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吉林省的大田收割已基本结束，温度降到了10摄氏度以下，广

袤的黑土地即将进入“休眠期”。而曾经一入冬就无地可种、无事可做的

农民们，最近“转行”忙活起了自家的大棚，从“冬闲”变成了“冬忙”。

位于公主岭市怀德镇的三里堡村，因为人多地少，曾是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这几年，村里利用离怀德镇和长春市较近的地域优势，发展起

了棚膜经济。走进张木英的蔬菜大棚，一棵棵黄瓜秧苗长势喜人，再有

20天左右就能上市。仔细看，这黄瓜嫁接在南瓜根上，秧能长到 5米多

高，结出的绿色瓜瓤，吃起来又甜又脆，再仔细一问，经济效益还挺高。

“光这一个大棚，我闭着眼睛都能轻轻松松挣个一万块钱。”张木英说。

在三里堡村，现在已经盖起了 946 栋大棚、119 栋温室，846 名农民

从事棚膜生产，村民年人均收入达 1.5万元左右。

这几年，吉林的棚膜模式不断推陈出新，目前，主要包括高效节能

日光温室、砖+苯板式日光温室、土堆式日光温室和简易日光温室。这

四种日光温室可以实现全年生产，而各地也是因地制宜，结合区域特色

走差异化发展之路，目标都是奔着“一亩园十亩田”的高收益。

为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丰富城乡居民“菜篮子”，吉林省委、省政府

把棚膜经济作为农业农村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2017年，吉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棚膜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的实施意见》，先后实施百万亩棚膜蔬菜建设工程、蔬菜产业提升工程，

省级扶持资金额度相当于过去9年投入的总和，新建棚室31.8万亩，总规

模达到 146万亩，带动农民人均增收 196元。据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园艺

处处长吕子臣介绍，今年，吉林省棚室总规模将累计达到 175万亩，同比

增长23%，冬季能生产的日光温室将达到15万亩左右。

吉林：
设施农业让“冬闲”变“冬忙”

新闻热线：010—58884102
E-mail：jiangjing@stdaily.com

■责编 姜 靖2018年 10月 31日 星期三

7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科特派在行动

扫一扫
欢迎关注

科特派在行动
微信公众号

精准扶贫 科技先行

最近，天津联维乙烯工程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的挤压造粒机组在线监测系统正式进入天津

市科技支撑项目外审阶段。该系统可通过在设

备上加装传感器，实时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彻底

改变以往靠人盯的作业方式。从一家石化设备

维修企业，转变为利用互联＋技术与核心业务

融合的智慧型专业公司，公司负责人说：“多亏

了天津大学的贾大功老师。他的到来，不仅帮

我们精准解决了困扰多时的科技问题，更让我

们公司彻底换了个活法。”

天津大学向企业派出的科特派，犹如一颗

颗“种子”在企业和市场里萌发，壮大，并结出

了累累的硕果，有效地推动了企业产业转型升

级发展。

本报记者 孙玉松

作为一所理工科见长的百年老校，天津大

学储备了许多优秀的科研人才。如何让学校派

出去的人才直击企业“痛点”，更加精准地发挥作

用？在科特派遴选工作中，天大摈弃了传统的

“撒芝麻盐”做法，而是以受助企业需求为导向，

从产业一线需求出发，嫁接学校优势学科和科研

带头人，这不仅让科技帮扶工作更加精准，还加

速了高校科技要素向企业转移，闯出了产学研紧

密结合以及科技成果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新路子。

为了做好科特派工作，天大抽调科研院横

向工作人员，配合技术转移中心技术经纪人共同

开展相关工作。通过借助科研院横向工作人员

的区域合作布局能力与技术经纪人的技术、市

场、法律、商务、金融等综合能力，为学校老师、政

府、企业提供全面对接服务。通过对企业需求的

调研与甄选、整合学校资源、针对教师和目标企

业开展“一对一”全程服务，实现了科技与经济的

无缝对接。通过专家教授的技术服务，从技术开

发到产品生产到流程管理全程参与，真正发挥了

院校专家专业优势，为企业带来效益提升。

“科技帮扶要雪中送碳。摸准了企业实际困

难和需求，再从学校教师队伍进行筛选匹配，帮扶

就更加精准了。”10月25日，天津大学科研院负责

人介绍说：“这一办法施行后，科特派有了真正的

用武之地，不再漂在水面，成了学校与企业联系枢

纽，不仅可迅速地帮助企业解决各种技术难题，还

极大地促进了学校智力成果的输出转化。”

