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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创新

又到了吃螃蟹、虾、蛤蜊贝类等海产品的季节

了！可是，你知道吗，螃蟹壳、贝壳、虾壳等不仅能

吃，还能“摇身一变”化为纤维，被织成生态环保的

面料，做成衣服，畅销市场？创造这一奇迹的是青

岛市即墨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即发集团，其自主研

发的甲壳质纤维与保健针织品还获得了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这只是即墨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转变海洋

渔业的发展方式的一个缩影。拥有海域 2517 平

方公里、海岸线 183 公里的即墨区通过“科技+”

“资本+”及“服务+”催生海洋渔业发展新动能，靠

海吃海，变废蟹壳、废虾壳等为宝，让农民受益。

推动“科技+”
创新水产养殖方式

近日，在青岛悦海湾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育苗车间里，一个个育苗筐陈列其中，每个筐内附

着 500 至 1000 只海参宝宝，它们正转着圈享用海

藻美食。在隔壁模拟海底世界的漆黑车间里，还

有 3000多万只海参宝宝正在生长。

海参的产量关键在于育苗质量，而育苗非常

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水温。以前，该公司使用锅

炉烧煤这一传统模式提升水温，人力成本和煤炭

成本都比较高，而且还会造成大气污染。现在该

公司用上了保持水温的“法宝”——风源热泵系

统，依次加温海水，并通过过滤海水杂质、沉淀砂

砾等过程，将海水提取到车间内。

“通过这套系统，效率提高了，可以准确调控

水温，对空气也没有污染。从长远来看，成本也是

比较低的。”该公司总经理王志达说。

“悦海湾”海参获得了农业部无公害食品认

证，是山东省最早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和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海参品

牌之一。

近年来，即墨区通过发展陆基工厂化养殖、池

塘标准化养殖，加大标准化池塘改造力度；加大南

美白对虾工厂化养殖、池塘参虾混养等示范推广。

依托“资本+”
打造三大产业新格局

田横岛，曾以五百义士闻名。如今，青岛国信

海洋牧场项目正在建设。偌大的海面上，1095 台

筏架已经搭建完成，筏架挂牡蛎 837笼，完成牡蛎

苗种挂苗 40810绳。

该项目利用岛屿优势，建造海域多种养殖模

式，并在陆域建设工厂化苗种繁育与循环水养殖

区、水产品交易与冷链物流区、养殖水处理区、休

闲渔业与滨海旅游区等相关功能设施区等，实现

一、二、三产联动发展。项目还采用水下机器人、

监测浮标、自动投饵系统、智能网箱等实时检测、

采集数据方法，有效避免了养殖过程中过多的人

为干预。“在三产联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提高经

济效益，还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国信海洋牧

场项目负责人张璐说。

“资本+”推动即墨涌现出了众多“吃海”示范

企业及项目。青岛即发新材料有限公司利用先进

技术提取阿拉斯加深海雪蟹蟹脚处的物质，经加

工后可以做成面膜、服装，也可用于医药卫生领

域，其附加值高达 60%以上。

该项目负责人林成兵介绍说，公司先后承担

了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国际合作计划”，以及

国家海洋局“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项目

等众多的“国字号”项目，让科技和资本发挥出叠

加的效应。

即墨区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校相联合，加快海

水产品加工设备、技术改造和更新，不断提高产品

增值率和附加值，拉动产业链条向高端延伸。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创新，即墨还打造网上营销

平台，鼓励企业发展“互联网+渔业”模式，拓宽了

水产品的销售途径。

遵循“服务+”
提升海洋经济核心竞争力

作为青岛最大的中国对虾养殖基地，青岛维

波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有社员 110 户，养殖基地

超千亩。而像这样超千亩的专业合作社或渔业

龙头企业全市还有 10 多家。他们创新发展模

式，推进了精品渔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

生产。

最直观的效果便是渔民增收和渔业增效。

青岛海得韵水产有限公司仅南美白对虾一年的

纯利润便达 200 多万元。“合作社实行最低收购

价保护政策，以每斤高出市场价 2 至 3 元的价格

为社员增收提供切实保障。”企业负责人金维波

介绍说。

即墨区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刘国栋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即墨区鼓励水产养殖企业采取合作社的

“抱团发展”方式，并为之提供政策支持。目前已

为即发、海之林、领丰、海智源等 4家企业 5个项目

争取了国家“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项目，项目总

投资约 2.6亿元，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3000余万元，

项目数及投资额列青岛各区市之首。

在青岛即墨，海鲜不仅能吃还能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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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建高
通 讯 员 吕 栋 陈洪伟

