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临沂市兰山区三官庄村，“鱼儿爱吃西红柿”的消息像插上

了翅膀，传遍周围村镇。50 岁的当地农民杨清春刚刚做过实验，

他说：“把西红柿倒进鱼塘，‘嗖’一下就被鱼儿吞到嘴里，欢实得

很；用西红柿作饵钓鱼，比蚯蚓效果还好，平均 3 分钟钓一条，草

鱼、鲤鱼、花鲢都有。”

鱼儿恋上西红柿，源于这些西红柿的品质与众不同。瞄准了

高科技，杨清春所在的清春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高蛋白

植物研究院和蔬菜技术研发中心，与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临沂大学等高校合作项目 17 项，“打动”了鱼

儿，也打动了市场……

老乡的“三温两防控”技术申请了专利

“你看，这一簇就得卖六七块钱……”在西红柿大棚里，杨清春

闲不住，随手去去叶、扶扶枝，“西红柿 40天就挂果，一棵西红柿能

采摘 10 斤左右，亩产 3 万多斤。眼下批发每斤 3.5 元左右，大部分

进了城里超市。”在另一个大棚里，黄瓜虽略显细嫩，但因为时间拿

捏得当，恰恰赶上市场需求旺盛的时候。

记者了解到，眼前的这些大棚不是一般的日光温室，其独特的

“三温两防控”构造刚刚申请了国家专利。杨清春说，这“三温”是

日光温、地温和后墙储温。相较于普通大棚，这种大棚顶部倾斜度

适中，能够充分吸收日光温；底部下沉约 80 厘米，可充分利用地

温；五米半的后墙全用泥土夯就，白天往里吸热，夜间往外散热，使

棚内温度平衡。两防控是指在大棚进出风口处设置一层防虫网，

有效防止害虫进入；地面覆盖地膜，可避免因地表水蒸腾造成棚内

湿度过大，有效抑制病菌传播。

“每个棚的成本在十五六万元。一般占地 4亩，纯种植面积两

亩多一点。一个棚用 20 年没问题。”今年 61 岁的兰山区农业局专

家许传山看得明白，他曾任兰山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对设施蔬菜

种植见地深厚。

新式大棚的科技，有诸多妙招取之于生活。“防虫网，就像蚊帐

一样；半地下大棚，就跟野兔子过冬似的，野兔子在地上刨个坑趴

下，即使雪盖着脊梁骨也冻不死，这是利用地温；控湿防病害，就连

农村老太太也知道，煎饼干着放半年不变味，湿着几天就长毛，这

个‘毛’就是真菌性病害。”许传山说。

传播农业技术要靠“田间的意见领袖”

“农业现代化要建立在现代科学落地的基础上，用领头人的力

量去推动。”杨清春可能说不出这样文绉绉的话，但不经意间，他却扮

演起传播农业技术“意见领袖”的角色。2005年时，杨清春已有30亩

的蔬菜大棚。他总是不断观察，随时总结经验；一家一户的小规模

种植很难抵御市场风险，到2008年2月，杨清春牵头成立了兰山区清

春蔬菜农民专业种植合作社，动员大家一起种植大棚蔬菜。

当时，一个普通大棚 8 万元的投入，把许多农民吓退了。为

此，杨清春学城里人卖楼的好办法：利用合作社闲散资金建设一批

标准大棚，零首付租给农民使用，农民赚了钱再付租金。这样，合

作社的规模迅速扩大，会员很快达到 380 多人。三官庄的大棚蔬

菜种出了声势，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专业村。

在合作社下设研究院工作的胡发勇，学的是应用电子专业，大

学毕业后在青岛工作两年，之后回到老家。“我喜欢这种生活，不喜

欢繁杂的城市。”胡发勇说自己开车三五分钟便可到合作社。“我来

之后，吃到这里的柿子、黄瓜，真是小时候的味道。”

