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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台

马鞭草、百合、萱草、唐菖蒲……一片花海中，

高铁自其间呼啸而过。

在浙江西部县城龙游，这片规划 4000 多亩的

花海，由远在 200 公里之外的杭州萧山一家苗木

公司投资，建成后将成为浙江最大的花海基地，集

道路主题景观、花木苗圃繁育、生态型酒店、休闲

乐园于一体，带动大批农民就业。

“园中每天数百人劳作，多来自附近村庄。”龙

游花海运营工作人员徐伊宁说，这种就业也是一种

培训，村民们掌握花卉栽植技能后，可以自己创业。

龙游花海，是浙江“山海协作”升级版中典型

的农旅融合项目。

5月 30日召开的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

议提出，将聚力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实现

更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

“山海协作”工程，是浙江省通过政府鼓励、引

导和推动，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开展优势

互补的协作，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

重要举措。“山”主要指以浙西南山区等为主的欠

发达地区，“海”主要指沿海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

的县（市区）。

2003 年，浙江省委提出面向未来要进一步发

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八八战

略”。其中，进一步发挥山海资源优势，推动欠发

达地区跨越式发展，是“八八战略”的内容之一。

据统计，“山海协作”实施以来，到 2018 年一

季度，浙江累计实施特色产业合作项目 3601 个，

到位资金 2664 亿元；实施群众增收、新农村和社

会事业项目 1686个，到位资金 7.98亿元。

“实践证明‘山海协作’是解决浙江省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抓手。浙西南地区获得项目、

资金和平台，实现了加快发展；沿海地区获得了要

素、资源和空间，加快了转型升级。”浙江省发改委

主任孟刚说。

按照浙江省部署，“山海协作”升级版将在基

础设施、产业与人才合作、平台建设、精准帮扶、体

制机制等方面加大力度。

杭州余杭与衢州共建杭州未来科技城衢州园

项目、宁波与丽水共建“飞地创业园”项目、传化物

流集团与开化县建设公路港项目等一批“山海协

作”升级版项目，已于 5月 30日成功签约。

作为杭州对口协作地区，衢州市委书记徐文

光说，杭衢“山海协作”升级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

是实现三个转变：从单向扶贫输血向双向合作造

血转变、从传统产业梯度转移向创新成果转化落

地转变、从以往市县分散单独协作向市域一体对

口协作转变。

近年来，随着“山海协作”等一系列工作的推

进，浙江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全省 26 个欠发

达县（市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并成为

浙江经济的新增长点。

在三门县浦坝港镇，2004 年以前没有一家工

业企业，同温岭结对“山海协作”以来，这里崛起一

座沿海工业城，集聚着 1.5万人口，形成汽摩配、电

机等为主的产业格局，每年税收保持 20%以上增

幅，成为三门新的经济增长极。

“我们接下来将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三

门县委书记杨胜杰说，“一个个升级版，将加速缩

小‘山’与‘海’间的发展落差，推动浙江均衡发展

再上新台阶。”

“山海协作”全面升级“均衡浙江”再上层楼

新华社记者 李亚彪 魏董华

“目前惠州与学校正在紧锣密鼓地协商中，希

望在几个月内启动建设，最快可在 2021年开始招

生。”香港城市大学学务副校长任广禹 5月 24日在

广东惠州透露。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 1.37 万亿美

元，仅次于纽约湾区的 1.66 万亿美元。粤港澳三

地高校逾百所，在校生超 300万人。如今，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即将公布，科教资源正加速流动，

如何乘着这股“东风”，实现区域发展？

粤港澳高校“如胶似漆”

3 月 30 日，生物学知名学术期刊《细胞》在线

发表了世界首例神经疾病基因敲入猪研究成果。

这是由广东科学家领衔的研究团队经过四年努

力，培育出世界首例能精准模拟人类神经退行性

疾病的亨廷顿舞蹈症猪模型。

科研成果的背后，离不开暨南大学—香港大

学脑功能与健康联合实验室的努力，该实验室是广

东省首个粤港澳合作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亨廷顿猪’是粤港高校合作的成功典范。”

