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新闻热线：010—58884091

■责编 吴佳珅2017 年 5 月 18 日 星期四 QU YU CHUANG XIN 区域创新
“ 不 望 祁 连 山 顶 雪 ，错 把 张 掖 当 江

南”。2015 年 6 月，张掖被确定为全国 15

个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两年

里，张掖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张掖市小微企业“双创示范”科技创新奖

励申报指南》等 16 项新政，各县区积极跟

进。如今，全市上下形成了奖励创新成

果、支持创新创业的良好风气，创业梦想

生根发芽。

小村里的“创新担当”

“如何把土地变成工厂、把产品变成商

品、把商品变成品牌。”这是 15年前马志祥

考虑的事，尽管只有 50 多岁，但他看起来

比实际年龄大一些，15 年前，他担任前进

村村支书时便用工业化的思路来谋划农

业。2008 年，他领导村民成立甘肃前进牧

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董事长，他没

有工资也没有奖金，有时自己家的企业还

会被他用来帮助前进牧业的发展。村民们

都笑他是前进牧业的“义务工”。

看到牛奶带来的财富，2009 年，前进

村村民百分之百入股前进牧业，如今，现代

化的厂区干净整洁，数千头奶牛科学化养

育、公司运营井然有序，丝毫不像是坐落在

小村里的工厂。1300 多户股民覆盖了张

掖市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等地。前进村

也被称为“甘肃第一村”。

蔚然成风，吹响双创集结号

周末，位于张掖市山丹县的沃谷创业

孵化园里依然是一片繁忙景象，年轻的

创客们在埋头追逐着自己的梦想，这里

孵化成功的佼佼者不胜枚举，“伊百年”

牛肉面品牌已经成为入驻诸多大城市的

热门品牌，嘉浩电子商务在网上售卖土

特产，让山丹的土菜土味变成互联网上的

香饽饽；马可波罗电子商务发展同城快餐

配送……孵化器圆了许多青年的电商创

业梦。仅 2016 年，全县小微企业营业收

入达 21.2 亿元，新增小微企业 832 户，从

业人员超过 6 万人。“我们县上的年轻人

见面不再是喝酒聊天，而是探讨如何创新

创业”。沃谷孵化园总经理高国乾不禁被

深深感染。

“创业者不能孤军奋战，最根本的要靠

自己努力，而政府如若提供一些支持，对创

业者而言就是雪中送炭。”在张掖市另一家

省级孵化器“淘金创谷”，项目负责人刘健

说出了许多创客的心声。在张掖市政府的

牵线搭桥下，他们引进江苏淘金集团专业

运营，提供创业指导、培训孵化等服务，成

为甘州区的“梦工厂”。

聚沙成塔 大学生们
的创新故事

在张掖市众智众创科技有限公司的厂

区，一排排温室大棚有了高科技“保姆”，只

需要一键操作，温室大棚能实时收集棚内

温湿度、土壤温湿度、根据电脑程序的指

令，自动卷帘、补光、卷膜、滴灌等操作，与

总控制系统的联动甚至可以实现灾害天气

预警、农业大数据管理。“真的是后生可畏，

这一整套系统，都是四个大学生自行设计

开发的。”张掖市科技局局长甄广波对这四

个有勇有谋的年轻人赞不绝口。

作为土生土长的张掖人，2014 年，韩

程鹏大学期间回家帮农的过程中，萌发了

设计智能农业设备的念头，从设计研发到

产品问世，他们用了 3 年的时间，“我们是

农民的儿子，知道农民需要什么。”产品中

有许多“接地气”的高科技，他们的产品可

以让农民在半小时内学会操作；考虑到安

全性，他们安装了感应系统，每当有孩子靠

近时，系统会自动停止运行……

这些故事，只是张掖双创华章中的

几个缩影。如今，这座西部戈壁城市，创

业者势头正劲，高科技产业鳞次栉比，无

论政府、企业还是年轻的创客，都被注入

了创新的“洪荒之力”，假以时日，创新之

火必将成就燎原之势，给这座古城增添

更多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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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花科黑腐病菌Ⅲ型分泌系统调控机

