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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手术仍然是治疗肺癌的重要手段之一。传统手术好处很多，但存在创伤大和

术后化疗总体提高生存效率不明显的问题。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专家把微创伤、微损伤应用到手术的每一个环节，实

现全覆盖的治疗体系。他们先后建立三切口，改良后单操作孔等 7 种手术切口代替原

来的大切口。做到了“肿瘤多大，切口多大”的个体化切口，覆

盖了 95%的肺癌手术。切除范围实现“肿瘤彻底切除的同时

最大化保留正常组织”的精准切除战略，把过往全肺切除变成

肺叶切除，甚至部分手术只需要通过气管、支气管切除重建便

能实现，覆盖了 90%以上中央型或局部晚期肺癌。患者接受

肺叶切除术或气管切除手术后 4小时可进食及下地活动。微

创手术较传统开胸手术有生存优势，部分中央肺癌 5 年生存

率更是可以提高 50%。

厉害，肺癌切除术后4小时可进食

日本熊本县地震 4 万多栋房屋受损，地球蹦跶一下那么

多房子倒了，真是吓死宝宝了。

但是我们不怕！来，先来看看这个像在跳舞的是什么

东西？

这是模拟隔震模型，只要把这个玩意儿放在我们房屋柱子

的底部，随着地球蹦跶它也会“跳”起“舞”来，消耗地震产生的能

量，隔震效果杠杠哒！有了它，任你地动山摇，我的房子自岿然

不动！要知道我们的广州塔、故宫博物院都用上了这个技术哦！

建筑“舞”动静——隔震好方法

创新成果一

今年 1 月，汕头海关平均通关时间大幅

缩短，其中进口平均通关时间 12.87 小时，比

去年同期下降 59.56％，出口平均通关时间

1.12 小时，比去年同期下降 55.73％，通关速

度得到进一步提升。

用改革破解发展难题，让创新助推监管

服务，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正是汕头海关利用

科技与体制创新助推通关速度提升的坚守。

创新铺就通关“高速路”

进出口企业的货车司机，只要使用 IC 卡

刷卡，电脑将自动完成核注电子放行信息并

抬杆放行，整个过程比原来人工验放模式的

通关效率提高近 10倍。

向创新要力量，效率的提升正缘于该关

坚持自主研发和建立海运智能值守卡口系

统。通过卡口电子放行信息比对放行和视频

同步监控，实现海关对进出监管场所的货物

全电子化管理，自动调配现场的通道资源，解

决通道拥堵问题。进出口企业还可以根据实

际交通状况等各方因素，合理安排出口货物

运抵时间和进口放行货物的提货时间。

同时，深入推进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落

实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企业办理跨关区申

报验放手续无需异地转关，省去了转关车辆

租赁和货场租金等支出，可以为企业节省通关

成本 20%到 30%。2016 年全年，该关通关作业

无 纸 化 报 关 单 占 关 区 同 期 报 关 单 总 数 的

98.68%，在全国各直属海关排名列第 8名。

该关结合企业需求不断创新，推行优化大

宗散货监管，采取边运抵边装船、提前办理申

报手续、接受企业提前传输理货报告等优化服

务，持续提高通关速度。此外，还推进汕头市

海运现场“5+2工作制”，复制广东自贸试验区

“先装船后改配”、国际转运自助通关等改革创

新制度，在粤东五市开展量身定做的政策宣讲

会，让广大进出口企业全面充分了解和运用国

家外贸便利化政策。截至 2016 年底，改革红

利已经惠及汕头关区 5349家进出口企业。

汕头海关关长王胜告诉记者，新时期汕头

海关要在法律、政策法规的框架下，探索一条

符合汕头关区实际和特色的改革路径，做好改

革创新、提升效率的“加法”。

科技架设监管“高压线”

