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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教授“下海”，民间“草根发明家”

创业往往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跋涉前行，科技创新谁来引路？叩开市

场，“草根技术”能否瞄准痛点？技术变现，商

业模式是否成熟？资金扶持，风投如何垂涎？

诸多难题面前，山东临沂兰山的三个创

业者刚刚完成了精彩的“答卷”——付焕东以

一项“惊天技术”打动了“世界500强”；孙立志

用一台“不用水完成清洗”的特殊设备换取了

千万订单；李进民则以逆向思维创造出了“污

水处理不见泥”技术。

从苗子成长为大树，这些“草根发明”爆

发的生命力惊人，他们究竟靠什么逆袭？

破天荒！小民企凭什
么打动“世界500强”？

舍弃了上海的繁华，苏红在600公里之外

的临沂市郊区驻扎了下来。

吸引这位上海宝钢高管的是临沂本地的

一项核心技术——

滚筒是搅拌车物料搅拌的重要设备，承

受着砂石的剧烈摩擦，“在一个搅拌车的生命

周期里，平均要更换 3.5个滚筒。”苏红的这个

举例，显示出钢铁市场的需求——越来越薄

的耐磨钢以其轻量化和耐磨性得到了市场欢

心，但“薄”和“耐磨”充满着矛盾。之前，世界最

顶尖的 2毫米耐磨钢被瑞典企业一家垄断，进

口价达3万元/吨。

在机械制造行业浸润了30年之后，修理工

出身的付焕东做出了“惊天之举”——在攻克

平整度、薄规格、可加工性等近十道行业难题之

后，这个学历不高、实践经验厚实的“草根发明

家”最终掌握了 3毫米超薄规格高强度耐磨钢

的核心技术。

更让人吃惊的是，此后 3年，他带领只有 5

个人的团队定向发力，越战越勇，陆续将 2 毫

米、1.6毫米超薄规格高强度耐磨钢拿下，从而

成为超薄耐磨钢行业的一匹“黑马”。

“国内居然能做出如何成色的薄钢？！”惊

讶之余，2013 年，宝钢资本开始入驻付焕东华

耐磨钢项目，破天荒以 50∶50 的比例分享股

份。要知道，对不差钱、看中技术向来整体买入

的宝钢来说，这还是几十年来首次以股份均分

的形式入股民企。短短 3年间，这家合资公司

的超薄耐磨钢就占据了国内市场主流，并将进

口货价格从3万元/吨拉低到了1万元/吨。

“变魔术”！不用水也
能洗净废塑料？

不用水，就能将一堆废旧塑料洗干净？孙

立志似乎在“变魔术”。

在天维环保的厂房里，近30米的生产线一

字排开，这头儿输入脏兮兮的废塑料袋，那头儿

就输出了“新鲜”的塑料颗粒。全程竟然没用

一滴水！

只有 95平方公里的兰山区半程镇不显山

不露水，却集中着大大小小 400多家塑料加工

厂。工厂老板们的烦恼在于：回收来的废旧

塑料进行清洗必须要用水，但污水排放是个

大问题。

干过 17 年化工机械，30 多年纺织机械的

孙立志有经验，“关键点在于要设计一套程序，

将废塑料上的灰尘通过物理原理消灭掉。”

2013年这一年，孙立志整天闷在车间里捯

饬——可不可以用物理手段除尘？是不是可

以尝试重力除杂、机械打击、静电吸附等分离

原理？他设计了多种方案，又反复拆分、组合，

最终形成了一条链条：“破碎—分造—筛选—

断桥除杂—两级吸尘—筛选—造粒”，大功告

成。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孙立志抚摸着这台

机器反复强调，“我们用5项专利成果保证了从

废塑清洗到制成颗粒全部自动化完成，不产生

废水，不造成污染。”

