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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绕在太行山际，穿梭在峻岭之间，红旗

渠宛若掉落人间的天上银河，游走于太行绝

壁。这不是一个神话传说，这是 10 万林州人

苦干 10 年创下的人间奇迹。一渠飞架送来

“救命水”，这条“逆天”人工河整整流淌了 50

年，成为林州人民离不开的“幸福源”。而当年

一钎钎一炮炮锤炼出的红旗渠精神，也在 50

年的历史中淬火升华，在筑梦中国的实践里历

久弥新。

逼出来的“逆天”勇气，
斗出来的“救命”长渠

50 年后，当人们折服于红旗渠的惊天气

魄时，也常常会问是什么给了林州人“逆天建

渠”的勇气。有人说，红旗渠是逼出来的。死

地求活，绝境求生，被逼到死路的林州人，迸发

出了战天斗地的勇气。

八百里丹岩赤壁，太行山稳坐中原，如筋

骨般上撑开天，下镇住地，但惟独没有照顾山

脚下这群朴实的农民，旱是烙印在林州人骨子

里的痛。从 1436 年到 1949 年，林州出现较大

旱灾 104 次，大旱绝收 38 次，人人相食 5 次；新

中国成立初年，林州全县 550 个行政村中需要

翻山越岭、远道取水的就有 307个。

盼天下雨，盼地有河，盼泉长涌，盼水长

流，盼吃水不出村，盼种田有水浇……对水的

渴望催动林州人动手找水，打旱井、修渠道、挖

池塘、引山泉，一批引水工程建成却依然禁不

住旱魔肆虐。林州人发现，想要引来生命水，

就必须修建一条“救命渠”。

“ 宁 愿 苦 干 、绝 不 苦 熬 ”，被 逼 急 了 的

林 州 人 下 定 决 心 凿 开 太 行 引 水 进 家 门 。

1960 年 的 正 月 十 五 ，林 州 人 鼓 足 了“逆 天 ”

