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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

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如何通过科技进步与创

新使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是全体

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为了充分发

挥科技进步在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发展中

的支撑与引领作用，让更多的先进适用科技

成果服务基层，惠及百姓，河南省科技厅高

度重视科技惠民工作，于 2013年 3月联合省

财政厅出台了《河南省科技惠民计划管理办

法》，正式启动河南省科技惠民计划。

河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贾跃说，科技惠

民计划遵循“以人为本、发展为民”原则，把

惠及民众作为科技惠民计划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以科技创新为基础，通过在基层示范

应用一批综合集成技术，推动一批先进适用

技术成果的推广普及，提升科技促进社会管

理创新和服务基层社会建设的能力，让更多

的科技创新成果走进基层，惠及百姓，更好

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

出贡献。

分工负责这项工作的河南省科技厅副

厅长马世民多次要求，科技惠民计划要突出

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支持基层开展具

有导向作用的先进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提

升技术的实用性和产业化水平；支持基层开

展重点领域先进适用技术的综合集成和示

范应用，推动先进适用技术在基层公共服务

领域转化应用。科技厅社会发展科技处处

长张芳介绍，在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他

们严格按照厅党组要求，强调科技部门、财

政部门与相关业务部门的密切协作，协调各

方力量参与科技惠民计划管理。积极探索

科研人员与基层合作的长效机制，动员广大

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服务民生。在资金配置

上，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引导和放大作用，

创造环境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探索公共财政

引导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新途径。通

过两年的实施，大大提升了科技服务基层社

会建设的能力，使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成果

惠及百姓。

两年多来，河 南 省 重 点 围 绕 人 口 健

康、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科

技惠民计划项目 37 项，安排省级专项资

金 3000 万 元 ，带 动 各 方 投 入 14554 万 元 ，

示范推广先进技术 62 项，建设示范基地

160 个，覆盖乡镇 145 个，受惠人口 299.63

万人。其中一些项目，已经上升为国家科

技惠民计划，有的还被河南省委、省政府

列入重大民生工程。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深入河南社区、乡

村、医院、企业等，实地了解他们实施科技惠

民项目取得的重要成果与成效，现撷取其中

4个项目以飨读者。

科技惠民在河南科技惠民在河南
□ 本报记者 乔 地

在“互联网+”时代，怎样连通优质医疗

资源，造福千家万户？河南省科技厅高度重

视这项民生工程，先后将“信阳市平桥区远

程医疗服务系统构建与应用”、郑州市“远程

会诊系统在眼底疾病中的推广应用”列入河

南省科技惠民计划。其中，在“平桥模式”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依托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优质医疗资源的“四级联动远程医疗综合