本报记者 赵汉斌

工作队驻村后，经过深入走访调研，逐渐明

确了“改善基础措施、提升硬件实力、壮大专业

规模”的扶贫思路，结合当地实际，编制了《云南

省科技厅脱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三年

行动计划》，改善基础设施，扶持培育增收产业，

带领村民砥砺奋进，2017 年木令村委会终于实

现脱贫出列。

在面积达 41.2 平方公里的木令村，缺水和

石漠化是生产生活的两大难题。这里年均降水

超过 1100毫米，但水都往石头缝里“溜”掉了，到

了旱季人畜饮水都成问题。

“科技人”最能用科技手段破解难题。在各方

协同配合下，一项太阳能光伏提水成果转化示范

项目得以实施。云南省科技厅先后筹措430万元，

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二级提水，将小木恩河水扬

至440米之上高位水池，经过消毒处理后，干净的

自来水流进了木令小学及各村小组。“现在，我们

也和城里人一样，可以在家洗澡、安装冲水马桶

了！”转堡村小组的杨明成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项

目的实施，解决了木令村20个自然村近4000人、

3000头（匹）大牲畜的用水需求，木令村数百年来

缺水喝、饮水不安全问题永远成为过去。

光伏取水解决百年难题

“我们刚来的时候，二十几个自然村没有

一条像样的路。雨天，泥浆没过脚踝。”曾驻村

两年的工作队员肖君说，村民出行、运输生产

生活物资都很困难。

截至 2016 年初，木令村委会剩余未硬化通

村道路共有 11 条约 25 公里，成为脱贫攻坚的

一大障碍。云南省科技厅班子成员几进木令

村，现场办公，协调文山州交通局实施科技扶

贫示范村通村道路建设项目。如今，平整宽阔

的水泥路已通达所有村小组。

在云南省科技厅帮扶之前，木令村 95 个贫

困户住房大多存在安全隐患，有的甚至住在几

科技明灯照亮扶贫前路

根木头搭成的“杈杈房”里，难以遮风挡雨，更

谈不上保暖安居。云南省科技厅协调云南昆

钢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到木令村实施民族特

色钢结构抗震安居房成果转化项目，按人均 20

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建成了 60 套钢结构房，建

筑面积达到 4160 平方米。“我们贫困户现在的

住房敞亮了，也牢靠了。”转堡村小组的杨明科

说，村里还实施了新能源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项

目，建成 20 套垃圾池、焚烧炉，安装了 200 盏太

阳能路灯。

记者到访时，曾是建档立卡户贫困户的杨

友贵正和妻子在蜂王培育房里忙着喂食、炼

王。由于有想法、有文化，杨友贵是工作队帮扶

下接受胡蜂养殖培训的骨干之一。

“今年至少可以炼出 100 只蜂王，每个蜂巢

至少有 500元收入，单养蜂一项就可以收入 5万

元。”杨友贵信心满满地说。

为了帮助大伙儿趟出一条产业致富路，肉牛

养殖成果转化示范项目也在木令村落地，省科技

厅为95个贫困户每户提供一头价值1万元的能繁

母牛，并提供接种、饲料配置等养殖技术培训。在

村支书张誉晶的带领下，肉牛养殖合作社最多时

养牛276头，年收入33万元。三年来，不仅大伙儿

手里有钱花，还带动了周围养殖大户的成长。

种植业见效快。驻村工作队帮助引进了苦

参、香椿、小米辣等适宜石漠化地区的经济作

物，建起了育苗基地。如今，新改造的 500 亩石

漠化荒山上，满眼绿色正繁育着新的希望。

“脱贫不脱钩。下一步我们还要持续加大

对未脱贫群众的帮扶力度，在更大范围进行产

业扶持，防止发生返贫。”云南省科技厅党组书

记李松林表示。

产业组合拳支撑长远发展

1000名
江苏溧阳多项举措扩大“人才圈”

面对“人才大战”，该如何招引产业发展急需的人才？江苏溧阳市

委书记蒋锋在日前举行的“天目湖英才榜”人才峰会上表示，溧阳将为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最优的外部环境，扎实推进新一轮“天目湖