的 勇 气 ，在 轰 隆 隆 的 开 山 炮 响 中 迎 接 新 的

春天。

上无寸物可攀，下无片地可立，林州人

腰系缆绳，飞荡峡谷开山炸石；物资短缺，农

民自带工具干粮，自制炸药石灰。凿穿青年

洞，撬开“老虎嘴”，截留浊漳河，强攻红石

崭，为引一渠清水，林州人攻克下一个个天

险，甚至 81 人为此献出生命。10 年苦战，林

州人削平 1250 个山头，钻隧洞 211 个，架设

渡槽 152 座，终于修通 1500 公里长的生命长

渠，引来“救命水”。

一条飞渠改写了命运，
一种精神带来了力量

站在红旗渠岸，前看不见头，后望不到边，

抬头是千仞峭壁，低头是万丈深渊，这条飞荡

在太行山间的“逆天”长渠，不仅一圆千年吃水

梦，改写了林州的命运，也成为林州人拼搏奋

斗的精神“发动机”。

红旗渠建成，60 多万人口吃上了水，54 万

亩良田浇上了地。50 年来，红旗渠累计引水

超过 125 亿立方米，灌溉农田 4600 多万亩，实

现粮食增产 17 亿公斤。“红旗渠不仅给林州引

来了水，也培养出一批技艺娴熟的工匠，磨砺

出了最纯粹的匠人精神，这是一笔巨大的财

富。”林州市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蕾

说。80 年代，走出太行山务工的 10 万红旗渠

匠人，以他们高超的技艺和不怕苦的精神走遍

全国，甚至踏出国门，时至今日，红旗渠建筑队

仍然是建筑行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在林州，苦难磨砺出来了人的犟脾气，红

旗渠的建成给这个犟脾气找到了最好的出

口——敢想、能干、不怕苦。浸润到骨子里的

韧性与坚毅，锤炼于红旗渠 10 年建设的磨砺，

让林州人更敢于和天地叫板，历重劫而不复，

逢危难而不倾。

大垴村是林州最偏僻的村，长在海拔 1750

米的高峰上，脚边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悬崖。为

了让村里人过上好日子，26 岁的许存山带着

乡亲们铺路架电。500 多公斤的电线杆 100 多

根，几千米的陡峭上路，整整抬了 2 年；修路的

4年里，全村人挖出了 48万土石方。

“对林州来说，红旗渠不仅改变了林州人

的生存环境，更给林州人注入了勇气，带来了

力量。只要心中装着一个梦，红旗渠精神就能

支撑我们干出更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这就是红

旗渠精神的力量。”林州市长王军说。

时代中淬火升华，筑梦
中历久弥新

远眺太行，连绵的山峦之间有一个豁口，

在林州人的故事里，这个豁口是鲁班路经太

行，劈山而过留下的痕迹。从愚公移山的历史

神话，到红旗渠的现代传奇，再到今天林州人

的致富故事，太行山下的传说都浸透着同一个

心怀理想而不畏艰苦、勇于拼搏的精神，亘古

未变。

河南省社科院政治与法学研究所所长闫

德民说：“红旗渠精神不是一个时代的印迹，50

年的沧桑巨变，时代赋予了红旗渠精神更多的

内涵，创新、智慧、难而不惧、富而不惑、奋斗不

已、自强不息，红旗渠精神在时代中淬火升

华。”

石梅平有时间就会带领员工徒步走上红

旗渠。“我想带大家看看我们的父辈们是怎么

干的，再想想我们干了什么。”她说。

20 年前，这个瘦弱的林州女人从地摊做

起，如今已拥有千万资产的企业。石梅平说，

每次快被困难压倒时，她都会到红旗渠上放开

嗓子大哭一阵，哭完了问问自己，还有什么事

比修渠更难，一下子就有了劲。

“先祭谷公后祭祖宗”，这是距离林州上千

公里的福建东山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被敬称为

谷公的谷文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林州人。为

改善百姓生存环境，他带领东山人民战天斗

地，苦干 14年终将荒岛变宝地。

“红旗渠精神不是只有林州才有的特殊符

号，它代表的是一种中国精神，汇聚着中国力

量。”河南省社科院科研处长袁凯声说。

登临太行之上，俯瞰脚下，昔日荒凉的县

城已崛起成现代之城；遥望中原，中华民族在

复兴之路上屡创辉煌。

“当年，为了引来一渠救命水，英雄振臂一

呼，群众云集响应；今天，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

中国梦，更需要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

毅力，在人民筑梦的实践中，红旗渠精神必将

历久弥新。”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说。

（新华社郑州4月4日电）

红旗渠总干渠通水50周年

“逆天”人工河还能流多久？
新华社记者 宋晓东

沈阳生产的数控机床用机器人在第13届中国制博会上亮相。加速老工业基地改革振兴，更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
的道德滋养。拥有820万人口的全国文明城市沈阳市，持续扎实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打造城市发展的崇高精神坐标，凝聚再振
兴的不竭精神动力。 新华社记者 李钢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余旭华）
为加快推进湖南省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建