暨南大学副校长叶文才说。

科技日报记者采访得知，如今粤港澳大湾区

科技教育走得越来越近。仅以暨南大学为例，在

校香港学生 5000多人，被称为香港本土八所高校

之外的“第九所大学”；总人口 60 余万人的澳门，

有 2万余名暨南大学校友，平均每 6个家庭就有一

名暨南大学校友。

另外，香港的大学来广东办学的节奏也加

快。此前已有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分别

在珠海和深圳办学。如今，香港城市大学也来筹

建惠州校区。

“未来准备把动物病理诊断中心、食品安全检

测中心带到惠州校区，对以后整个广东疾病防治、

食品安全以及企业间技术转移都能有促进发展作

用。”香港城市大学学务副校长任广禹说。

另据报道，香港科技大学计划在广州市设立

分校。

城市“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大湾区科技教育资源的加速流动，为地方发

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一些城市闻风而动，提前布局。

惠州市动作很大。

5 月 27 日，为期 4 天的第二届中国高校科技

成果交易会在惠州落幕。有 293 所高校与 626 家

企业牵手，交易科技成果 732项，签约金额 40.6亿

元。同时，还促成了 2 宗科技成果转化重大平台

投资建设项目签约，金额 350亿元。

“置身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浪潮中，惠州加强区

域科技创新合作，推动更多的高校科技成果在惠

州转移转化和产业化，促进更多创新人才向惠州

集聚，努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高

地。”惠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奕威说。

东莞市也在想办法。

5 月 28 日下午，东莞市一下子请来 22 位港澳

大学教授，交流探讨合作。“东莞如把所需的创新

型要素和产业要素汇集，再将香港资源聚集，通过

创新手段，与智能产业结合，东莞的发展将会迎

来一个新时代。”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说。

惠州、东莞只是缩影。科技日报记者查阅资

料发现，利用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广州、深圳、佛

山、珠海等地都没“闲着”，有的是在吸引人才方面

“砸重金”，有的在产业发展方面“下狠手”，有的则

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布重兵”……都希望借粤港澳

大湾区的“东风”开地方发展的“快船”。

科教资源加速流动，大湾区发展再提速
创新直播间

本报记者 龙跃梅

在近日举行的山东海洋强省建设工作会议

上，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用“万里海洋千年睡”来

形容本省海洋资源的现状，他敦促在座的涉海部

门，“要通过海洋强省建设，把海洋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高质量发展优势、可持续发展优势，

彻底改变‘万里海洋千年睡’的状况”。

这句话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山东用占全国

1/6 的大陆海岸线，贡献了全国 1/5 的海洋 GDP，

自然禀赋全国第一；同时，山东半岛聚集了 21 位

海洋界院士，40%的海洋科研人，承担了国家近一

半的海洋类“973”“963”计划项目。

但与巨大的自然禀赋和科研实力不相符的是：山

东海洋类高新企业仅有300多家，不到全省高企数量

的10%，海洋新兴产业仅占全省海洋GDP的18%。

如何将强大的海洋科研优势转化为看得见的

产业优势，是摆在“蓝巨人”面前的一道命题作文。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马文哲

山东明月海藻集团曾经是传统海洋企业的

代表。

过去，他们从海藻中提取海藻酸钠，作为原料

出口，赚个辛苦钱。而现在，在科技推动下，他们

从 8000 元每吨的海带中提取海藻酸钠，价值为

1.6 万元，但将海藻酸钠做成海藻纤维就变成了 8

万元，再做成终端药用辅料就变为 240万元。

从 0.8 万到 240 万，300 倍升值蕴含着一条清

晰的逻辑：在科技与人才催化下的产业嬗变。这

条逻辑被山东省政府和科技部门准确地铺捉到并

将之具体化，甚至上升为新政，推而广之。

5 月 17 日，山东省对外公布《山东海洋强省

建设行动方案》，科技是被着重强调的关键词。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推进办公室副主任王海林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省强大的海洋科研优势

远未发挥出来。在制定《方案》时，我们充分考

虑到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创新引领作

用，把‘海洋科技创新行动’置于‘十大行动’之

首，重点予以推进。”

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里，记者

看到了一幅绝美的地球俯瞰图，深蓝色的大洋上

星点密布，一颗颗璀璨的星点代表的是一个个智

能浮标。这是由该实验室主任、中国海洋大学副

校长、中科院院士吴立新担任首席科学家的“面向

全球深海大洋的智能浮标”项目的一部分。

“深海 2000 米以下的探测，我们零零星星地

在做，但没有真正构成面上的一个能力。现在，借

助智能浮标的帮助，我们‘看到’海洋发生的事

情。”吴立新说。

目前，以该实验室的大型协同创新平台为纽

带，一个又一个带着蓝色标签的高校院所、“国字

号”科研平台、科技型企业纷纷落户山东沿海，从

而形成高端平台的强磁场效应。据统计，山东省

汇集了 46个国家级海洋科技平台，其中 30多个处

于世界领先水平。

在大平台上诞生大项目，形成了一个从研发

到产业的闭合链条，这是山东的独家优势。

以海洋观测装备产业为例，山东省在海洋观

测仪器设备研发中具有天然优势，既有众多海

洋高校、科研机构作为观测仪器的使用方，又有

一批国内研发领先的观测技术装备研发机构。

“透明海洋”工程的实施，最大程度地捏合了这

种“供与需”的优势，使得本地海洋观测装备产

业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技术成果的

同时，也锻造出关键海洋观测传感器技术装备

的研发与生产能力。

从每吨 8千元变成 240万

300倍升值蕴含的“秘密”