截至今年8月，天津大学比照天津市城市功

能定位及八大支柱产业规划，在天津市科委指导

下，已有针对性地选派出了科特派 119人，深入

到天津市 200余家企业。科特派服务领域涉及

化学化工、自动化、先进装备制造、环境保护、新

材料、新能源等天大优势学科，得到了科技主管

部门和派驻企业的一致认可。

不“撒芝麻盐”
有的放矢帮扶更高效

“没有李洪凤教授，我们都不敢想像企业能

有今天这般发展！”说起科特派，天津东方兴泰

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言语中充满了敬

佩。自 2016 年 3 月李洪凤入驻企业，天津东方

兴泰当年就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项目 28项，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推广 4项，其中

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参与天津市重大项目 3

个，还获得“天津市杀手锏产品”和“天津市重点

新产品”称号。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了把帮扶工作

做到实处，天津大学采取了给每个科特派“留作

业”的办法，每个科特派要做到“帮企业解决一

项技术难题、上马一个新项目（产品）、培养一个

人才团队”，学校对此定期考核打分。如今在这

一办法引导下，科特派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帮助

企业谋创新，上水平。

华平壤副教授通过调研目标市场，协助帮

扶企业成功开发了 Y 波导相位调制器、直波导

相位调制器和高频电光调制器，为企业带来数

百万元经济效益；海外归来的宋春风老师入驻

企业期间，用自己的新技术，指导企业开发低成

本复合钛白粉的制备方法，最终提出一种低成

带着“作业”来
传帮带教会企业真本领

优势学科长年积累，让天大相关领域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研究平台及实验设备平台。在天

大，受帮扶企业可以使用学校的各类仪器和实

验室，为了让帮扶实现常态化，天大还特别鼓励

支持特派员与企业优势资源无缝衔接，校企共

建各类研发中心。

高志明教授在任科特派期间，与企业共建

了天津市管道防腐蚀技术工程中心；段发阶教授

在帮扶企业建立了包括校企合作创新实验室、本

科生实践教学基地、研究生课外实践创新基地及

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等多个基地平台；曲红梅副

教授帮助企业引进了技术骨干，建设了天津大学

—亨必达药物研发创新平台；拥有日本熊本大学

化学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的张东辉研究员帮助企

业组建天津大学—津大博莱吸附分离中试实验

室，目前，该实验室正在积极准备申请国家和天

津市的科技支撑项目……截至目前，天大科技

特派员已与企业建立各类研发中心十多个。

“这种合作有助于形成长效、稳定的研发机

制，形成长期的全面开放、共享科技资源和市场

资源，形成较为完善的技术创新链条，最终会是

双赢。”天大科研院负责科技特派员工作的苏波

老师分析说：“一方面学校选派的老师和学科带

头人具有丰富的理论和研究能力，这样他们就

能更好地为企业解难题、定战略；另一方面服务

企业使得老师了解服务行业的真实工艺水准和

产业最新态势，也使得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工

作更接地气。”

尝到科技帮扶“甜头”的天津大学，针对科

特派兼职特点，下一步将从政策层面探索入驻

时间更长更集中的派遣模式，以保证科技帮扶

工作的连续性。今后还将增加经费和仪器设备

等投入，通过科研经费倾斜等政策引导更多科

技领军人才深入企业一线，通过项目技术指导、

成果转化、研发新产品等方式，建立利益共同

体，实现企业、学校和教师三方共赢。

共建研发中心
帮扶让校企实现双赢

马维维

房前屋后，绿树成荫；乱石旮旯地里，花椒、金银花、巨菌草等经济

作物成为村民们赖以生存的收入源泉。10月 29日，位于贵州花江大峡

谷沿岸、曾经饱受石漠化“围困”之苦的擦耳岩村，一派新气象。村民们

说，得益于贵州师范大学熊康宁教授的帮助，他们才能在石头缝里种出

一片生机。

生态修复，石旮旯地里“种”生机

“刚来到花江大峡谷时，放眼望去除了农舍、公路，就剩下白花花的

石头，几乎看不到绿叶。多数村民栽种的玉米仅够吃半年，其余时间需

要国家发放粮食救济。”熊康宁回忆道。

石漠化是喀斯特地区的一种独特环境现象，被学术界称为“生态癌

症”，石漠化严重的地方只见石头，不见片土，甚至寸草不生。而贵州喀

斯特出露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73%，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类型最

