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一座梧桐之城，街边巷尾随处可见

高大挺拔的梧桐；武汉，一座大学之城，在校

大学生 120多万人，每年毕业生人数约 30万，

居全球城市之首。

青青梧桐，莘莘学子。为激发大学生创

业潜能，给大学生营造“私人定制”的创业环

境，武汉市从 2013 年起全面推出“青桐三部

曲”，一年来全市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

800 万平方米，国家级孵化器 22 家，累计融资

5.6亿元。

第一部曲：实施“青桐计划”，让创业大学
生“拎包入驻”

让创业大学生“拎包入住”——这是从

2013 年 8 月起开始实施的“青桐计划”的目

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青桐计划”给创业

大学生开出如下优惠菜单：

开设大学生创业特区，为在校或毕业五

年内在武汉创业的大学生免费提供办公场地

及基本设施；每年评选奖励 100 名大学生“创

业先锋”；设立不低于 1 亿元的天使投资基金

和创业种子基金扶持大学生初创企业；每年

安排 2000 万元的大学生创新创业专项资金；

每年设立贷款期为 2年的 1000万元高校毕业

生创业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并由财政全额贴息

……

“青桐计划”启动后，科技企业孵化器在

武汉遍地开花。据统计，目前武汉全市已建

成科技企业孵化器超过 800 万平方米，国家

级孵化器达 22 家，孵化器数量和质量均居全

国大城市首位。

一年来，武汉新增大学生创业企业（团队）

超过 1000个。华中科技大学“90后”大学生付

小龙2013年12月创办了武汉滴滴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专注恋爱相关产品的研发。他在光谷

申请了 100平方米的免费办公场地，还获得了

十万元左右大学生创新创业专项资金。

“有了政策扶持，就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也腾出来更多精力做产品研发。”付小龙说。

目前武汉市现有创业孵化器已全部满

员，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今年武汉将持续

加大建设投入，目标是使全市创业孵化器面

积突破 1000万平方米。

第二部曲：举办“青桐汇”，打造汉版“巴
菲特午餐”

举办16场，场场爆满，达成创投交易40多

项，累计融资5.6亿元——这是2013年12月启

动的“青桐汇”举办一年后交出的成绩单。

武汉市科技局政策法规处处长、“青桐计

划”办公室主任彭华魁说，“青桐汇”就是汇聚

项目、汇聚资金、汇聚信息、汇聚人才、汇聚导

师“五位一体”，搭建青年创业者与创投资本

对接、与创业导师对话、分享创新创业经验的

平台。

付小龙曾参加第一期青桐汇：“有些投资

者会主动找上门，在这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投

资的东西。”

“青桐汇”得到武汉地区许多高校的积极

响应，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武汉理工大学等纷纷举办了不同主题的

“青桐汇”活动。

一年多来，“青桐汇”引来了不少像软银、

阿里巴巴、雷军这样的大腕。大学生创业企业

奇米科技的“九块邮”和“卷皮网”业务，在“青

桐汇”得到国际资本软银赛富的青睐，创下“青

桐汇”单笔3500万美元的最高融资纪录。

彭华魁介绍，如今的武汉光谷，基本实现

了“天天有咖啡、周周有路演、月月青桐汇”，

众多天使投资人集聚于此，争投学生们的创

业项目，很多项目一出来就被下手快的投资

人抢走。

第三部曲：创建“青桐学院”，助“业余选
手”蝶变“职业选手”

为帮助大学生从创业的“业余选手”蝶变

成“职业选手”，2014 年 6 月，专门为创业学子

提供免费创业培训辅导的“青桐学院”在武汉

理工大学创业园揭牌成立。

时任武汉市市长唐良智亲自为“青桐学

院”揭牌，并为数百名创业学子讲授了第一

课。他说，学历代表过去，能力代表现在，学

习力最能代表创业者的未来。

“青桐学院”有着强大的科教资源支撑：

知名创业人士——《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

文担任“青桐学院”首任院长，武汉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等本地 7 所重点部属高校校长担任