理及其效应子研究、500MPa应力幅耐疲劳高

精度索网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YC6MK系

列重型柴油机研发及产业化、正颌外科技术矫

治颅颌面畸形的基础与临床研究……从基础

研究到前沿应用，从产业转型升级到民生科技

改善，越来越多的广西科技创新成果竞相绽放。

5月 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召

开 2017年广西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奖励 2016

年度 155 项研究水平高、带动效益好的科研

项目成果。在众多成果中，有哪些项目脱颖

而出，获得科技奖励？与以往相比，获奖项目

有哪些新亮点？

55.5%：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

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是技术创

新的主体，在推进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与经

济结合中处于关键环节和核心地位。2016

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励项目，企业牵头和参

与的有 86项，占 55.5%，为历年最高。企业的

主体地位得到加强，产学研合作紧密。

在 155 个项目中，分布在企业 53 项，占

34.2%；科研机构 43项，占 27.7%；大专院校 35

项，占 22.6%；其他事业单位 14项，占 9.0%；医

疗机构 10项，占 6.5%。

围绕节能环保国家发展战略，自主研发、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环保、安全型柴

油机，对推动我国内燃机工业的快速发展，提升

我国柴油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由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的

“YC6MK 系列重型柴油机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研发成功排放达标国 4、国 5、国 6的重型柴