设，培育形成千亿级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4月2

日—3日，湖南省在长沙召开了“惟‘网’有才，于

斯为盛”为主题的2015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

湖南省副省长黄兰香表示，今年，湖南省还会

在移动互联网+文化，+旅游，+城市管理，+新农村建

设等领域谋求新突破。2015年，湖南希望能实现移

动互联网产业发展100%以上增长的总体目标。

长沙市市长胡衡华介绍，长沙一直重视移

动互联网产业发展，在“互联网+”这一风口形

成之初就形成了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专项规划

和政策，并在长沙高新区着力打造移动互联网

产业的聚集区。未来几年，长沙将开展“柳枝

行动”，每年投入 1亿元以上专项资金扶持互联

网企业发展，放大政策、人才、投资和服务的洼

地效应，努力将长沙打造成为中部地区互联网

的梦工厂，全国移动互联网的第五城。

湖南省、市、区三级政府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

扶持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政策及措施，三级财政连续

5年每年安排4亿元，从市场主体培育、高端人才引

进、创业投融资、技术创新、消费市场培育等方面发

力，围绕移动互联网产业要素扶持企业发展。

据悉，截至 3月，长沙高新区新增移动互联

网企业已突破 600家。长沙高新区制定的移动

互联网产业五年发展规划，亦提出到 2020 年，

打造形成移动互联网企业过千家、从业人数逾

5 万人、产业规模达千亿元的移动互联网产业

集群，把长沙高新区建设成国内领先、特色鲜

明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产业园区。

长沙构筑全国互联网创业“第五城”

科技日报北京4月3日电（记者张强）3日，

“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再次

向华人榜样致敬，11个杰出华人和群体赢得了世

界的“点赞”。其中，“中国氢弹之父”、中国科学

院院士于敏，著名艾滋病专家、艾滋病鸡尾酒疗

法发明人何大一，国际大气科学界最高荣誉卡

尔·古斯塔夫·罗斯贝奖章获得者王斌，作为华人

科技界的杰出代表捧起大奖。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盛典将终身成就奖颁

给了两位华人大师——“中国氢弹之父”“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将毕生心血倾注于祖

国氢弹事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和著作等

身，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等八大门类

均有卓越造诣的国学大师饶宗颐。

据了解，英国皇家注册建筑设备工程师协

会（CIBSE）主席奖的首位华人获奖者、大学生

裘嘉毅，因用计算机模拟了在伦敦地区地源热

泵系统所能发挥的潜力，为人们开辟了建筑创

新和节能的新思维，而获得希望之星大奖，为

科技界注入新鲜血液。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获终身成就奖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

员李奇 刘龄予 卿小娟）有视力，却

不愿与人对视；有语言，却很难与人

交流；有听力，却总是充耳不闻；有行

为，却总与人愿望相违……4 月 2 日，

世界第八个自闭症日。一群被称作

“星星的孩子”，在湖南首次成为微电

影的主角。

为让更多的人了解自闭症，关爱

自闭症患儿，湖南省儿童医院联合湖

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世界自闭症

日，开拍该省首部以关爱自闭症儿童

群体为题材的公益微电影《星空下的

守望》。

关爱自闭症儿童
微电影湖南开拍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郑贤 记者

蒋秀娟）随着清明小长假的来临，农业

嘉年华场馆将迎来开幕以来的游客最

高峰，为了保障游客顺利游园，场馆内

外将增加应急停车位、摆渡车等，同时

多个场馆已经添新换料，保证游客欣

赏到最佳景观。记者近日从北京农业

嘉年华组委会获悉，截至 4 月 2 日，第

三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已迎客 45 万人

次，较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据介绍，目前，农业嘉年华“三馆

两园一带”内的蔬果景观、花草绿植正

呈现良好的生长状态。为了让游客欣

赏到场馆内最佳的景观，部分植物将

更替换新。台湾浓情馆除了更替新鲜

花果原材料外，还将利用莲雾、释迦、

凤梨等台湾特色水果，新增台北 101

大楼景观，同时将增加展示 20 余个品

种精品兰花与 4株极品兰花。

此外，清明假期期间，草莓博览园

东区广场上每天都将举办主题活动。

其中 4月 5日举办的崔村主题活动，这

是北京农业嘉年华自举办以来，首次

设置的镇级主题日活动。

清明小长假
去逛农业大观园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月菊)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3 月 31 日在京宣