服务‘信阳平桥模式’的构建与示范应用”项

目，已经上升为国家惠民计划，并被河南省

委、省政府列入十大民生工程。

在拥有 1亿人口的河南省，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在线下高门诊量、高住院量的状

况下，坚持公益导向，大力发展远程医疗线

上服务，走出了独具特色的远程医疗模式。

4月 27日，河南省舞阳县人民医院一位

102 岁的骨折患者没有想到，在院方当日向

郑大一附院寻求会诊协助后，参与会诊的专

家不仅有郑大一附院神经内科贾延劼教授，

还有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院协会会长黄

洁夫。这样高级的专家能为一个平民百姓

看病，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河南县域患者能及时得到省级专家乃

至国内知名专家的会诊意见，就得益于郑大

一附院远程医学中心及河南省远程医学中

心在全省铺建的全覆盖远程医学网络。

专业化的会诊室、现代化的录播中心、

3D手术示教中心、模块化的远程医疗专用数

据中心、数字化指挥监控大厅、心电—病理—

影像联合诊断中心……在惠民计划支持下，

乘上“互联网+”快车的河南省远程医学中心

发生了巨变。中国卫生信息学会远程医疗信

息化专业委员会主委、郑大一附院纪委书记、

河南省远程医学中心主任赵杰表示，越来越

多的疑难病例得到会诊，越来越多的实用技

术得到传递，越来越多的医疗数据得到利用，

远程医疗为知名医学专家服务基层患者插上

了翅膀，打开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通道，为

分级诊疗的形成探索了有效模式。

今年前 4个月，该中心完成远程综合会

诊 3600 余例，共有 92 家县级医院享受到了

郑大一附院 52个临床科室、300余名副教授

以上职称临床专家的会诊指导，其中 186位

还是临床科主任和省内外知名专家，为基层

医院疑难重症的及时、正确救治发挥了重要

作用，特别是在脑梗死、冠心病等神经内科

疾病，慢阻肺、重症肺炎等呼吸内科疾病及

其他基层多发的专科领域作用显著。

远程医疗造福千家万户

糖尿病、心血管病、手足口病甚至脑

瘫，是常见病，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河

南省科技厅先后有针对性地把“新乡市红

旗区糖尿病信息化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建

设”、“郑州市金水区常见心血管疾病中医

诊疗路径示范应用与推广”、许昌“重症手

足口病并神经源性肺水肿治疗技术示范

及推广”以及汝州市“中医药治疗小儿脑

瘫技术示范应用及推广”列入河南省科技

惠民计划。

记者在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采访时了

解到，这家医院原本以慈善闻名，但近年来

遇到了新难题。由于这个医院能够治疗小

儿脑瘫，他们主动承担了民政部门和慈善机

构送来的全国各地脑瘫患儿 2300 多名。不

仅要承担这些患儿的康复治疗，还要负责他

们的吃喝拉撒睡。“困难的时候，连买奶粉的

钱都没有。”院长宋兆普说。

然而在承担河南省科技惠民计划“中医

药治疗小儿脑瘫技术示范应用及推广”项目

后，这一切都变了模样。

他们首先在汝州市建立一所规范化、标

准化的小儿脑瘫康复中心，在郑州、洛阳、驻

马店的 3家福利院建立 3个小儿脑瘫早期筛

查与诊断的脑瘫康复示范点。不仅大大缓

解了汝州一地的病患压力，而且多点布局，

发现一例，筛查一例，诊断治疗一例，更加方

便为病患服务。

为了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汝州

市金庚康复医院作为技术示范核心单位，

每年对汝州市小儿脑瘫康复中心和郑州、

洛阳、驻马店福利机构脑瘫康复示范点的

医师、康复师、护理、养育人员进行系统培

训。目前，郑州 58 名、洛阳 88 名、驻马店

11 名共计 157 名脑瘫患儿开始接受系统的

康复治疗，并收到明显效果，有效 150 人，

其中显效 87 人，无效 7 人，有 47 人趋于正

常化，被涉外收养机构选中，有 30 人已被

国外家庭收养。

多年想搞而没搞起来的科研工作也取

得了明显进展。金庚康复医院与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合作开展

的《中医药治疗小儿脑瘫回顾性临床研究报

告》已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完成，研究结论

用中医药修复脑瘫患者脑细胞

河南地大物博，有大量的地道的中药材

和野生植物资源。过去长在深山无人知，现

在通过科技的改造加工，成了身价倍增的药

食兼用的绿色食品，也成了当地农民致富的

“神器”。焦作“武陟县四大怀药产业化开发

及示范建设”、洛宁县“高效药食兼用植物新

品种示范推广”就是河南省科技惠民计划在

这方面的有益尝试与探索。

位于豫西崤山山区的洛宁县遍布各

种野生植物。这个县 2013 年承担的河南

省科技惠民计划项目“高效药食兼用植物

新品种示范推广”，不仅将这些多少年多

少代没人理没人问的野生植物变成了药

食兼用的高端保健食品，而且成了山民们

致富的宝贝。

他们重点推进树莓标准化示范园建设、

金珠沙梨标准化栽培基地建设和高山药用

牡丹标准化栽培基地建设三个项目。主要

通过树莓、金珠果沙梨、药用牡丹标准化栽

培技术示范，在川涧区、丘陵区及山区分别

发展树莓、金珠沙梨和药用牡丹三种高效药

食兼用植物种植，带动农民增收和县域经济

发展。

正在建设的树莓科技示范园，占地 500

余亩，带动洛河两岸种植 2000 亩，辐射临近

的偃师市、伊川县、宜阳县等种植 300 亩。

金珠沙梨标准化示范基地 650余亩，指导乡

村发展金珠沙梨 6000 余亩。高山药用牡丹

标准化栽培基地 500余亩，指导罗岭等乡镇

发展牡丹种植 22000 余亩。目前，以树莓、

金珠沙梨、药用牡丹为原料开发食品、饮品、

化妆品新产品已达 11个。

金珠沙梨是应贤果业有限公司科技人

员经十余年试验研究，从野生沙梨群中培育

出的特色果树新品种。该品种 1998年 11月

通过了河南省科委主持的科技成果鉴定；

1999 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及河

南省科技发明展览会金奖；2014 年正式通

过河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为金珠

沙梨。据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 心 检 验 ，金 珠 沙 梨 可 溶 性 固 形 物 达

17.6%。含 18 种氨基酸、维生素以及钙、锌、

铁、镁、锰、碘等，还富含珍贵的抗氧化活性

成份多酚、类黄酮、绿源酸等物质，果实色鲜

味美，营养丰富。其鲜果不仅是良好的鲜食

果品，又具润肺、清咽、通便等药用和保健功

效，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在金珠沙梨标准化示范基地，由县林果

办、应贤公司为龙头，全县广大种植户参与，

对已建成的老果园全面改造，大面积推广修

山区农民靠高效药食兼用植物新品种致富

卫生间内的洗脸、洗衣、洗澡水如果收

集起来，冲厕用，将是极好的。河南省科技

惠民计划项目“模块化同层排水节水系统”

使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

事实上，这些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的先

进适用技术，一直是河南科技惠民计划的重

点支持领域，像南阳“奥德曼组装式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装置的推广及应用”“城市污水