利用科技可进一步严密监管，打击走私违

规活动，营造良好的口岸环境。同时，能在业

务量不断攀升的情况下，进一步优化人力资

源，提高工作效率。

汕头海关隶属的潮阳海关积极利用新技

术，开辟监管工作新途径，与华能海门中转基

地共同开展业务信息化建设，协助企业开发完

成“华能海门港远程监管系统”。该系统采用

先进的卫星定位技术、计算机技术、视频处理

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涵盖煤场堆煤视频监控、

煤场信息管理、煤量统计、化验单查询、物流

链查询等五大功能，并可远程实时监管煤炭

的卸、储、运的全过程的信息化系统，实现了

中转煤码头业务信息的数字化。随着系统的

投入应用，海关效率提高了，企业通关便捷

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企业自管、海关监管、

关企共管的工作目标。

海关 H986 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在加强

监管、提高通关效率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

该设备可采用非侵入式查验方式，具备效率

高、查验速度快捷、查验结果准确、节约监管

资源的优势。汕头海关驻港口办事处归纳成

熟做法，提炼图像分析思路，形成一套独创的

“判图六法”审像技术，来提高设备应用效能，

如发现有夹藏嫌疑时，利用 H986系统测量功

能对夹藏部位进行准确定位，以此来提高开

箱查验精确度，减少开箱查验成本。

系统构筑防腐“互廉网”

“科技创新跟不上，对发展来说是一个

梗阻，但科技跟上了，对打击腐败来说也是

一个利器，真正做到防止‘灯下黑’。”在汕头

海关关长王胜看来，科技创新一方面推动着

通关效率的提升，一方面也筑牢了海关的

“防腐大堤”。

目前，汕头海关正筹备应用移动查验单

兵作业系统，通过单兵移动作业端与监控指

挥中心的对接，实现对外勤查验人员的实时

监控和指挥调度，进一步加强对查验过程的

监督监控，增强外勤查验工作透明度，有效防

范三大风险。

据了解，单兵移动作业端是通过卫星定

位和网络定位等功能，在指挥中心电子地图

上可以显示移动查验作业关员工号、位置、轨

迹及工作量等信息，辅助指挥人员对现场查

验人员进行调度指挥，以及应急处置突发事

件。在选择查验任务分派、机检图像分派、查

验记录审核等环节设置任务自动分派功能，

并继续沿用人工查验“自动派单”功能，实现

海关查验作业任务随机分派，防止出现“挑

单”情况，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工干预，加强管

理上的监控监督，规制查验人员自由裁量权。

此外，还可通过监管场所安装的摄像头

和关员随身佩带的执法记录设备，对现场查

验执法进行全程录证，提供监督监控人员查

看分析，加强查验作业过程的有效监督，切实

杜绝“灯下黑”。

题图 汕头海关利用集装箱检查设备以
非侵入式查验方式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图
为海关关员在讨论机检图像。

通关铺就通关铺就““高速路高速路”，”，监管架起监管架起““高压线高压线””——

汕头海关依靠科技创新汕头海关依靠科技创新““做加法做加法””