布，中航联创平台——“爱创客”正式

上线运行。这标志着国家提出“互联

网+”行动计划后，我国首个大型产业

互联创新平台正式启动。

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表示，“两

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制定‘互

联网+’行动计划”，实施“中国制造

2025”规划, 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

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

网金融健康发展。面对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面对经济

发展新常态下的趋势变化和特点，中

航工业作为国家高科技战略性产业集

团，以航空工业先进技术能力优势为

依托，顺势而为、集智发力，积极探索

工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新模式已成为

必然选择。

据介绍，中航联创平台是以中航

工业已有的技术、设计、制造和产业

链配套优势资源为出发点，利用网络

的信息共享、互联互通优势，激活内

部潜力、协同外部资源，跨界扩展到

全领域、全行业，打造线上线下相结

合，“互联网+开放创新+研发协同+

智能制造”的开放创新和联合创业平

台。中航联创平台已经过一年多建

设和试运行，目前注册用户和粉丝已

达 4 万人。

我首个大型产业互联
创新创业平台上线

科技日报讯 （张爱华）农机技术

人员在北京怀柔区长哨营乡一片玉米

秸秆地里，开动深松整地机，犁地深度

30 厘米以上。3 月 27 日，北京市农机

深松作业现场会在这里召开。市农

业局相关负责人说，此举可为北京发

展节水农业，推动秸秆综合利用、全

面禁烧工作的开展，顺利完成农业部

下达的 30 万亩深松作业任务，发挥

示范作用。

农机深松作业可打破土壤板结

层，有效疏松土壤，增强土壤蓄水保墒

和抗旱抗涝能力,减少土壤风蚀水蚀，

是改善耕地质量的重要技术措施。

北京市为做好农机深松技术应

用，制定了《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贴工

作实施方案》，以农机深松作业的实施

主体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为补贴对

象，采取“先作业后补贴，先公示后兑

现”的方式，推进集中连片作业，整乡

整村推进，以点带面，不断扩大农机深

松作业面积。

北京京郊推广
农机深松整地技术

（上接第一版）
用互联网+的思维打造“众创空间”，小镇

有形，梦想无限。

几乎是零门槛吸纳广大学生群体前来创

业，并且以拎包入住、免房租、多补贴等罕见的

条件帮助年轻的创业者。“梦想无论怎样模糊，

总潜伏在我们心底，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

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沈爱翔，

这位浙江大学 2011 级本科生，现在已是杭州

易路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他

说，梦想小镇吸引他们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良

好的创业生态和优惠的扶持政策，更重要的是

“有千百个满怀激情的创业者在这里，我们可

以结伴同行，放飞梦想”。

杭州华旦天使投资创办了“个推”技术服

务平台，投资了一批项目并在梦想小镇创业，

初步形成新型的产业链。他们的梦想是成为

最专业的推送技术服务商。

走在梦想小镇，让人感到这里正在成为前

沿技术和前沿信息的高地。

就在这一天，浙江大学校友创业论坛暨第

三届浙江大学校友创业大赛启动。

在梦想小镇，要通过竞赛选拔来确定入园

项目和团队。入镇创业项目将获得最长三年的

免租办公场地、最高100万元的风险池贷款、30

万元商业贷款贴息及云服务等扶持政策。“我刚

去过新办公室看过，在创业服务中心三楼，挺满

意”。“90后”CEO方惠带着他的“大福广场舞平

板电脑”创业项目和团队成员，入驻梦想小镇。

梦想小镇是创客的梦想，更寄托了余杭区

委、区政府的梦想。余杭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王姝对科技日报记者说，站在互联网+的风

口，通过打造“众创高地、禅意栖居”的梦想小

镇，就是想全力构建区委提出的战略引领规划

布局一张图，资源要素配置一本账，抓人促事

凝心聚力一盘棋。从这个意义上说，梦想小镇

更是一个区域如何实现发展梦想的路径样本。

正是有这种梦想，余杭区用互联网+的思

维和战略把握梦想小镇的发展趋势。余杭区

区长助理徐东说，在建设梦想小镇的过程中，政

府要用互联网+思维来建设梦想小镇。我们建

办了创业服务大厅，引进小米“u+公寓”等，实

现政策和服务的叠加；对企业，我们实现星级管

理制度，促使互联网企业在梦想小镇以内生增

长实现自身裂变。通过互联网+实践形成新的

创新业态，天使资金形成新的金融产品；余杭的

产业会吸纳梦想小镇的技术，用互联网+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形成余杭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梦想小镇预计三年内集聚大学生创业者