处理厂污泥生物法快速脱水及资源化应用

示范”“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香根草百喜草

治理水土流失、面源污染及综合开发利用”，

濮阳市“黄河故道防风固沙土壤改良技术应

用及示范推广”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

记者在濮阳市明锐建筑节能技术有限公

司采访时，公司负责人王凤蕊介绍，模块化排

水及户内中水集成系统技术是将卫生间排水

横支管集成为模块，集同层排水与优质杂排

水自动收集、储存、过滤、消毒、回用冲厕功能

为一体的户内循环水利用集成装置技术。在

户内中水回用节水基础上，综合解决了传统

建筑卫生间“裂、渗、漏、臭、堵、污染、排水噪

音”和上下户产权不清、维修困难等技术难

题。它还是一套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

有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居民家庭生活

用水中，三洗废水占总量的 47.2%，冲厕用

水 29.1%。三洗废水完全可以满足冲厕。

仅此一项，三口之家平均每年就可以节水

40吨。同时消减污水排放量 30%，户均年减

污 40吨。

王凤蕊说，安装节水系统的住宅楼，在

建筑设计时，就让每层的卫生间地面楼板下

沉 35 公分，预埋有高 20 公分、容积 100 升

的 PVC 材料做的长方形储水箱，铺上防水

层和地砖后，卫生间地面与室内地面基本

水平。从外表看，卫生间与传统住宅楼没

什么区别。

不仅新房子可以安装，老房子也可以安

装。公司特别研发了一种侧立式节水模块，

针对老楼房改造使用。濮阳中原油田 3400

多套经济适用房，就安装使用了“模块化同

层排水节水系统”。不仅提高了住宅卫生间

的安全度和健康舒适度，节约水资源，减少

了水污染和碳排放，同时培育出了户内中水

新产业，带动了油田改制企业员工和当地居

民的就业。节水系统造价 4000—6000 元，

比传统卫生间排水系统造价减少 3000元。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要

求广泛开展绿色建筑行动，鼓励居民住宅使

用建筑中水，将洗衣、洗浴和生活杂用等污

染较轻的灰水收集并适当处理后，循序用于

冲厕，提高用水效率。资料表明，在全国

600 多个城市中，就有 400 多个遭受缺水困

扰。全国年冲厕用水总量超过 100 亿方。

如果这项技术能在全国推广应用，社会和经

济效益将十分惊人。

2013年 7月，河南省科技厅社发处和住

建厅科技处联合在濮阳市召开“城镇居民节

水新技术推广现场会”，2014 年将这项技术

列入科技惠民计划，并推荐为国家科技惠民

计划。

模块化节水技术利国利民

科技引领未来，科技改变生活，科技造

福人民。采访结束之际，记者专题采访了河

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黄布毅。

她说：“改善民生一直是河南科技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河南省科技惠民计划

就是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具体抓手。”

她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和消费需求逐渐提升，人口健康、

生态环境、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等重大民生

需求日益紧迫。加快发展民生科技，推动科

技成果更直接、更广泛地惠及民生，促进民

生科技产业壮大，是河南科技工作的重中之

重。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民生科技工

程，将发展民生科技作为创新型河南建设的

重点任务之一。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河

南省科技厅创新工作方式，突出重点，加大民

生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力度，取得了显著成

效，谱写了科技惠民新篇章。黄布毅高度评

价近年来河南科技惠民计划在改善民生、提

高千家万户生活质量中“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大这项工作的力度，让

更多的科技成果惠及普通百姓生活。

显示：治疗有非常显著的效果；治疗越早开

始效果越好；治疗安全无明显毒副作用。与

河南中医学院合作开展的《金甲益智散的药

学、有效性、安全性研究》，已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完成，研究结论显示：工艺科学合理；

疗效显著；安全无明显毒副作用。

宋兆普说，在中医药治疗小儿脑瘫技术

推广过程中，原有信息网络设施远远不能满

足大范围推广需要，急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

网络信息高速通道，解决远程筛查、诊断、中

医药治疗、康复护理、疑难问题处理等网络

信息技术，通过网络信息化建设，解决医务

人员、护养人员分散培训技术难题，解决脑

瘫患儿基本信息管理、康复档案管理、治疗

标准等规范化问题，实现信息共享，让更多

的脑瘫患儿得到及时治疗和康复。

剪通光、果园种草、科学施肥、叶面喷肥（海

绿素、氨基酸等）、配置授粉树、疏花疏果等

综合配套管理技术,使金珠沙梨的产量和质

量 大 幅 度 提 高 ，亩 产 由 2000 公 斤 提 高 到

3000 公斤，优质果率由 70%提高到 90%，糖

度由 9.7%提高到 11.5%，售价由 2.5 元/公斤

增加到 4 元/公斤,亩增收 5000 元以上。三

年内共有 500 余户农民掌握了金珠沙梨果

园综合管理新技术，改造果园 2000 余亩，户

均增收 2万元以上。2014年，郑州万邦果品

市场客商云集洛宁，提前一个月进入生产基

地，日交易量达 50 余吨。以金珠沙梨为主

要原料的农产品精深加工，年收购残次果

200余吨，使农民增收 30万元。

应贤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目前正在探

索的果园机械化管理技术，采用宽行密植小

冠栽培，可使金珠沙梨提早两年进入结果

期，亩产鲜果 4000公斤，亩产值达 1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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