左朝胜 钱从波

出台四个“黄金 10 条”，新增财政预

算 22 亿元；全年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1100

亿元；建设时速达 200 公里的知识城直通

机场专线……新春伊始，黄埔区、广州开

发区连推多份“大礼包”，打出一套有力的

惠企“组合拳”，令辖区企业大受鼓舞。

“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企业

家。”黄埔区委书记，广州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周亚伟提出，企业家是

黄埔区的核心竞争力，也是黄埔区未来

发展的希望所在，新黄埔当前和未来的

发展要继续依靠企业家。2 月 23 日召开

的企业家大会上，四个“黄金 10 条”深度

解读，最新城市规划、项目供地情况，企

业筹建服务、行政审批、政策兑现“一门

式”办理等一揽子政策和规划红利宣讲

和发布，周亚伟的一席发言，更让参会的

企业家们倍感振奋。

创新“一门式”办理模式

今年一开年，国家出台扩大对外开

放 积 极 利 用 外 资 的 若 干 措 施 ，推 出“ 开

发 区 23 条 ”后 ，黄 埔 区 、广 州 开 发 区 迅

速 出 台 产 业 发 展 四 个“ 黄 金 10 条 ”，被

媒体评价为反应最快、措施最得力的地

方政府。

据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

政策兑现窗反馈，自几天前产业发展四个

“黄金 10 条”发布以来，已有 50 多家企业

来电咨询，新政策何时开始实施，具体有

哪些申请条件要求，资金多久到账等等问

题都是企业关切的焦点。

当天的大会现场政策咨询区人头涌

动，企业代表忙着扫码、咨询，热情高涨。

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主任陈永品也成

了当天会上的大热“明星”。“这次四个‘黄

金 10 条’的政策设计重点适应企业需求，

将政策条款用最简单明了的话写出来，让

大家都能看得懂、听得明、理解得了、落得

了地。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实施细

则和兑现指南，保证政策的每一个条款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陈永品表示。

据他介绍，自 2016 年 4 月以来，该区

率先在全省推开政策兑现服务“一口受

理、内部流转、集成服务、限时办结”的“一

门式”办理模式，申请人只需到“政策兑

现”窗口递交申请资料，最快 7 个工作日、

最慢 34 个工作日即可办结。去年已兑现

1641 家企业 3464 笔 29.93 亿元。

“我们郑重承诺，在企业达到政策规

定的条件后，在规定时限内就一定完成政

策的兑现，请大家监督。”周亚伟给在场企

业高管服下一枚定心丸。

服务企业“挂点联系”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一直秉承对企业

少干预、多服务，少限制、多支持的服务理

念，大胆与企业家交朋友，帮助企业应对

好外界的风险、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

和转型的火山，确保企业反映的问题事事

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该区率先在全国设立企业建设服务

局，从项目谈判、引进到筹建、落地，都有专

人全程跟进服务。目前已形成相对成熟的

区领导挂点联系重点企业机制，把服务企

业工作纳入了全区各机关服务的大范围，

形成了“挂点联系”的大服务格局。服务企

业的工作纳入机关目标管理考核，全区上

下营造了亲商、扶商的良好营商氛围。

金发科技科学城基地于 2006 年 10 月

开始动工建设，到 2007 年 5 月第一条生产

线开机投产，只用了短短 8 个月时间，创

下了金发科技从“打桩”到“投产”的最快

纪录。入驻科学城后，金发科技发展走上

了快车道，销售规模 10 年增长了 5 倍，成

为亚太地区第一、全球第三大改性塑料企

业，销售收入比国内同行业第 2 名到第 20

名的总和还多 20%。

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区领导和各个

部门通过企业挂点联系机制解决各类企

业困难 254 项。如广汽本田、绿十字等公

司提出的厂区周边交通拥堵、人行道设

置、路面施工等个性化问题均得到解决。

区里专门为有困难的企业员工安排 356

个入学名额，按照企业产值排名与企业本

身需求分配名额，重点解决了几十家企业

子女入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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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沙鞠）广东省 2016 年高