1 万名，创业项目 2000 个，基金管理及相关机

构 300 家，实际资产管理规模达到 1000 亿元，

金融资产总额超过 3000亿元。

梦想小镇，一个让创客打开“梦想盒子”的

“众创空间”……

余杭“梦想小镇”：一个新型的众创空间

（上接第一版）
他介绍，目前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研究主

要停留在单项技术上，大部分尚处于研究试验

阶段，缺乏技术的集成配套，经济性不高、操作

性不强、适用范围受限；尤其是在重金属污染

修复方面，尚未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可复制、

易推广，适合大规模农田治理的成熟综合技术

措施；而且，“这些技术还没有和政策配套”。

所以，“一两个人、一两个团队、一两个课题解

决不了问题”，需要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

攻关，从单项技术研究向多技术耦合联用的综

合防治技术研究转变。

王衍亮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协同攻关的

必要性：国内现有重金属污染治理有两种思

路，一是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拿出去，才算治理

和修复了；一是在保证农产品符合质量安全要

求的前提下边生产、边修复、边治理。这两种

思路还在争论，但他认为，在当前污染面积较

大的情况下，采用第一种思路，“这么多农田都

要休耕”，很难做成；应该“沿着边生产、边治理

的路子，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与“镉大米”引爆农产品重金属污染议题

相一致，项目也把稻米镉污染作为首当其冲的

目标。刘仲齐解释，土壤、灌溉水和农业投入

品中的重金属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稻米质量

安全，其中尤以镉污染最为严重，直接导致稻

米镉超标事件频发。他介绍，项目研究内容包

括镉污染特征与迁转规律、污染过程防控和末

端治理三个方面。镉污染特征与迁转规律主

要研究镉污染的特征、来源及在土壤与水稻中

迁转的规律，如镉在水稻根、茎叶、籽粒等不同

部位的聚集规律与机制等；污染过程防控从溯

源开始，筛选出水稻镉低积累品种，再研究灌

溉水镉消减、重金属高效钝化、镉污染稻田耕

作等技术；末端治理主要研究镉在稻米中的富

集部位和赋存形态，探索镉超标稻米的安全加

工技术和富镉稻秆资源化利用技术。“以此为

切入点，为农田砷、汞、铅等其他重金属污染防

治提供参考”。

“小而全”“短平快”式
不符合农业科研规律
“这个项目要探路，要出经验”，作为中国

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的第一个区域发展类协

同创新行动，陈萌山对之所寄予的希望，远远

不止出成果。

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的他在不同场合

多次向农业科研队伍“细碎化”倾向、农业科研

课题“竞争过度，稳定不足”倾向开炮。

他说，现在我国农业科研“10 万大军”(从

中央到地方 300 多个农科院，9.7 万人），“2 万

精锐部队”（国家队，指中央一级及农业部属科

研单位，包括中科院农业类研究所），缺少协

同，缺少分工，“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机

构、专业、学科设置重叠较为严重。全国从事

小麦、水稻、玉米育种的课题组分别达到 500

个、600个和 800多个，科研机构整体之间的关

系较为松散，没有整合；农业科研平均资助周

期仅为 3 年左右。另一方面，随着竞争性科研

课题持续实行，科技资源和创新实力大多耗费

在课题资源的竞争上，导致竞争过度，稳定不

足，加剧了科研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被淡

化。这种“小而全”“短平快”式的农业科研投

入方式，不符合农业科研规律，不符合产业自

身的内在要求。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唐华俊回忆起上世纪

70、80、90 年代国家持续实施的黄淮海中低产

田综合治理、杂交稻攻关、南方红黄壤和北方

旱地综合利用等“大兵团作战”，解决了重大问

题。但进入新世纪，“这样的协同创新还有

吗？”