名誉院长。

“这样的阵容就是想打造‘青桐学院’的

品牌优势，充分调动武汉高校对大学生创业

的支持和关注。”彭华魁说。

“青桐学院”打破了大学的院墙藩篱，把

国内外创业辅导培训资源整合到了一起。彭

华魁说，“青桐汇”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找

资金、组建团队的平台，而“青桐学院”则针对

大学生在创业中遇到的更细的问题，对于他

们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青桐计划”、“青桐汇”、“青桐学院”共同

奏响了助力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青桐三部

曲”。如今的武汉正吸引八方学子前来落户

创业，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大学生创业企

业和创业者。

武汉安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AVL 移动反病毒引擎”在 2013 年度全球反

病毒测试中一举夺魁，首次让中国的安全软

件站上了全球反病毒顶级舞台；付小龙创办

的武汉滴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了世纪佳

缘 1000 万元的 A 轮融资；武汉尼万股份科技

公司和武汉聚鑫智能科技公司这两家大学生

创业企业，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成

功登陆“四板”市场。

据统计，2014 年从武汉高校毕业选择留

汉的大学生约 11万，其中创业人数达 2万；许

多外地大学生也被吸引前来创业，在武汉

2013 年评选的首批 100 名大学生创业先锋

中，有 34 人为武汉以外高校毕业的大学生，

其中 24人为境外到武汉创业。

武汉“青桐三部曲”打造大学生“创业梦工厂”
□ 本报记者 刘园园 通讯员 黄 卉

1月 19日，位于北京华贸中心的富电科技充电站落成并开放。充电站首期 100台充电桩，包括 2座地面光伏智能充电站和地下
超级智能充电站，光伏组件转换效率为 22%。充电站将提供智能化、网络化、远程化服务，用户可通过手机 APP预约充电和付款。据
悉，为推广新能源汽车，北京市对充电设施建设运营采用自由竞争、公平开放的市场准入原则，鼓励社会各方资本参与充电设施建设
与运营。 本报记者 张佳星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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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宣传PPT进校园
科技日报讯 （毛千）为进一步增强中小

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确保寒假期间出行安

全，日前，秦皇岛铁路公安处平谷车站派出所

民警深入沿线五华里中小学校，开展铁路安

全宣传活动。

宣传前，由懂得电脑的年轻民警制作了

PPT，通过动画图片与文字结合的方式向学

生们展示铁路设施照片以及哪些行为是危及

铁路运输安全的，哪些行为可能带来人身危

害。宣传中，派出所民警通过 PPT 讲解、安

全问答互动、发放带有安全提示的学习用品、

漫画挂图宣传、发放警民联系卡等形式，重点

强调可能危及铁路行车安全及自身伤害的事

项，图文并茂提醒学生远离线路，在确保自身

安全的同时当好安全宣传员和监督员。

太原公寓管理段“微建议”话安全
科技日报讯（刘斌）近期，太原公寓管理

段在“安全风险管理大家谈”活动中深入挖掘

新媒体舆论引导作用，在段微信公众平台重

点推出了“安全风险管理大家谈—体会文

章”、“十个我言论—画与话”和“太寓好声音”

等 3个精品版块。发起“十个我”漫画作品和

“安全小故事”征集活动，组织有绘画特长的

青工进行有针对性的创作，发动老职工讲述

身边的险情、险事，从中整理出职工喜闻乐见

的安全故事。从车间班组“我也来一条”活动

互动平台上，摘选好人好事、先进典型、功臣

靓照等内容，择优刊发在“太寓好声音”上，在

全段车间班组中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

氛围，传播了正能量，弘扬了“后勤不后站”的

安全文化理念。

首届“第三方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举行
科技日报讯（王月菊）近日，由中国科学

院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中关村兰德科教评价

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

心联合召开的“第三方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

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科学

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科研院校 80多位专家

参加了会议。

与会专家分别从政府、科研、学术、技术转

移和交易、产业等多个视角分析了第三方评价

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意

义，并针对如何开展研究这一新的课题、第三方

科技评价应该如何组织以及科技评价人才的

培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对中关村

兰德科教评价研究院开展第三方科技评价工

作注入了新生力量，为建立和完善第三方科技

评价机制拉开了序幕，为我国第三方科技评价

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届全国科学机械养殖技术论坛召开
科技日报讯（项雯）日前，由中国老科学

技术工作者协会教育分会主办，中高科创（北

京）技术推广中心及辽宁省海城市华烨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承办的“白羽种鸡、肉鸡新型机