多、程度最深、危害最重的省份。

熊康宁表示，要想治愈石漠化，首先需要调整当地产业结构，从上

千种植物中，挑选出既适应当地恶劣生态环境，又能减少水土流失，还

能给村民们带来收益的经济作物。

科研组以擦耳岩村等村寨为“实验田”，将精心挑选出来的花椒、金

银花等植物进行实验化种植。“这些经济作物耐旱、能在贫瘠的石旮旯

地里生存，又是多年生植物，一次栽种后不用反复播种翻土，可有效减

少水土流失，扭转石漠化恶化趋势。”熊康宁说。

然而，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农耕观念，却成为挡在科研组面前的拦

路虎。通过摸底调查，科研组决定通过免费赠送花椒苗、在玉米地里间

种、套种等模式，说服部分村民加入实验行列。

“刚开始很多村民都觉得不靠谱，认为花椒又不能当饭吃。如今周

边村寨，遍地都是花椒树。”擦耳岩村村民饶大友是首批吃“螃蟹”的村

民之一。与其他村民不同，当年他将全家 20 多亩地全部种上花椒后，

靠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2001 年花椒投产后，每亩可收 60 斤干

椒，当年净收入近 3 万元。”饶大友表示，如果种玉米，年景好的时候每

亩可收三五百斤，要是碰到干旱，甚至颗粒无收。

周边村民争相效仿。没过几年，花江大峡谷沿岸，花椒、金银花、火

龙果等经济作物，遍地开花。

产业扶贫，要山绿也要让民富

“让石山成为绿山，难在坚持。只有让村民们真正富起来，才能真

正守住青山绿水。”熊康宁表示，与其他土壤、交通等资源条件较好的地

方相比，来自石漠化地区的经济作物，在市场竞争中仍处于劣势。花

椒、火龙果等价格波动，都有可能给当地初步复苏的生态环境带来冲

击。实施产业多样化、构架畅通的农产品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提高农

产品附加值、发展旅游业减少对土地的依赖，成为石漠化治理的又一剂

“药方”。

在沙漠旅游渐渐火热的今天，发展石漠化旅游是石漠化治理的又

一出路。熊康宁表示，发展石漠化旅游，直观感受石漠化现象，在传播

石漠化治理理念、生态观念的同时，旅游业带来的收入还可以减少当地

村民对土地的依赖。

“从国家‘九五’计划起，我们就以花江大峡谷沿岸 50 余平方公里

石漠化最严重的区域作为示范区，研究攻克石漠化这个‘生态癌症’的

科学技术。”熊康宁表示，经过 20 多年的科研攻关及应用示范积累，提

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和贵州省情、适宜喀斯特环境特征的石漠化

综合治理模式。

曾经的“生态癌症”正被治愈。截至去年底，花江大峡谷示范区内

植被覆盖度在 1996 年 3%的基础上提高到 55.20%，土壤侵蚀模数降低

了 45.33%，石漠化面积比例降低 38.4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96 年的

650 元提高到 6457 元。如今，该模式在贵州镇宁、紫云、册亨等 55 个县

市及周边省份 10余个县市进行工程化推广运用。

贵州：
石头缝里种出致富草

柯仕雨 本报记者 何星辉乡村振兴

灰白色的外墙、凹凸有致的造型，眼前的这

座厕所，远看与一般建筑并没什么不同，但近看

就会发现，它的墙不是一块一块砖垒起来的，而

是一圈一圈叠加的。

近日，在张家港永钢集团，科研人员向记者展

示了一种新型环保生态厕所。永联村办公室主任

胡文俊告诉记者：“这是我们联合一家 3D 打印公

司利用固废钢渣共同开发的，3D打印技术将帮助

企业解决一半以上的钢渣处理难题。”

除了生态厕所，固废钢渣还被制作成了 U 型

槽、挡土墙、花盆……作为永联村的产业支柱，永

钢集团每年产生钢渣等固废约 100万吨，3D 打印

技术真正让钢渣变废为宝。

改革开放 40年来，永联村充分利用创新引擎

的带动，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化牵引，带动城镇化

建设，进而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在全国 60万个行政村中，永联村经济总量位居前