新技术企业名单日前公布，全省 7475 家企

业上榜，中山市共有 501 家（含复审）企业通

过认定，净增 455 家，目前全市高企存量达

882 家，增速 106.56%，居珠三角九市第二，

仅次于广州。

据了解，今年该市将进一步加快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加快提高高新技术企业覆盖

面，加大科技创新券、研发准备金、项目配

套、入库培育、资助奖励等点对点政策扶持

力度，力争全社会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达

2.7%，高企数量突破 1000 家。

同时，中山还计划完善孵化育成体系，

加快新型研发机构和专业镇协同创新中心

建设。2017 年将围绕“互联网”、智能制造、

新材料等产业打造一批创新载体，重点建

设 20 个新型研发机构；提升中山工业技术

研究院、科技服务集聚基地的服务创新水

平，加快建设智能制造公共服务平台、中科

院大学创新平台。

中山高企
今年有望
突破1000家

科技日报讯 （钱从波 马慧芳）春节过

后，仲恺高新区即召开动员会，全力推进创新

能力、项目成效、城市品质、生态环境、民生质

量、党建水平等“六大提升战役”。

近年来，仲恺通过实施《恺旋人才计划》

《恺炬创新行动》《互联网+仲恺智造》三项行

动计划，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按照“创新

能力提升战役”目标，今年又推出多项新政策

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其中包括优化推出 2.0

版“恺旋人才计划”，投入 1 亿元人才专项资

金，加大力度吸引创新创业人才。

据介绍，今年将持续实施“小升高”“瞪羚

企业”等行动计划，力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

过250家、专利申请总量增长10%、新型研发机

构增至10家。通过逐步开展“规上企业研发机

构全覆盖”“科技企业研发机构全覆盖”“规上

企业高企覆盖率达 50%”“规上企业专利灭零”

四大行动，全面提升创新能力。继续加快“众

创空间”“大企业孵化”等新型孵化载体建设，

力争年底全区孵化器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

仲恺始终坚持“三宜城市”建设思路推进城

市建设，加快产城融合步伐。目前，该区正加快

推进“四区一带”建设，即以“四区一带”发展为

核心，打造绿色化现代山水城市重要发展极。

据悉，“四区”为“仲恺国家级高新区、珠三角（惠

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潼湖生态智慧区和中

韩（惠州）产业园”，“一带”为“357创新产业带”。

区委书记杨鹏飞指出，城市建设是长期

制约该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因此要求

今后要强化城市经营管理，在 2016年“城市建

设战役”的基础上，大力实施“城乡规划编制、

道路交通建设、城市配套改造、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环境综合整治”五大工程，突出城市特

色，改善城乡人居环境。2017 年该区将实施

城市品质提升战役项目 60 个，总投资约 45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约 10亿元。

仲恺高新区打响“六大提升战役”

在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华南理工大学有 3 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

奖。数据统计显示，2013年以来，华南理工大

学共获得部省级以上科技奖励 152项，其中国

家科学技术奖 15 项，获奖数量位居国内高校

和广东省前列，且专利技术转化指标排名全

国高校第一。

是什么原因使华南理工成为国家科技奖

的“常客”？

立足前沿，借力顶尖科研平台

在 2015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凭借着成果“基于拉伸流变的高分子材料绿

色加工成型技术”，瞿金平院士团队荣获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他第

三次获国家科技奖。

在围绕螺杆展开的研究中，瞿金平发现光

靠改造螺杆，并不能彻底“根治”这个难题，用其

他零件替代螺杆的想法在脑中冒了出来。得益

于聚合物新型成型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团

队利用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对叶片雏形进行改

造，完美解决了在使用传统螺杆输送塑化过程

中对物料很强的剪切作用使大分子链断裂的问

题，如此一来，既加快了物料的输送塑化效率，

又有效避免了物料大分子链变短，从而大大提

高了生产效率和塑料制品的生产质量。

其实，像聚合物新型成型装备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这样的国家级科研平台，在华南理