孙立志手上的一份数据显示，我国每年

废塑料回收总量约在 2000万吨左右。这么多

废旧塑料要进行清洗和加工，体量庞大的塑

料加工产业要摆脱环保问题，怎能离得了环

保设备？

这一判断没错。短短一年时间，这套设备

已经帮孙立志拿到了三四千万元的订单，更得

到了临沂市环保部门的支持：凡使用这套设备

的塑料厂，都视为环保达标。如今，第三代改

进机型即将完成，还拿到了韩国的订单。

新鲜事！污水处理竟
能不见泥？

凭借一项核心技术，74岁的李进民为全国

最大的生猪屠宰和肉制品加工企业金锣集团

装上了另一部“发动机”——

眼下，污水处理板块已欲成长为产值近

500亿的金锣的支柱产业之一。

如何处置污泥是污水处理行业的难点。

20年前，李进民还是一名无学历、无资历的“双

无专家”，这位“土专家”的想法也常跟人家“反

着来”：别人在寻思如何处理污泥，他却琢磨着

为何不从源头上处置污泥？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这个整天抱着

书“啃”、自学成才的“专家”透露了“污水处理

不见泥”的秘密：“污水中的污泥不是泥，是微

生物。我研究出三个模块，污泥过程减量、生

物脱氮和化学除磷，‘对症下药’放入适当的细

菌吃掉这些微生物，就能消除污泥了。”

金锣集团董事长周连奎胆子也大，他看中

了李进民的劲头，相信他能成事，“在研发期

间，金锣给予了李进民全程资金支持。”记者了

解到，金锣出资2亿元布局小型污水处理设备，

进一步验证和改进技术。如今，李进民的设备

已陆续打开了沙特、马来西亚、印度、南非等国

际市场。

““草根发明草根发明””逆袭逆袭，，
他们怎样成就亿元产业他们怎样成就亿元产业““大树大树”？”？

“铲了粮食种草？你疯了吗？”两年前

汶上县老孟农场主人孟建听到这个建议

时，头摇得像拨浪鼓。

如今，他的态度则来了个 180 度大转

弯：“还是种草好！种一年可以收 6 年，每

年收五、六茬，每亩地纯收入达到 1200 多

元，这要比种粮食作物强多了。”

变化源于一场变革——

山东是全国畜牧业大省，肉蛋奶总

产量多年居于全国首位，瓶颈在于长期

缺少优质饲草；小麦、玉米连年丰收，又

面临增产难、库存多窘境，如何解决草畜

“两张皮”问题？2016 年山东被纳入国家

“粮改饲”试点，从而拉开了牧草供给侧

改革序幕。

沉浸牧草行业 32 年，山东省农科院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牧草学科奠基者和带

头人盛亦兵，已手握一大把成果期待转

化。国家“粮改饲”政策的风口开启时，他

遇到了正处于迷茫中的孟建。

“一方面，优质饲草缺口巨大，供需两

极分化，这是硬需求；另一方面，社会对牧

草认知度低，重粮食轻饲草；传统食粮畜

禽占主流，草食家畜占比低；科技支撑力

弱，饲草水平低。这也是‘硬伤’。”盛亦兵

话说得实在，孟建听得仔细。

在孟建眼中，“国家政策+现实需求”

相当于“强劲风口+旺盛市场”，借助盛亦

兵团队的技术，足以打通饲草业瓶颈。于

是，2015 年秋收后，他把 1100 亩粮田改成

了苜蓿田——紫花苜蓿，产草量高、利用

年限长、再生性强、适口性好、营养丰富，

被称为“牧草之王”，是优质蛋白质饲料的

首选原料。

企业家、科研者的“双人转”如果搭配

得好，总能查漏补缺，恰到好处。

比如苜蓿品种的选择是个技术活。

经过深思熟虑，盛亦兵推荐了适合汶上县

土地、气候的“鲁牧 1 号”和“鲁牧 18”，后

期又向孟建介绍了自己的老熟人中国农

科院教授杨青川，并引入了后者主导培育

的“中苜 2 号”。“即使再高大上的科技，也

需要人因时、因地施用才恰到好处。这里

面需要学识和经验。”