搭建大平台，攻关大项目，符合山东人“以大

为美”的性格，更蕴含着山东人的担当——志在突

破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

科技日报记者曾亲身体验过“蓝鲸 1号”的庞

大——它的净重超过 43000吨、37层楼高，由中国

自主制造，是世界最大、钻井深度最深的双井架半

潜式钻井平台，适用于全球任何深海作业，更能够

在 12 级台风下牢牢“钉”在深海作业海域钻采可

燃冰。

以科技为手段，向深远海进军，这是中集来福

士海洋工程公司正在绘制的创新蓝图。眼下，他

们自主开发的浮式电站及浮式液化天然气再气化

装置，打破了国外垄断。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也是科技创新的主

体，他们更能在市场竞争中了解自己的需求。如

果说摆脱低附加值之困，“蓝鲸一号”向深海寻求

解决之道，那么鑫发集团就是走向深加工，利用科

技手段向“深耕”要效益。

一条条来自印度洋的金枪鱼在鑫发渔业集团

的车间被加工成罐头，销往欧美和日韩等地。

如果仅卖原料，鑫发的远洋捕捞挣的是辛苦

钱。但如果从金枪鱼中提炼胶原蛋白及其水解产

物，用作特殊医用食品及保健品，价格会从几元钱

一公斤飙升到上千元一公斤，价值翻了几百倍。

从整体上看，海洋产业大而不强，附加值低是

不争的事实。而中集来福士、鑫发无疑做了很好

的尝试。从浅海走向深海、远海，向“深与远”要效

益，这是山东对海洋附加值低难题的破解之道。

“钉”在深海钻采可燃冰

低附加值难题的破解之道

从中国海洋大学校长的职位退下来之后，中国工

程院院士管华诗选择了创业，摇身一变成为青岛海洋

生物医药研究院董事长。不久前，该院与美国克里夫

兰临床医学中心合建实验室，一批处于国际前沿的抗

肿瘤靶向药物科研成果将在山东落地转化。

“我们进行了打通‘科学—技术—工程—产业’

科技链条瓶颈的尝试与探索，融合了事业、企业两

类实体，三五年后你再看看，山东的海洋医药产业

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景象。”管华诗说。

山东海洋科技力量雄厚，拥有中央驻鲁和市属以

上涉海科研、教学机构56所，海洋界院士21名。由

此，山东每年的海洋科研成果超过千项。将强大的海

洋科研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发挥这部分人的能动性。

在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方面，山东打通四个渠

道：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

探索国有科研院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落实分配

政策；建设济青烟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眼下，全国各地吸引人才奇招频出，已到“白

热化”程度。而“蓝巨人”山东也没有闲着，引入

“国”字头海洋类院所，“一事一议”引进顶尖人才，

加大对驻山东海洋科教单位支持，放宽外籍高层

次海洋人才来鲁工作条件限制……

向人才要动力，优化存量，扩大增量才是关

键。因为他们明白，改变“胖而不壮”现实，需要这

么一支数量与质量并重、结构与功能优化的海洋

科技人才队伍。

21位院士、56所大学院所

把科研优势转化为新动能

齐鲁大地齐鲁大地
唤醒胖而不壮的唤醒胖而不壮的““蓝巨人蓝巨人””

事实证明，“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只是一厢情愿，“向海
而生”的山东还需要更多实质
性动作换取海洋产业的“开花
结果”。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12个
海上风电产业苏闽粤三足鼎立

“风电发展正在各项非水可再生能源之中率先进入商业化发展轨

道。全球多国市场，风电已经成为最具价格竞争优势的技术之一。”近

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海上风电产业发展国际峰会暨第80期广

东科协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国家可再生能源

中心副主任陶冶指出，未来数年内的海上风电发展将极具竞争力。中

国市场的发展也开始驶入快车道，目前已有12个在建项目。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新增海上风电并网装机容量 57万千瓦，