三，上交税收排名前二，全面建设名列前茅，一举

拿下全国文明村“五连冠”。2017年，全村实现销

售收入 403 亿元，利税 78 亿元，可支配收入 1.56

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 43688元。

永联村地处长江边，过去是一片地势低洼的

低产田，永联也是典型的贫困村。1984 年，永联

村自筹资金 30 万元买了一台轧机，创办了“沙洲

县永联轧钢厂”，走上了专业化、规模化的工业发

展道路。

2002 年，永联村只用 341 天时间，打造了一

座百万吨炼钢厂，创造了中国冶金建设史上的奇

迹，永钢集团从此跨入了大型联合型钢铁企业

行业，年产能达 800万吨，产品覆盖普钢、优特钢。

全国钢铁企业这么多，许多老牌企业都没能

扛得住市场价格、原材料供应和金融危机的风风

雨雨，为啥永钢能独善其身？

“我们始终秉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

念，今年已实现利税 65 亿元。”永联村党委副书

记、永钢集团副总裁陈华斌告诉记者，通过实施

人才强企、产业转型战略，永钢集团的两化融合、

智能制造、清洁生产显现强劲的竞争优势。

为了推动产品“普转优、优转特、特转精”，永

钢先后投资近 100 亿元，建设国际领先的高速线

材、精品棒材、大规格棒材生产线。

2008 年，钢铁行业步入低谷，很多企业都出

现了资金困难，但永钢集团却先后投入了 20 多

亿元，用于改造硬件设施，提升节能环保水平。

这些设备上马后，吨钢成本要增加 100 元，但废

水、废汽、废渣回收利用率却达 100%，废气也实

现达标排放。“现在来看，当初落实环保政策要

求进行的投入，给永钢集团带来了发展优势。”

陈华斌说。

随着企业的发展，永钢科研经费逐年增加，

2017年超过 4亿元。相继建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省级重点研发机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参与筹建江苏冶金技术研究

院，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黑色冶金研究所达成合作

项目2项；参与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火炬计划等重大科技创新项目50余个。

3 年来，通过产学研合作，永钢完成 300 多个

产品的研发，多项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公司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1项、省部级科技奖 9项、张家

港市级科技奖 16 项；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 8 个、

冶金实物质量金杯奖 18 个；拥有授权专利 466

件，其中发明专利 200件。

传统的钢铁企业给人的印象是“傻大黑粗”，

但是在永钢车间，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手段已被运

用到生产第一线，远程操控、智能制造随处可

见。永钢建立了钢铁行业首套通过国家工信部

验收的能源管理系统，实现对废水、蒸汽、煤气等

二次能源回收的实时监测、远程操控。同时，产

销系统和特钢 MES 系统、数据中心等，实现了企

业资源管理与车间制造环节的无缝衔接。在炼

钢车间的加渣、检化验、测温取样、钢坯喷号等工

艺环节均实现了机器人操作。

智慧永钢铸就永联村“钢筋铁骨”

本报记者 张 晔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发展和创新的眼光推进现代农

业建设。加大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重点在于县域创新发展。当前，全国各地涌现出一

批典型的科技示范村，已经成为实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阵地，从今日起，本

版将陆续刊出“科技示范村系列报道”，从典型人物、重要成果、关键事件中寻找乡村振兴

的支撑点，凝练其有特色、可推广的做法、模式。

本、高活性的吸附—催化剂材料的生产工艺，帮

助企业申请相关专利 9项，获奖 2项……

为了让科特派快速发挥作用，天大还采取

了“相亲会”模式，先期组织技术沙龙、企业家座

谈会、见面会等活动，让企业和科特派做到“情

投意合”。每次遴选科特派，学校都先派技术经

纪人深入对接的目标企业调查研究，全面了解

和分析发展现状，然后，经纪人再回校内拜访选

定目标领域专家教授，进行专场宣讲，鼓励教师

与企业对接。

通过这一办法，不仅快速增强了双方熟悉

度、信任度，还充分调动利用了科特派所处的院

系资源，形成了“1+N”的多重帮扶，大大提升了

帮扶效率，仅今年天大就先后选派出十多名教

授级学科带头人进入企业进行专业技术指导，

帮助企业完成“杀手锏”产品研发。

天 津 大 学
内 燃 机 燃 烧 学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姚 春 德 教 授
（右二）深入企业
一线，对工程技
术人员提供现场
技改指导。
受访者供图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老师李凭天津大学化工学院老师李凭
力力（（左左））手把手教授企业人员实验操手把手教授企业人员实验操
作步骤及手法作步骤及手法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一对一帮扶一对一帮扶
天大科特派让每颗天大科特派让每颗““种子种子””结硕果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