春天的时候，苜蓿返青，长势喜人，这

使得收割后的苜蓿接近进口货品质。问

题在于，“好酒也怕巷子深”，苜蓿卖给谁？

盛亦兵是牧草业的老人，行业内人脉

广泛。他和孟建拜访现代牧业安徽总部，

拜访济南、青岛马术协会，最终用“资深牧

草科研人出品”的牌子打动了现代牧业。

来自济宁市任城区幸福牧业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乔炳志听说了老孟农场的苜

蓿，前来考察，“之前一直买进口苜蓿喂奶

牛，2500 元／吨，成本太高了，这边只要

1800 元／吨，还避免了漂洋过海、长途运

输对品质的影响，对我们养牛的来说真是

件好事。”

“自从我们农场种了苜蓿，周边不少

农民都来看。我相信，5 年内我们就能形

成 6000 亩苜蓿种植区，带动附近农民都

‘种草致富’。”孟建说。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孟建的时候，他正

跟慕名而来的拜访者算账，“如果种粮食，

人工成本就会占去大半收益，效益微薄；

而种苜蓿，种一年可以收 6 年，每年收五

六茬，用工很少，算收益要比种粮食作物

强多了。”

两年时间，老孟农场的“粮改饲”实验

有经验、有教训，盛亦兵希望以解剖麻雀

的形式进行总结，在山东乃至全国复制更

多的老孟农场，“这 1100 亩的样板可以辐

射到周围 6 个县区，根据畜牧业需求，5 年

内可达到 3 万亩。”

孟建也对此坚信不疑。眼下，他正准

备扩大规模，尽早让“老孟农场”的牧草形

成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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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王建高 通讯员逄梁）5