械养殖技术及首届全国科学机械养殖技术论

坛”在北京召开。来自湖南、江西、黑龙江、辽

宁等省（市、地）50 多名农业技术人员参加了

会议。与会专家围绕科学养殖、喂养食料的

加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各自发表了见解。辽

宁省海城市华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亿家快帮手”系列喂料机专利发明

人熊克斌向大家介绍了研制“亿家快帮手”系

列喂料机的经过以及功能和使用方法。与会

者一致认为，“亿家快帮手”系列喂料机不但

能够减轻人工养殖的劳动强度，而且减少了

喂养时间。使用全自动投料机，不仅计量准

确，效率提高，也减少了鸡因为超时等待而争

食受伤的情况，直接提升经济效益，大大提高

了养殖业的现代化水平。

一平方米土地能干什么？栽一棵树或

者种四株青椒？马长军的答案是可以育 500

颗苗。

“黑黝黝的基质以很小的体积满足苗子

长期养分的需要，这相当于一块航天员的压

缩饼干，虽然小，却提供了全部的营养。”将一

立方米的土地营养提取出来，压缩成一个盅

子，成为植物用之不竭的生命之源，这便成了

济南商道科技公司董事长马长军口中的“压

缩饼干”。

但这块“压缩饼干”，好吃却难做。

寻找新材料取代“老三样”

作为一种现代化的育苗方法，育苗基质

主要是将植物的苗体固定于掺入有机和无机

基质的固体基质中，以提供养分和氧气。传

统基质的原材料，是以草炭为营养材料，以珍

珠岩和蛭石作为骨架材料，但它们像煤和石

油一样不可再生。

寻找新材料取代“老三样”，是马长军的

首要考虑，但接下来上马基质项目遇到的阻

力，让他万万没想到。

2004 年的中秋节本该是其乐融融的日

子，在商道公司会议室里，马长军却接受着董

事会成员的“拷问”：从清早到晚上八点，七个

董事会成员一边倒的倾向几乎让项目“难

产”；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专家甚至提出十个否

决的理由：就是不能上！

对于以草炭为主的基质生产企业来讲，

草炭基质赚钱的“短平快”是显而易见的,但

研发却有深不见底的风险，更何况它是一个

占用资金的长线工作：可能要动用 200、300万

元，并且投进去以后，第一要租地，第二要整

理场地，第三要买设备，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

基质行业是刚起步，没有配套的设备。有董

事质问：“你花钱都买不来设备，你只有自己

研究，你累不累？”

“中转慢”则更让人怵头。有多慢呢？马

长军需要一次性把一年的秸秆都收来，放一

年，资金压一年；第二要租场地，230 亩，每年

要交 23 万元，对这家农企来说，2004 年左右，

23万元可谓天文数字。

“拼了！”尽管困难重重,但都没能架住马

长军的牛脾气，他拍了桌子，这个事情必须

干！

从 2005 年开始，马长军拿出资金开展研

究，主要寻找当地的原料。但事情并没有想

象中的简单——

第一年，马长军就失败了。

“当时堆了五个大山，每天要堆，三四天

一座山，秸秆一排几百米长。眼见着每天早

上秸秆雾气腾腾，后来十天半月，每天都在下

降，因为我们卖基质是卖体积的，不是卖重量

的，就看着那五座山慢慢塌下来，变得很小很

小，变成了蒸汽，变成了废水，彻底烂在了那

里。”后来，马长军总结道：“虽然处理秸秆的

初衷是好的，但是方法不对，或者技术达不

到，就会带来新的麻烦。”

问题接踵而至，随着处理秸秆体量的增

加，慢慢地，秸秆在当地又成了“紧俏货”，逼

迫着马长军到全国各地找肥料去。

……

不怕远征难攻下“五座山”

每当事业的爬坡期，马长军总会想到“长

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

乐观当然是一种艺术化的表达，现实远远要

比高度凝练的艺术复杂千万倍。

秸秆要降解，需要碳源需要氮源，需要微

生物来完成这个过程。这本是生物学上的一

个常识。但刚刚跨入基质研发领域的马长军

并不懂。

“必须补充氮源！”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王禄山教授是这方面的专

家，他的一句话让迷茫中的创业者恍然大悟，

“尿素作为一种无极氮源，就可以补充进去，

它可以促进微生物的增长，促进降解。”