项目开发集中在江苏、福建、广东三省。

“江苏开发成本较低、难度相对较小，起步较早，建成项目最多。

随着技术的进步，风资源更优的福建、广东在建、待建项目方面已与

江苏呈三足鼎立之势。”陶冶说，“随着国内海上风电价值产业链成

熟、建设成本降低以及风机运行记录增加，国内海上风电产业将于

2020年后实现快速发展，届时规模总计将超过 5600万千瓦。”

陶冶认为，广东要加强完善海上风电标准体系，通过技术创新有

效控制、降低成本，并充分发挥广东海洋大数据和广东省海上风电大

数据中心的作用，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与海洋生态协调发展。

（记者叶青 通讯员柯纪协）

8年时间，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等顶尖人才 52人、高层次人

才 2381人、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 91个……

如果不给这份漂亮的成绩单署名，谁能想到这是江苏苏北的一

个小县城——海安县招才引智的佳绩？

“我是被海安大公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人才新政吸引过来的，在海

安创业，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近日，上海华

欣民福自控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乐斌冒雨专程从上海赶至海安参加

人才发展大会。身为海归硕士的他，目前是海安县大公镇今年引进

的一名创业人才。

当前，全国各地“抢人大战”正如火如荼。先是南京、武汉、成都、

西安、长沙等二线城市放出“送户口”“送房补”“免费租借办公区”等

大招来吸引人才，再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分别出台针对高端和相

关产业的人才引进办法。

海安是江苏苏北的小县城，与一二线大城市相比，一无高校院

所、二缺基础设施，更比不上兄弟城市的“财大气粗”，想要引进高层

次人才只能另辟蹊径。

“海安人才招引的优势在于产业比较发达，企业比较多。零售额

在 2000万以上的有 909家，零售额超过 2亿以上的有 200多家。现在

需要的人才一部分是高层次创新人才，以帮助我们现有的企业实现

转型升级；另一部分是高校毕业生；还需要吸引高层次创业人才来发

展壮大新兴产业，这部分人才主要来自于上海等大城市的加速器企

业、海归和高校科技园。”海安县人才办主任景凯介绍，对于引进人

才，既要给“帽子”，更要压担子，良好的事业平台才能引来“高人”。

依托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园，去年初，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刘劲松来海安创办弘琪工业自动化公司，实施

“晶圆植球自动化装备”项目研发。“目前，海安正在全力打造机器人

小镇，公司设计制造的产品和小镇的建设理念非常吻合，借这股东

风，未来公司将有望在海安实现典型智能制造设备的批量生产。”刘

劲松告诉记者。

近年来，该县先后建立“创投基金+人才项目”“加速在大城市、

产业化在海安”等引才模式。目前，全县已在机器人、新材料、新能源

等新兴产业形成了高端人才集聚的先发优势。2017年，海安县域人

才综合竞争力跃居江苏省江北地区第一。

“顶尖产业人才在海安创业，给予最高 6000 万元资助”“大专以

上毕业生‘零门槛’落户，首次购房可享最高 10 万元补贴”……在此

次人才发展大会上，海安发布了“1+10”引才新政。

海安县委书记顾国标告诉记者，新政出台后，海安县级财政人才

专项年度预算经费比新政出台前增长 8 倍，未来几年每年将投入

8000万元以上用于兑现人才新政。加上各区镇配套政策，全县每年

用于人才投入的费用将突破 1亿元。

“抢人大战”中不落下风
这个四线小县城靠“组合拳”

地方动态

本报记者 张 晔 实习生 吕 迪

6辆
“车来找你”自动驾驶项目落户重庆

近日，盼达用车与百度宣布在重庆两江新区正式启动“自动驾驶

示范园区”，双方在开放式园区落地共享汽车“一键召唤”功能，成为

国内首个实现“车来找你”的自动驾驶商业试运营项目。

据了解，此次示范园区内共有 6 辆盼达共享汽车搭载了双方研

发的自动驾驶技术，实现了自主泊车、低速自动驾驶能力，包括红绿

灯识别、行人避让、自动充电等。

盼达用车运营总监王鹏介绍，目前他们的自动驾驶层级达到了

L3级至 L4级之间，是属于共享汽车行业定制应用。该技术规模化应

用将解决现行环境下用户找车存在最后一公里的运营痛点，实现“车

找人”不仅能够提升用户体验，同时可在线下运维、能源补给等方面

降低运营成本。

记者看到，体验者通过手机 APP“一键召唤”后，一辆自动驾驶的

共享汽车从站点出发，沿路以不超过 15公里/小时的速度行驶，经过

自动转弯、识别信号灯、避让车辆行人等一系列考验后来到了体验者

旁边。切换成人工模式驾车到达指定地点后再操作“一键还车”，车

辆又自动向站点驶去并自动泊车。 （记者雍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