月7日，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在青岛国际院

士港揭牌。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挂帅”青岛

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带领研发团队主攻

耐盐碱水稻育种及盐碱地稻作改良研究等，培

育高产且适宜推广种植的高产海水稻品种。

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由青岛市政府、

青岛市李沧区政府与袁隆平院士、国家杂交水

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建而成，研发中心总部

位于李沧区的青岛国际院士港16号楼，海水稻

研发试验基地位于李沧区的白泥地公园内，占

地40亩，实验室面积4200平方米，实验田块12

个。在李沧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目前田间试

验已全面开展，完成试验品种材料的播种，实验

室部分已完成主体建设，预计6—7月投入使用。

据介绍，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目标是在

三年内打造耐盐碱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

家海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中心设立

耐盐碱水稻育种及盐碱地稻作改良研究、第

三代遗传工程不育系杂交水稻技术和稻米品

质与食味研究三个研发方向。

目前，在耐盐碱水稻育种及盐碱地稻作

改良研究方面，该中心已承办第一届海水稻

国际论坛，发起成立了国家海水稻产业联盟，

牵头制定国家耐盐碱水稻区试标准；在第三

代遗传工程不育系杂交水稻技术领域，该中

心已经全面开展不育系改良和全面配组工

作，第三代技术将面向全球 30亿亩稻田，开展

国际育种协作；在稻米品质与食味研究方面，

该中心已着手建立全生命周期品质食味的软

硬件研究平台，利用智能化烹饪终端，建立全

国乃至全球稻米烹饪大数据云平台，打造全

球首个分布式稻米口味互联网+研究平台。

青岛打造首个分布式稻米口味互联网+平台

科技日报讯（记者冯竞）近日开板的重庆

科技创新板，一改传统资本市场看重企业现有

资产实力及对经营状况与产出效果的评价，更

看重企业以知识信用价值展示出的创新潜

力。这被认为是对传统资本市场的创新之举。

由重庆股权转让中心开设的科技创新板

块，是以“双高”企业为重点，以研发、成果转

化为功能的众筹募资体系。重庆市科委主任

李殿勋认为，该体系一方面能激励更多企业

争创“双高”企业，还能帮助已有的“双高”企

业快速实现股权和债权融资，以此募集资本

用于研发与成果转化，解决创新链前端、中端

的资本需求，而不像传统资本市场那样，企业

募资用于产业壮大，主要解决创新链后端的

资本需求。

据介绍，科技型企业须由具备相应资格的

机构推荐，方能申报在科创板挂牌。银行、证

券公司、律师事务所等金融机构或组织须向重

庆 OTC 申请科创板的推荐资格，经备案审核

并成为重庆市科技金融服务联盟成员，方具备

推荐科技型企业在科创板挂牌的资格。重庆

科技创新券为此专门设立了科技型企业挂牌

成长券，首次申请在科创板挂牌的企业，可申

领面额为10万元的科技创新券，用于相关的研

发活动或购买科技服务。同时，挂牌企业还将

得到重庆OTC和重庆科技金融服务中心共同

提供的投融资对接、科技金融政策宣讲、培训、

企业能力提升等全方位服务。据了解，首批71

家挂牌企业，涉及信息传输与软件、制造业、建

筑业、科研与技术服务等领域。

重庆科技创新板瞄准前端资本需求

科技日报讯 （记者乔地）对全职引进和

新当选的院士等顶尖人才，河南省政府给予

500 万元奖励补贴！在不久前召开的河南省

人才工作会议上，该省出台《关于深化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人才强省建设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规定，对产业领军

人才和团队带项目、带技术、带成果来豫创新

创业和转化成果的，省级政府给予不超过全

部股权 20%的基金支持，并在土地保障、平台

建设、科研项目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实施意见》在人才管理体制、人才集聚

机制、人才开发机制、人才激励机制等方面，

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单位在编制限

额内，自主引进博士研究生和副高级职称以

上高层次人才，主管部门不再进行前置备案

和审批，人才到岗后向相关部门备案即可。

赋予了创新主体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

管理自主权。科研成果以技术转让或许可方

式实施转化所得净收入，研发团队以不低于

70%的比例取得。科研人员兼职从事科技成

果转化、技术攻关等活动，所得报酬在缴纳个

人所得税后归个人所有。

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强调，今后河南要

着力解决人才管理中行政化、“官本位”问题，

全面落实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

单位用人自主权；着力解决人才评价中唯学

历、唯职称、唯论文问题，引导人才静心做学

问、搞研发；着力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难、收益

难问题，加快建立健全科研成果转化、知识产

权归属、利益分配等机制，制定人才入股、技

术入股以及税收方面的有关政策，让那些有

真才实学、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才有成就感、获

得感；着力解决人才流动不畅问题，打破户

籍、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打通

人才在体制内外的流转通道，促进人才资源

优化配置。

河南“新科”院士奖励 500 万元
科技日报讯 （记者郝晓明）近日，“辽宁

省—中科院科技成果对接洽谈会”在东北大

学举行，中科院沈阳分院与辽宁省科技厅共同

签署《共建辽宁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区域

中心协议》，中科院所属院所代表分别与辽宁

省24家企业签署科技成果转化合作协议。

中科院沈阳分院院长韩恩厚表示，时值

辽宁省转型升级、振兴发展的关键时期，中科

院所属科研院所与辽宁企业签署的 24 项合

作协议，将为院省新一轮合作拉开序幕。

中科院与 24 家辽企“牵手”促成果落地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滕
茜茜）“‘十二五’期间，湖南区域创新能力

排名已居全国前列。但问题与挑战也不

少。为此，我们展开了对全省市州区域创

新能力的调研与跟踪报告。”4 月 28 日，在

湘潭市举办的《2016 湖南创新发展研究报

告》成果发布会上，湖南创新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曾世宏称。相关市州综合创新能

力排名表也出炉：长沙、郴州、株洲位列前

三位,这也是湖南省高校首次发布此类学

术研究成果。

湖南创新发展研究院是该省目前唯

一一家以创新发展战略为研究使命的官

方学术型研究和战略咨询机构。机构成

立后，着手开展了首个市州区域创新能

力的调查与数据测算。曾世宏介绍，此

次的发布结果，主要参考了中国创新指

数的指标体系创建区域创新绩效评价指

标体系，并对创新绩效指标进行了两项

微调。“湖南省是科教大省，但科技教育

在长株潭、大湘西、大湘南和洞庭湖等不

同区域的分布基础是不一样的。需要进

一步研究这些现状产生的原因，和其区

域创新能力培育等问题，并给出如何制

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创新政策的好建言。”