油机，以较低成本的国产机，打破了国外品牌

在国内的垄断地位。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是

我国在贵州省建造的世界第一大单口径射电

望远镜，是国家九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作为

世界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可用于探索太空的奥秘，将在未来 20 至 30 年

保持世界一流地位。

由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完成

的“500MPa 应力幅耐疲劳高精度索网关键技

术的研究与应用”项目，根据“FAST”工程三大

自主创新点之一——“应用主动反射面技术在

地面改正球差”的关键技术难点，开展了 5 年

的研究工作，解决了超高应力幅、超高精度、主

动变位工作模式的特殊索网等关键技术难

点。该技术除了应用于 FAST 工程外，已成功

推广应用于印度 BAZZR斜拉桥等工程。

666.2 亿和 869.4 亿：
自主创新对经济的支撑作
用突显

科技创新的价值要体现在产业转型升级

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体现在经济实力和社

会生产力的提升上。

在 155 个 2016 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励项

目中，2013—2015年项目获奖单位实现新增产

值 666.2 亿元，新增利润 81.4 亿元，新增税收

44.9 亿元，创汇 2.3 亿美元，节支总额 10.8 亿

元。项目成果带动了产业的发展，2013—2015

年，应用成果的其他单位实现新增产值 869.4

亿元，新增利润 265.6 亿元，新增税收 79.3 亿

元，创汇0.24亿美元，节支总额42.7亿元。

铝土矿是我国紧缺的支柱性大宗矿产，

对外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供需矛盾日益加

剧。获得广西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的“桂西

铝土矿地质与勘查”项目，探明铝土矿资源储

量 5.15 亿吨，伴生矿产镓资源量 4.31 万吨、

Fe2O3总量 1.17 亿吨，预测桂西地区铝土矿资

源潜力 10.46亿吨，形成了特大型的国家级铝

土矿资源基地；所探明的铝土矿资源储量已

由桂西铝工业基地工程开发利用，按年产 508

万吨氧化铝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08.24 亿

元、年利润 31.19亿元。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亟须更多依靠创新

驱动、发挥先发优势，从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

和活力上寻求根本性转变。

针对肉桂资源培育和利用技术落后、产业

综合效益较低等难题，“肉桂高效培育与利用

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项目在肉桂种质评价、

高效培育和高值化利用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

为肉桂产业升级发展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建立肉桂基地43.0万亩，建

成生产线7条，开发出新产品20个。近三年累

计实现产值 7.69 亿元，新增利润 3.61 亿元，产

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61.3%：获奖项目的专
利产出高

专利产出作为一个地区科技创新的重要

表现，体现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绩效。

此次获奖的 155 个项目，有专利产出的

共有 95 个项目，占 61.3%。获奖项目共获得

专利授权 445 件，其中：发明专利 264 件、实

用新型 172 件、外观设计 9 件；发明专利占

59.3%。

随着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从近海

走向远海、深海已经成为我国海洋强国发

展方向，这离不开海洋科技保障和科技创

新。某些深海载体水下导航定位问题直接

关系到载体的生存，传统导航设备的连续

累计误差成为水下载体航行安全的瓶颈。

如何将北斗的空间基准向水下传递，构建

水下定位动态基准网络，是解决载体水下

精确导航定位的难题。

获得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北斗自沉

浮浮标的水下载体定位系统”项目创建了

以小型自沉浮剖面浮标为载体实现北斗导

航与水声定位相结合的水下载体定位新技

术，突破了北斗浮标海上弱信号检测、高精

度授时、单浮标高精度被动定位等关键技

术。项目实现了北斗技术与海洋特色装备

和应用方式的紧密结合，弥补了北斗在海面

应用领域研究的缺环，填补了国内外单浮标

高精度水下被动定位空白，推动北斗系统的

应用。项目获得了授权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 18 项，软件著作权 26 项等成

果。项目已在海洋水下定位、车辆管理、船

舶管理、物流管理等多个行业的十多个企

业中应用，并已成功用于马航 MH370 应急

搜救任务中。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更强劲
——2016年度广西科学技术奖励项目解读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科技日报讯（记者江耘 通讯员王利明）
5月 8日，在浙江舟山长峙岛大洋科考基地码

头，该省首艘专业渔业资源调查船“浙渔科

2”号正式交付给浙江海洋大学。

据了解，“浙渔科 2”科考船是浙江海洋

大学承担的农业部近海渔业资源调查船建造

项目成果。“浙渔科 2”渔业资源调查船是该

校第二艘综合科考船。与第一艘“浙海科 1”

号不同的是，船上安装科研渔探仪、多波束测

深系统等专业的渔业资源调查仪器。浙江海

洋大学设备处处长王贤恩告诉记者，以前传

统渔业资源调查是利用底拖网，或者变水层

拖拽方式，扫过一定的海域，对捕上来的鱼进

行分类或者是称重，推算出这个海域大概有

多少渔业资源,“这种方式对渔业资源存在一

定干扰性，探测的精度和科学性也相对不

足。”王贤恩介绍，现在装了这个科研鱼探仪

以后，不影响原来海里的渔业资源。

浙江首艘专业渔业资源调查船交付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魏源
刘欢）记者日前在常德市西洞庭召开的2017中

国·西洞庭第三届朝鲜蓟产业健康发展高峰

论坛上获悉，当地特色植物朝鲜蓟精深加工

利用获新进展，有望实现综合产值超8亿元。

朝鲜蓟被欧美等国誉为“蔬菜之皇”，引

入我国的栽培历史超百年。2005 年，常德市

从西班牙引进朝鲜蓟试种，历经十多年科研

攻关努力，实现当地种植面积超 2万亩，最高

单产可突破 1吨。西洞庭也成为了我国第一

大朝鲜蓟种植和精深加工基地，市场份额占

全国的 70%以上。

西洞庭管委会党委书记王启武介绍，朝

鲜蓟是洞庭湖区效益最好的冬闲种植作物之

一，也填补了湖南省冬季无高效经济农作物

的空白，每亩平均纯收入则至少在 800 元以

上，农户种植积极性很高。最初，朝鲜蓟植物

的利用率仅为 5%。当地积极建设了朝鲜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联合常德市农科院、湖南

文理学院、湖南农业大学等院所，对该植物的

最大化资源利用和全产业链打造上，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相关研发水平居国内领先。