“先用翻堆机翻，翻的比较均匀，然后就

可以堆成条。通过翻堆就可以增加氧气，让

水分散失。”在专家的帮助下，马长军搞明白

了秸秆发酵的原理，过了第一个关口，并开始

了大规模的发酵。

准备大量发酵秸秆之前，马长军发现，那

五堆秸秆，有一堆小一点的并没有腐烂，而且

发酵的效果还不错，后来马长军观察到，那堆

秸秆中含有大量的牛粪，那为什么这堆秸秆

没有腐烂呢？

济南郊区是一个奶牛养殖大区，到处可

见奶牛，牛粪堆积。在这之前，马长军就定过

那边的牛粪，“牛粪鲜的时候，是一滩泥，干了

的时候像铁皮，没有办法把它掺到基质中。

没办法，几千方牛粪就在那儿扔着。”

早就想过的念头，存在了两年的牛粪，居

然在一个创新的尝试中，排上了用场，如果不

是坚持，那牛粪可能永远只是废物。

牛粪与秸秆一起，正好使牛粪中的氮

元素与秸秆中达成了细菌最适合生存的比

例，为发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虽然

这个偶然发现为马长军解决了难题，但是

要大规模的生产，还需要摸索如何使其适

应生产实际。

“我们的产品是有质量标准的，我们取用

牛粪和秸秆发酵的时候就遇到了难题，牛粪

有鲜的，它再来之后还有干的，怎么办？和专

家合作，建立健全化验室，对每一批原理进行

化验，在发酵之前都是湿的来了加干料，把秸

秆晾晒混一下；干的牛粪往里面喷一些水，就

要达到一定程度的相对湿度，就是固定原料

的含水量。”聪明人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种菜本来离不开土壤，如今，济南市遥墙

镇的农民不用土，却种出了又好吃又安全的

蔬菜。

在遥墙镇桥南村的大棚里，黄瓜、西红柿

都长在由玉米秸秆经特殊发酵后生成的有机

基质上。这种基质将秸秆变废为宝，既解决

了土壤问题，又在消除机场周边“狼烟”上大

显身手。

“定植辣椒苗的大棚里，以前是用草炭，

现在用秸秆，相比较而言，用基质做出来的苗

子，发病率要远远小于用土壤做出来的苗

子。”这是经过科研人员实验后的结果，也是

马长军向人们展示的基质的魅力。

“人工土壤”的国产化，使得马长军所有

的操心、生气、着急有了回报，也引起了国家

部委的注意，国家科技部、农业部都纷纷拿出

专项支持这一项目。

“服务农业需要有高度、深度、广度，这个

事就是我们做事业的深度。”马长军如是评价。

济南商道科技公司济南商道科技公司：：一块一块““压缩饼干压缩饼干””的研发史的研发史
□ 本报记者 王延斌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海滨）1 月 10 日，山