英才榜”人才新政，发挥总规模达1亿元的人才建设基金作用，吸引更

多优秀人才和创新要素来溧阳发展，进一步扩大溧阳的“人才圈”“朋

友圈”，把溧阳建设成为“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的人才高地目标。

今年是溧阳实施“天目湖英才榜”三年行动计划的关键之年。溧

阳将从自身产业发展需求出发，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和应用型高技能

人才的引进培育力度，通过创新人才培育机制和引才激励方式，解决

产业急需、紧缺的各类人才。其中，对特殊专技人才和领军人才，将

采取“一事一议”的政策措施。到今年年底，将重点引进培育 5 个领

军型创新团队、50 名领军型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培育 1000 名紧缺人

才、9000 名高技能人才，以及一批在经济社会领域引领和支撑发展

的高层次人才。

人才的优先发展撬动了溧阳产业的加速提升，动力电池、智能电

网、汽车零部件、农牧饲料机械等优势产业快速发展壮大，特别是 37

家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先进动力电池产业链项目齐聚江苏中关村，

到 2020年产业规模将达 800亿元。（姜树明 朱志敏 记者过国忠）

200亿元
青岛重金打造微电子产业“芯谷”

日前，由山东崂山区政府、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曙光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签约共同合作的中科院青岛 EDA 中心正式

落户青岛市崂山区，该中心将建设成为共性技术服务支撑、资源集

聚、创业者培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国际一流平台，带动青岛地区微电

子及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标志着青岛市打造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微

电子产业“芯谷”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崂山区是青岛市打造微电子产业“芯谷”的主要支撑区域，聚集

了海尔、海信、歌尔等一批芯片终端应用端大企业，具有集成电路设

计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崂山区委书记江敦涛表示，崂山区因地制宜，出台并落实 12 个

“一业一策”产业扶持办法，分批设立总规模 200 亿元的股权投资引

导基金、5 亿元的创新创业引导基金，打造国内一流的产业政策高

地。立足崂山区产业发展实际，围绕青岛微电子创新中心和微电子

产业园两大载体，打造 EDA、封装技术服务、微电子人才实训、微电

子金融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 （记者王建高 通讯员刘志峰）

3800万千瓦
山西新能源结构绿色越来越浓

4月12日，在大同采煤沉陷区的国家能源局首个光伏领跑者示范

基地，辰光光伏电站副值班员李晖正在当值，他认真观察记录数据。

这个电站安装的光伏板像向日葵一样始终正对着太阳，其奥秘是使用

了新型跟踪支架，能全方位调整光伏板的角度，从而提高发电量。

李晖说，如果风速过大，会影响跟踪器运行，甚至损坏设备。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近期加入一个防风功能，当风速大于 10米/秒

时，跟踪器会停止运行，从而保护设备。该基地已建成一期项目装机

容量 100万千瓦。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月底，山西省风光新能源发电装

机容量 1520.78 万千瓦，较“十二五”末增长约 94%，其中风力发电增

加约 33%，光伏发电增加超过 4倍，山西电网风光新能源发电量首次

突破 1000万千瓦大关，居全国领先水平。按照规划，到 2020年，全省

新能源装机规模将达到 3800 万千瓦，占到发电总装机比重的 30%以

上，使山西真正成为国家新型能源基地。在山西打造能源革命“排头

兵”的进程中，优化能源产业结构，重点布局新能源发电基地是能源

供给革命的重要内容。 （记者王海滨）

26303人
贵州全力培养乡村人才

日前，贵州大学乡村振兴学院揭牌成立。该学院将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着力培养“爱‘三农’、有技术、懂经营”的乡土人才，为贵州脱

贫攻坚、全面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服务。

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迫切需要补齐人才短板。党

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670.8 万人，异地扶贫搬迁

173.6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26.8%下降到 7.75%以下，创下脱贫攻坚样

板。但贵州仍然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在脱贫攻坚工作当中，人

才和技术不足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特别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扶

贫中人才难以满足实际需要。

为此，贵州大学发挥办学体系完备的优势，主动对接贵州省脱贫

攻坚的实际需求，通过搭建乡村振兴学院继续教育与服务平台，校内

设立专业分院，校外设立帮扶县乡“新时代‘三农’讲习所”等联动措

施，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健全乡村人才

培训体系和管理服务机制。

近年来，贵州大学通过党建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校农结

合，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其中，对贫困生资助金额达到 5096 万

元，培养乡村人才 26303 人，发展有机蓝莓、核桃、猕猴桃、稻田养鱼

等一大批精准扶贫产业，实现产值上亿元，通过校农结合，采购贫困

县农产品，惠及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591户、3003人。

（何春 记者何星辉）

“所有厅领导每年度入户走访都在2次以上。处级干部每年到木令村走访
近200人次,厅里每一位科技人，都有挂钩帮扶‘远亲’。”4月初，云南省富宁县
原县委副书记、驻村扶贫工作队总队长李明彦如是告诉到访的科技日报记者。