湖南常德加速特色朝鲜蓟产业科技化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春）近日，中化国际

在上海张江高科园区成立科技创新中心，标

志着中国化工行业又一重量级“智库”诞生，

同时也宣告我国农用化工行业最大最完整的

研发平台正式面世。

化工领域，中国目前虽然已是世界第一

大化学品生产国，甲醇、化肥、农药、氯碱、轮

胎、无机原料等重要大宗产品产量位居世界

首位，但化工行业存在结构性问题。同时，国

内化工企业科技投入整体偏低，国际领先的

核心技术少。

中化国际科创中心将打造成为中国精细

化工的“智库”，专注于化工新材料、农药剂型

等方面的研究。该中心将着力打破国外跨国

公司的技术垄断，填补国内空白，大幅提升一

流的高性能材料、汽车化学品的研发能力，引

领相关产业领域的技术进步。

据悉，有着“中国新农药创制第一人”之

称的刘长令教授，将成为中化国际科创中

心的研发领军人。刘长令发明的农药品种

“氟吗啉”使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

创制实现了“零”的突破。投产至今，氟吗

啉已产生了数百亿元的社会效益和超过亿

元的利税。

中化集团副总裁、中化国际董事长冯志

斌说，中化国际一直致力于成为中国“创新型

精细化工行业旗舰”，将电子化学品、高性能

材料、车用化学品等作为公司未来业务方向，

而这些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都离不开科

技创新中心研发能力的支撑。

我国最大农化研发平台落沪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虽然我国三大

小麦主产区今年的赤霉病发病率较低，但是

农业专家仍然在努力选育抗赤霉病小麦品

种。记者从 5 月 12 日在江苏泰兴成立的小麦

赤霉病综合防控协同创新联盟获悉，科学家

已在我国找到小麦赤霉病高抗品种，相关科

研单位将从品种和防控技术的角度来解决小

麦赤霉病问题。

长江中下游冬麦区、东北春麦区东部是

我国小麦赤霉病传统的流行和高发地区。近

年来，由于气候和耕作制度的变化，赤霉病发

病范围向黄淮麦区持续扩大、频率不断增加、

危害逐步加重，已直接影响到我国粮食安全

和人畜食用安全。

记者了解到，小麦赤霉病由镰刀菌侵害

引起，染病小麦不仅大幅减产、甚至绝收，还

会产生以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即呕吐毒素

DON）为主的真菌毒素。食用病麦会发生眩

晕、发烧、恶心、腹泻等急性中毒症状，严重时

会引起出血，影响免疫力和生育力等。DON

毒素作为国际公认的第三类致癌物，各国都

严格限制其在食品中的含量。

目前，世界各国对小麦赤霉病的防治都

没有“特效药”，我国农业生产中抗小麦赤霉

病的主力药物多菌灵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产

生明显抗药性。因此，联盟从品种和防控的

角度双管齐下来解决问题。据小麦赤霉病综

合防控协同创新联盟秘书长吴宏亚介绍，在

目前育得的品种中，苏麦 3号是全球唯一一种

对小麦赤霉病高抗的品种，科学家将以此为

亲本开展抗赤霉病新品种的鉴定筛选和遗传

改良研究，小麦赤霉病主要病原菌种类和致

病性及抗药性监测，新药剂优化与制剂研发

筛选和防控技术研发，小麦镰刀菌毒素风险

评估及其管控，小麦赤霉病综合防控技术集

成与示范等工作。

据了解，小麦赤霉病综合防控协同创新

联盟由中国农科院有关单位、江苏里下河地

区农科所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将通过科研

单位、高等院校协同创新，实现农业科技资源

与平台共享，全面提高我国小麦主产区解决

赤霉病综合防控的能力。

小麦“头号杀手”赤霉病有望从品种源头根治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余

旭华 李欣）5 月 15 日，记者从在长沙高新

区举行的 2017 年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上获悉，该园区将新签约涉及园区六大主