工大学还有 16 个，它们与另外近百个部省级

以上的科研平台一起，为学校的科研创新提

供了坚实的后盾。

新设备样机经过在东莞、汕头、深圳等地

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统计，样机的物料损耗

大大降低，能耗下降约 30%。该技术成功突

破了国外技术壁垒，提升了我国高分子材料

高端制品加工能力及材料加工成型装备的国

际竞争力，推动了高性能新材料产业的发展，

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无缝转化，成果直达生产一线

“我们酿造的酱油不输日本，比传统酱油

更营养、更安全，味道也更鲜！”华南理工大学

赵谋明教授带领食品生物技术团队多年来一

直致力于研究大豆及其制品的加工技术，为

“吃货”谋福利。传统酱油酿造过程中存在发

酵时间长、发酵质量不稳定、生产能耗大的问

题。该团队开创性地把基于多尺度理论的发

酵过程预测模型与调控技术、膜分离技术等

新技术运用到项目中，解决了技术难题。

“我们的研发实验室就在企业工厂里，降

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高品质，受益的正是企

业与消费者。”赵谋明介绍道，该核心技术目

前已经应用在佛山海天、星湖科技、金星啤

酒、李锦记等 8 家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建成

了年产 10 万吨级生产线 6 条。近三年，累计

实现新增销售额 131.8 亿元，新增利润 16.0 亿

元，新增税收 8.2 亿元，出口创汇 1.8 亿美元，

节支总额 4亿元，创造出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没有哪一所高校能像华南理工大学这

样，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起到如此特别的作用。”该校校长王迎军曾在

多个场合表示。在此举措下，华南理工大学

的科技成果应用及转化率、专利实施率得到

很大的提升，2015 年专利技术转让指标排名

全国高校第一，“十二五”期间学校共获得中

国专利金奖 1项，中国专利优秀奖 12项，获中

国专利奖的数量位居全国高校首位，显示出

强大的科技服务能力。

深耕领域，传承工匠精神

在华南理工大学的科研工作中，工匠精

神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众多获奖项目

均是长期专注各自领域的成果。

邱学青团队正是其中之一。9 年前，凭

借对工业木质素的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副校

长邱学青教授和团队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时隔 9 年后，同样因为木质素，他们

再度获奖。

针对传统技术中碱回收和膜分离处理制

浆废水回收利用率低、容易污染环境，碱木质

素与造纸黑液的资源化利用率低的世界级难

题，邱学青团队经过 20余年的研究，成功突破

了碱木质素反应活性低的瓶颈，发明并优化

了“黑液全组份利用”工艺，在国内外首次直

接以“黑液”为原料，合成了一系列性能优异

的工业表面活性剂，并成功用作混凝土高效

减水剂、水煤浆分散剂和农药分散剂等，开辟

了一条将造纸废液作为化工原料制备精细化

学品的资源化高效利用的新途径，产生了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

在华南理工，像邱学青那样深耕专业领

域的团队比比皆是，如瞿金平院士，从本科、

硕士、博士、教授再到中国工程院院士，30 多

年来他一直都在默默地耕耘着被很多人认为

冷门的塑料加工成型技术和设备。两获中国

发明专利金奖、三获国家科技奖，针对塑料成

型加工技术的一次次变革，也让瞿金平和他

的团队迈上了专业的巅峰。

屡获国家科技奖的“常客”为何是他？
华 轩

科技日报讯 （沙鞠）广州日报数据和数

字 化 研 究 院（GDI）日 前 发 布“ 广 东 创 新

TOP100（2016）榜”。榜单通过专利总量、专

利授权率、全球化、影响力和成长性五个维

度，对广东创新机构进行科学评价，旨在更好

地发现机构创新能力，探寻产业创新趋势。

榜单显示，广州和深圳两地上榜机构数

量占总数的 58%，成为广东创新名副其实的

“双核”，两地的创新能力对广东省的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起关键性支撑作用。

榜单涉及的行业涵盖制造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等 8 大国

民经济行业类别，共 21 个子行业分类。其中

制造业机构共 87 所，显示广东是名副其实的

制造业大省。在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机构数量位于榜首，共有

36 所机构入围创新百强榜单，与广东近年鼓

励先进制造业发展密不可分。

从专利总量上分析，广东百强创新机构

专利数量行业占比中，最高的是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达 54.70%，排在第二

位的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为 23.25%、排

在第三位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为 6.27%。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两者

合计占比超过 75%，这两项占据绝大部分的专

利数量。

广 东 创 新 TOP100 榜 单 发 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