曾世宏说。

湖南高校首发市州创新能力综合排名榜

科技日报讯（记者王海滨）“公司的奖

励很厚重，对我们科技人员来说是肯定、是

鼓励。”近日获得 2016 年度太钢优秀科技

工作者的太钢不锈冷轧厂技术科科长梁敏

诤感慨而激动。

太钢集团不断创新激励机制，今年的

激励机制在往年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变

革，更加注重与创新贡献相匹配的激励政

策，实现了重点激励、精准激励、动态激励，

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竞相迸发，创新成果

不断涌现。目前，科技对企业的贡献率达

到 80%以上。

据了解，此次科技质量获奖名单中，袁

家村铁矿提升选矿金属回收率技术攻关团

队等 5 个团队获得 20 万元级的重奖；在研

发笔尖钢和国内外重大桥梁不锈钢特种材

料上作出突出贡献的研发员王辉绵等 4名

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得 10万元级的重奖；高

性能超纯铁素体不锈钢关键技术开发、高

炉冲渣水余热回收技术开发应用、产销及

智能制造一体化系统研发等 49 个项目分

别获得最高 15万元的重奖。同时，一批在

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上实现新突破的单位

和个人也受到表彰奖励。

太钢重奖科技质量创新成果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彭岳
辉 肖敦标 毛钦）记者日前从“矿晶之都，多彩

郴州”中外媒体郴州行采访中获悉，由国土资源

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

（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将于5月18日至

22日在郴州开幕。届时，将结合湖南省科技活

动周，展开系列国际性矿石宝物“科普秀”。

期间，将举行亚洲恐龙协会落户郴州授

牌仪式、国际矿物宝石高峰论坛、矿业科普、

重大产业项目签约、国际友好城市缔结等 10

余个主题活动。全国化石圈权威平台——中

国科学院化石网，也将首次在主展馆设立科

学互动区、科学科普区等多展区，专业展览古

生物化石，广泛普及科学知识。

湖南将启动国际性矿石“科普秀”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颜 超 臧德三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建琛 实习生翁
舒昕）记者近日获悉，采用具有我国自主知

识产权和核心专利技术打造的 2万平方米

太阳能光热量子空调办公区样榜工程，有

望于两个月内在厦门建成，并在国内推

广。据介绍，这种新型太阳能空调具备静

音、环保、节能等多重优点，有望在未来逐

步替代传统空调。

该工程由福建天乙新能源科技集团

与恒力石墨烯科技产业集团联手打造，采

用的太阳能光热量子空调冷、暖综合供给

系统相关技术由天乙集团发明。该技术

专利发明人、天乙集团总工程师周存文介

绍说，该系统具备真空超导集热、相变储

能、量子能量转换、智能终端四大核心技

术。运用该技术，可将太阳能直接转化成

所需的制冷、制热、制冰、制蒸汽，无需先

转换成电能后再驱动传统空调，整个驱动

过程以太阳热能为主动力源，无其他动力

装置，全程负压运行，不会排放氟利昂等

温室效应介质，转化后排供的冷暖气中还

高含负氧离子。

太阳能光热量子技术将在厦落地转化

科技日报讯（记者江耘）近日，2017年度

“T20创新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此次研讨

会集聚来自中国、美国、欧盟等18个G20成员

国，9个非G20成员国，以及联合国大学和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共100余名全球智库专家参与。

与会者围绕“新供给、新动力、新合作，科

技创新引领支撑未来”主题进行讨论和交

流。与会代表们一致表示，创新是经济长期

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

步的重要动力之一。应以创新为重要抓手，

找到推动各国和世界经济、就业增长的新引

擎，解决经济增长疲软的根本原因。

全球智囊团为 G20 献智科技创新

临近初夏，在四川农业科技创新
转化示范基地内，小麦新品种“川育
25”已进入蜡熟末期。作为国内少有
的无芒小麦新品种，由中科院成都生
物所选育的“川育 25”2015 年通过四
川省审定，对条锈菌新小种具有高度
抗性。图为四川广汉现代粮食产业示
范基地内，“川育25”科研团队向20个
小麦主产县（市）农技站负责人和种粮
大户代表进行品种介绍。

本报记者 盛利摄

小麦新品种
在川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