导产业集群重点发展领域的项目 60个，投

资总额 288 亿元。其中，就包括总投资达

130亿的一个“巨型”创新基地。

据悉，此次签约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

一代信息技术、健康产业、新材料、新能源、

军民融合、互联网等领域。项目总体呈现

投资规模大、区域创新能力强、品牌影响力

大、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等特点。签约的

60 个项目中，投资 100 亿元项目 1 个，投资

10 亿元以上项目 9 个，投资 5000 万元以上

项目为 25个。

长沙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周庆年介绍，

此次集中签约的项目，辐射高新区六大主

导产业集群重点发展领域，既有增长潜力

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又有高精尖的

特色产业项目，既有存量产能的规模扩张，

又有增量引进的总部项目，它们的引入，将

对优化园区产业结构、辐射示范带动具重

要意义，也将助力于高新区率先打造长沙

市“五千亿级”园区。

长沙高新区新引进“巨型”创新基地

科技日报讯 （徐羽宏 记者张晔）近

日，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南京

市科委）首次以年度考核的形式对 7 家省

级以上高新区进行打分排名。

5 月 12 日发布的 2016 年度全市省级

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绩效考核评价结

果显示，南京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

南 京 白 下 区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园 区 分 别 以

75.39 分、53.39 分的成绩夺得国家级高新

区和省级高新区第一名。

去年 6月，南京市出台了《南京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绩效考核评价办法（试

行）》，按照月度监测和年度考核两种形式，

对南京国家级高新区及省级高新区组织开

展绩效考核评价，去年 7 月开始对相关园

区开展月度监测，本次考核属于第一次年

度考核，未来每年都将进行。

此次绩效评价共涉及 5 个一级指标和

53个二级指标，其中 5个一级指标分别为：

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和结

构优化能力、国际化和参与全球竞争能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园区综合经济水平和特

色工作。总体上南京市在 5个一级指标方

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综合评分排名第一的

南京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南京白下

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知识创造和技术

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两大指标上遥

遥领先，得分分别为 20.84、18.10分。

南京市科委首次“年检”7家高新区

科技日报讯 （梁媚媚 欧阳钢桥）近

日，参加广西园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会议

的 100 多名代表，分两组先后到南宁高新

区实地参观考察非公党建工作。该高新区

搞好非公党建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注重用

非公党建工作促进园区经济发展的做法，

得到了大家的称赞和好评。

当天，来自广西各地的代表们分别深

入南宁高新区所属企业——广西田园生化

股份有限公司、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博

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南宁·中关

村创新示范基地，实地参观考察企业党建

工作建设和经济发展情况。期间，代表们

对南宁高新区采取“三化标准”破解“组织

组建难”“三抓体系”破解“组织管理难”“三

支队伍”破解“作用发挥难”“三项机制”破

解“工作保障难”的经验做法予以充分肯

定；尤其是高新区注重用非公党建工作促

进园区经济发展的做法，更是得到了大家

的高度评价。

南宁高新区非公党建工作获“点赞”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昊）5 月 10 日，南宁

市举行 2016 年度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表彰 57

项 2016 年度南宁市科学技术奖。其中，由广

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大学

完成的“轻工过程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关键

设备及工程化技术集成创新”项目荣获 2016

年度南宁市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大会共授予 57项优秀科技成果南宁市科

学技术奖，获奖项目近三年累计新增产值

23.48 亿元，新增利润 3.73 亿元，创汇 1189.70

万美元，有力发挥了科技进步作为经济社会

发展强大引擎的作用。

此次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获奖的企业具

有“高精尖”等特点。环境治理技术和环保

设备打破国际垄断，博世科环保科技公司

的“轻工过程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关键设

备 及 工 程 化 技 术 集 成 创 新 ”项 目 国 际 领

先。尖端科技成果入列国防战略需要，广

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的“高强高韧耐蚀

航空铝合金大规格中厚板制备技术”被用

在某种国防武器装备上。生命健康领域基

础研究取得突出进展，南宁输血医学研究

所、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分别在实验室诊

断血小板免疫异常疾病、优化调控脂肪干

细胞生物学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与临床应用

取得突破。

据了解，“轻工过程高浓度有机废水处

理关键设备及工程化技术集成创新”项目完

成单位博世科 2013—2015 年累计创造销售

额 42307.7 万元，新增利润 11707.21 万元。技

术成果已在国内外 138 家轻工行业企业应

用，打破了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已成功应

用于俄罗斯阿马扎尔北极星纸浆工业联合

体、白俄罗斯劳动英雄造纸厂、玖龙纸业有

限公司等国内外多家企业，代表了“中国智

造”的高水平。

广西南宁57项科技成果创汇破千万美元

5月14日至16日，由中国农业科学
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和河南省三门峡种子
管理站、洛阳市种子管理站共同举办的
中麦 175和中麦 895小麦新品现场观摩
会分别在三门峡、洛阳小麦种植基地举
行。图为与会专家参观小麦长势。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