西唯一拥有新能源汽车完整产业链的皇城相

府集团公司，已经有 20 辆崭新的纯电动公交

车投入使用。恰在此时，山西省推出未来三

年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给予营销补助，并

免收新车上牌费、减半征收省内高速公路通

行费等 14 项优惠政策，助推全省新能源汽车

快速发展。

皇城相府集团总经理王霞说，这次山西

省新能源汽车政策的出台，让我们看到了市

场的春天。我们将加大研发力度，适合市场

需求，做出更高质量和水平的电池，来布局新

能源汽车的市场。

为了给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降低购车成

本，山西将为生产企业提供营销补助，具体补助

标准是：2015年电动客车每辆5万元，电动轿车

每辆2万元，电动专用车每辆1万元，甲醇客车

每辆1万元，甲醇重卡每辆1万元，甲醇轿车每

辆5千元，甲醇多用途乘用车每辆2千元，燃气

重卡每辆 1 万元，燃气轻（微）卡每辆 2 千元。

2016—2017年补助标准减半，对于购买新能源

汽车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新政也给予税费优

惠，如免收新车上牌费用、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

场免收停车费等。此外，2015—2017的三年里，

对标注的燃气重卡和甲醇重卡汽车，山西境内

高速公路还将减半征收通行费。

山西此次出台的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的若干政策措施，不仅要

对汽车生产企业补助，还对各地新能源汽车

的应用比例提出了明确要求。地处长治的山

西恒昌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新能源汽车配

套生产企业。该公司引进了清华大学电动汽

车项目组最新科研成果，实现动力电池的产

业化，并已形成日产 5 万只电池的生产能力，

其中的 15项专利使电池的循环使用寿命达一

万次以上。

山西出台14项优惠政策助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志强）贵州省第三

届产品创新设计大赛于 1 月 9 日圆满落幕。

贵州凯星液力传动机械公司创新团队研发的

“TIC 自动变速箱电控系统”等 25项作品分获

一二三等奖。记者同时获悉，该省自 2012 年

以来举办该项大赛，现已成为引导企业创新

发展的重要平台。前两届获奖作品转化为新

产品比例达 45%和 48%。

为引导和提升该省工业新产品的设计、

创新、开发能力，贵州省科技厅和省经信委

等部门从 2012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产品创

新设计大赛。大赛重点突出“创新、创意、创

造和创新团队培养”，是主要面向全省各类企

业、科研院所、高校大学生及社会公众的一项

群众性科普活动，为众多中小企业、大学生提

供了展示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的机会。

由于大赛获奖作品大多贴近市场发展和

企业生产需求，颇受企业青睐。第一届获奖

作品有 11 项被企业应用转化，其中南方汇通

公司的“铁路货车转向架构翻转机”售出产品

450 台，销售额达 2600 万元。第二届获奖作

品有 16 件转化，贵州省复合改性聚合物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同步纤维浸渍加热烘

干机”，已产生 2500 万元经济效益；贵州航天

天马机电科技公司的“某摇摆台结构设计”，

已获经济效益 1000万元。

本届大赛去年 5 月开赛以来，报名作品

达到 190 件，较上届増加 30%，参赛人数达

622 人，包含 151 个团队和 18 名个人参赛。

贵州凯星液力传动机械公司创新团队的参

赛作品“TIC 自动变速箱电控系统”，因有效

解决了企业主导产品液力变速器国产化的

一个重要技术核心难题，而以高分获得大赛

一等奖。

贵州产品创新设计大赛引导企业创新发展

科技日报讯 （李昕泉 刘廉君）去年 12

月 21 日，国家矿用安全标志认证中心向冀中

装 备 集 团 石 煤 机 公 司 研 制 的 国 内 首 台

WLR-18矿用防爆锂离子蓄电池无轨胶轮车

颁发了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这是该中心

颁发的首个新能源矿用运输车类“安标”证

书，石煤机公司因此也成为国内首家取得新

能源矿用无轨胶轮车“安标”证书的企业。

石煤机公司自 2009 年就专门成立技术

攻关课题组，着手对新能源无轨胶轮车进行

广泛调研和技术开发。经过科技研发人员对

锂离子蓄电池在矿用无轨胶轮车中使用的可

行性与安全性进行反复论证和试验，在攻克

了许多新技术难关后，最终于 2012 年成功将

锂电池作为动力源应用在煤矿井下无轨胶轮

车上，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为促进绿色环保矿山建设，推动电动无

轨胶轮车在煤矿井下的使用和发展，石煤机

公司作为该领域的倡导者和响应者，积极牵

头制订“矿用防爆锂电池无轨胶轮车通用技

术条件”，并参与了“煤矿用无轨胶轮车安全

使用管理规范”的制订。国家矿用安标认证

中心也对此项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多次组织

权威专家对石煤机公司研制的 WLR-18 矿

用防爆锂离子蓄电池无轨胶轮车进行技术调

研及评审，最终通过了对该产品的煤矿安全

标志认证。

首个新能源矿用运输车类“安标”证书花落石煤机

海南省知产专家入选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
科技日报讯（冯振茂）近日，国家知识产

权局公布了第二批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和

第四批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程百名高层次

人才培养人选名单，海南大学副教授全红霞、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富有2名知识产权

专家成为第四批全国百千万知识产权人才工

程百名高层次人才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知识

产权人才类培养人选，该类人才入选国家知识

产权百名高层人才库名额30人，对推动海南省

知识产权人才体系建设起到积极带动作用。

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城开工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志伟 通讯员欧阳

静）1 月 15 日，中国-东盟北斗科技城在湖北

黄石市开工建设。同时，中国-东盟北斗示

范城也在黄石启动据悉，中国-东盟北斗科

技城将建成集北斗应用和服务产业体系、北

斗产业孵化体系、科技体验和休闲观光体系、

国际高端学术交流和技术外包服务体系等为

一体的中国一流国家级北斗科技城。武汉光

谷北斗公司与黄石市政府携手，将集聚北斗

技术及产业发展势能，并以此作为国内的北

斗技术及产业推广点，全面推动东盟国家、乃

至全球的北斗联动发展。

■■图图 SHOWS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