“解决大问题，需靠大手笔。”陈萌山指出，

解决这样一个系统性问题，靠“细碎化”投入已

经无能为力了，需要组织动员全国相关领域的

优势学科，进行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国家给予

稳定支持、长期支持，“形成大兵团，大协作”。

他透露，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实施 3 年

来，国家财政支持连年上台阶，“去年 3 个亿，

今年 7 个亿”。在此框架内，他表示，重金属污

染治理项目经费“上不封顶”。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克 通讯员沈基飞
王海亮)记者 4 月 2 日从军事医学科学院了解

到，由该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联合北京天广实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海正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的埃博拉抗体药物 MIL77，在英

国伦敦皇家自由医院成功治愈 1 名确诊的埃

博拉病毒感染者——25岁的英国女兵安娜·克

罗斯。英国另外已有 2 名从疫区归国的高危

疑似感染者使用该药物进行预防性给药治疗

后解除隔离。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加拿大、

英国以及无国界医生组织已提出储备应用

MIL77抗体药物需求。

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携手企业

团队联合攻关，短短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MIL77

抗体药物的研制和100余人份应急样品生产任

务，并顺利通过国家有关机构的抗体标准检测。

据研发团队成员吕明博士介绍，MIL77抗

体药物全名为重组抗埃博拉病毒单克隆抗体联

合注射液，采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糖工程改造

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生产，具有人体免疫原性低、

易于规模化快速生产等特点。加拿大公共卫生

局完成的真病毒攻毒实验等研究结果表明，我国

生产的MIL77抗体药物药效明确、质量可控、安

全性好，其药物半衰期及毒副作用等方面优于美

国研发的植物表达的同类产品。

我研发埃博拉抗体药物成功救治英国女兵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建高）4 月 2 日，青岛

市市北区“市北创客邦”启用。此举是青岛市市

北区围绕“创业互帮、创客联邦”理念，构建覆盖

全区创新创业的创客服务平台。

“市北创客邦”将联合区域内重点布局、打

造的一批众创空间，借助“互联网+”、O2O 模

式，通过创业服务共享、创业活动联动、创业氛

围共建、创业成果互促，主要针对科研人员、大

学生创业者、海归留学人员、连续创业者四类

主要群体，凝聚一批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到市

北成长发展，逐步形成横向联合、纵向承接、线

上线下、创新创业、孵化投资相结合的 1+N 创

新创业服务体系。

为推进全区创业创新，市北区委、区政府

近期出台《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

见》。市北区科技局局长孙春艳介绍，1+N 创

新创业服务体系，既是指 1 个“市北创客邦”品

牌，连接着区域内 N 个众创空间+N 个创业者，

形成大众创新创业的局面；又是指 1 个创业项

目，在创业链条上将享受的 N 种创业服务，包

括基本的办公空间、政策咨询、知识产权服务、

科技金融、创业培训等等，为创新创业者提供

全链条增值服务，帮助其提高成功率。“市北创

客邦”将成为活跃的开放性创新创业品牌，与

国内外 N 个创客组织保持无缝隙链接，既融入

其中，又具有独自的特性。

在空间布局上，在东部橡胶谷打造“胶子

驿站创客空间”、在中部工业设计产业园打造

“青岛工业设计 ID 创客邦”，在西部辽宁路科

技街区打造“Link 创业公社”。凡在市北区新

建的众创空间，区政府将给予 50—100 万元的

资金扶持。在创业主体上，重点面向科研人

员、大学生、连续创业者和海归人员，以及其他

有创意点子、创新项目、创业意向的社会人员

到市北区创新创业。在服务体系上，成立 1 亿

元科技产业引导基金，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社会

资金投入，对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

给予支持。建立健全创业导师制度，在全国范

围内公开招聘知名创业成功人士、企业家、专

家学者等组成创业导师团队，为创业者提供个

性化、专业化的指导服务。建立面向创客的开

放式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并以发放科技服务券

的形式为创客免费提供项目推介、技术交易、

知识产权、检验检测等高水平科技创新服务。

青岛：“市北创客邦”打造 1+N创新创业服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