材料混合

金属材料，融电动、电声、光源于一体的具有各

式造型的装饰工艺品，其科技含量和产品附加

值均有较大提高。该镇及时为企业解决生产、

经营、销售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问题，成立了“水

口镇生产力促进中心”，为加快工艺产业的转型

升级创造条件。

近日，梅州市副市长熊友华到水口镇，针对

该镇在建设省级工艺专业镇方面的科技工作进

行了重点调研。 （卜芥）

隋唐石砚的形制，大体以箕形、方形为多，

并已从三足变为多足。这也许由于古人席地而

坐，制砚也要适应之，故其足也较高，以利于用

砚时方便挪动及用后洗涤之。

到了唐代中叶，桌椅之制作较为普遍，人们

摆脱了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端砚乃至文房诸

用品自然被置于台上。因而砚“足”似有点多

余，有足的亦相对地缩短了。

图为中国端砚展览馆收藏的古砚。
图文/李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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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砚，如经过文人墨客之手，多在砚底、砚侧飧诗、刻铭、题款，镌刻砚铭。特别是一些石质较好，艺术价值较高的端砚，往往综合了雕刻、绘画、诗

词、篆刻于一体。不少文人雅士对端砚爱不释手，自谓有砚癖，并以此为荣。人们对鉴赏端砚上的镌诗、题铭也是一种艺术享受。

——中国端砚展览馆李伟洲
很多收藏者认为，只要石材名贵，端砚便价值连城。其实不尽然，端砚的价值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在其工艺水平上，艺术会赋予端砚第二次

生命。应当从欣赏艺术和历史文化的角度去品味端砚的价值，而不仅仅是以此作为投资品，更不能抱着投机的心态。

——肇庆市端砚协会王建华

■赏砚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