木令村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木央镇的西北部，下辖27个村小组，是木
央镇3个深度贫困村之一，全村石漠化严重，可用连片田地少，生产生活水源匮
乏，可持续增收产业缺乏。2015年起，云南省科技厅开始挂钩帮扶木令村委
会，成为木令村脱贫攻坚包村单位。科技厅的人也被木令村人称为“科技人”。

“经过精准识别和最新测评，2017年木令村已实现脱贫出列，人均收入达
3200元以上。这得益于科技的力量和各方面的支持！”李明彦说。

缺水缺水 少路少路 没产业没产业

石漠化山区脱贫分几步石漠化山区脱贫分几步

一粒小麦可以加工成 500 种产品，一颗大豆

可以榨取高档“膳食纤维”，一捧玉米可以变出玉

米果糖，替代蔗糖进口。

小麦、玉米、大豆都是传统粮食作物，将三者

注入科技元素，传统作物瞬间变身“行业新贵”。

对历史悠久、经济欠发达的山东滨州市而言，要促

成新旧动能转换，新兴产业“远水不解近渴”，还要

打好传统优势牌。它的“家底”优势，不仅体现在

粮食产业上，其纺织、油盐化工、机械制造、电解铝

等传统产业基础也很厚实。

身处“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重要

位置，肩负先行先试重任，滨州如何打好优势牌？

是全面出击还是重点部署？是深耕家底还是“另

立门户”？

7 分钟非常短，但在化工生产中却是降本的

关键。以硫氢化钠研发为主业的雅美科技，以

往精研磨后的溶解胶被送到溶解桶，利用溶解

循 环 泵 打 到 精 研 磨 机 中 ，整 个 过 程 耗 时 3600

秒。该企业生产总监梁翌等人提出让精研磨电

机与溶解循环泵电机缩短 500 秒时间。这一工

艺改革马上见效，原液一期车间在精研磨上节

省近 40 万元。

关键工序上节约 500 秒，一年节约成本 40 万

元。向关键的、固有的设计挑战，风险背后是进步

的机会。

利用新技术降低能耗，使其从传统企业中脱

颖而出，这是老产业“逆生长”的逻辑。

做了 60 年活塞、蝉联“全国第一”32 年，将活

塞几乎装进所有知名品牌之后，渤海活塞遭遇“倒

春寒”——其主战场商用车市场出现萎缩，导致

“渤海”产销量下滑严重。

北汽集团的入住，是“渤海”前东家滨州市国资

委的有意为之，也让前者换了活法：借助北汽优势，

“渤海”在铝合金轻量化、新能源汽车传动系统、智

能驾驶辅助系统方向上发力。而这三个方向，代表

着汽车业的未来，更决定着“渤海”的未来。

老“渤海”换了新战场，能力犹在，作风犹在，

这是老产业“逆生长”的逻辑。

短短十年间，滨州铝加工产业集群实现了从

0到 800万吨的跨越，聚集起我国规模最大的铝产

业集群。

创新集团是这种集群的受益者，如今也成长

为行业龙头之一。在创新集团内部有条特殊产业

链，其产品为国际知名手机、电脑生产外壳材料，

这使得原先“按吨卖”的铝品变成了“按克卖”。

创新不是孤立事件，而是趋于集群。做一件

的利润赶上以前做一吨的利润，这是科技的魅力，

也是老产业“逆生长”的逻辑。

中裕集团、香驰集团、西王集团，是分别将小

麦、大豆、玉米“吃干榨净”的典型代表，也是国内

细分领域的“龙头级”企业。比如在中裕，他们建

成了完整的一、二、三产融合产业链，以榨干吸尽

每一粒小麦：生物育种—良种繁育—推广种植—

仓储物流—初加工—食品加工—深加工—快餐连

锁—废弃物循环综合利用—生猪养殖—屠宰加工

及冷链物流……

将农产品深加工链条拉得很长，这些企业依

靠大投入换得了大产出：“吃干榨净”每一颗大豆、

每一抔玉米，每吨大豆可增值 570元，每吨玉米可

增值 443元。

头顶难以突破的发展“天花板”，背负着成本

与环保压力，滨州传统企业摆脱了同质化竞争和

过剩产能的“陷阱”，以“逆生长”的姿态在各自领

域创出了新天地。他们的努力，给正处于“新旧动

能转化”中的山东企业提供了答案。

对每个城市而言，“家底”是掘之不尽的宝藏；

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

不能忽视高科技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加大力

度深挖其潜力远比单纯发展新行业的收益更大。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抓住人才这个主要矛盾。

深耕家底，山东滨州让老产业“逆生长”
本报记者 王延斌

第一步
光伏取水解决了木令村百年难题光伏取水解决了木令村百年难题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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