“小时候的味道”背后是用心。为保证蔬菜质量，杨清春想办

法让科技长了腿，走好“最后一公里”——他将专家们请出办公室，

零距离深入基层开展“全科”服务。比如专门拿出几个大棚给许传

山等一批农技专家当作实验棚，验证想法和灵感……“我在办公室

里作用不大，农技人员只有到农村，作用才能发挥出来。在大棚

里，到底是土壤、水的问题，还是品种、环境、大棚结构问题，可以直

观分析。国家鼓励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走出来，这个导向是正确

的。”许传山说，一些理论在办公室里推演就很难有所突破，而有了

大棚实验，就容易得到数据，也可以从实践中得到启发。比如，一

些细节的改进，可以让微滴灌加水肥一体，节约水、肥 60%左右，地

膜全覆盖能降低相对湿度 30%以上。

农业要上台阶科技很重要

半年前，杨清春收到了一份元旦厚礼：筹备已久的盖钧镒院士

工作站正式成立，专攻大豆和奶桑植物蛋白。

从蔬菜种植延伸到奶桑，脑袋活络的杨清春想得明白，“奶桑

浑身是宝，大豆含蛋白质 42%，奶桑 35%以上。跟韭菜一样，每年

能割五六茬，耐瘠薄，耐干旱，产量高。它可以做菜、豆腐、做茶叶、

做饲料，能有效替代转基因进口大豆。”

在实验大棚里，许传山掐了几株奶桑的嫩芽，牛奶般的水珠便

在切口处渗出。大豆蛋白质由两种结构蛋白构成，奶桑有 20 多

种，蛋白质凝固、沉淀、分离出来需要动脑筋。我们现在把奶桑蛋

白质的色谱分析出来了。

最近几年，杨清春带领合作社成立了高蛋白植物研究院和蔬

菜技术研发中心，借助高校力量引进及研发 20 余项新技术，是临

沂市首批支持建设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农业要上台阶，科技很重要。”正如李广军所言，“一个农民

能接受科研，比较难得。这需要思想的提升，毕竟科研不能当时见

效，理论与实践的转化需要时间。新技术、新设施的使用，提高了

效益，对我们也有好处，我的学生毕业论文有好多是在这里做的。”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专家+大户+合作社”的组合，将在南菜

北引，以及种植结构调整上发力。

鱼儿恋上西红柿
创新大棚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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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长春市康庄药业公司的正式签约进驻，

长春北湖科技园生物医药园一期 7 万平方米创

新载体目前实现满载运营。

自 2014年 9月开园运营以来，北湖科技园已

经吸引各类科技型、双创型企业360家，其中科技

研发类企业 183家，包括 17家上市企业及分子公

司，23家高新技术企业，12家创新创业平台和3家

科技服务平台。“在这里，一个个小微企业从幼苗

逐渐长成参天大树，我们就是想把北湖科技园打

造成长春的中关村。”北湖科技园总经理喻专说。

长春晨裕生物医疗、吉林奥唯姿生物医学、

康庄药业……在北湖科技园内，仅生物医药园一

期就汇集了 60 余家生物医药类企业，而且现在

还有企业在源源不断地接洽和商谈进驻事宜。

那么，是什么样的引力把企业吸到这里？

成立于 2012 年的吉林省库美生物科技公司

是一家专注于 DNA 测序、精准医疗等相关生物

服务类企业。以前，客户得到 DNA 待检样品测

序结果最快需要 5—7 天，而运输过程中受到温

度、运输时间等方面的影响，往往会干扰样品测

序结果。相比之下，库美生物将测序服务周期大

大缩短，公司总经理李德兰说：“我们的客户，从

以前 10—15 天拿到基因分析结果到现在缩短至

3—5 天，公司明显为患者节省了术后个体化用

药的确诊周期。”

优秀的研发团队和以雄厚的国家级科研院

所为依托是企业成功的法宝，李德兰介绍，目前，

公司主要服务吉林大学、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军

事兽医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医科大学

等相关项目。

长春尼博生物科技公司是一家从事癌症诊

断医疗器械研发的企业，经常需要做实验。“大型

科研仪器设备大多价格昂贵，对于初创型企业来

说，望尘莫及。以前我们一直在北京的一家平台

实验室检测，但是路途远、成本高。”该公司项目

经理李鹏祥说，自从公司对接了北湖科技园，实

验室共享服务让企业非常“解渴”。

“北湖可以帮我们解决设备、技术、人才、

市场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只要专注于项目或

产品开发就行了。”李鹏祥说，这种科技服务

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提升了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

库美生物和尼博生物都是北湖科技园的优

秀企业代表。北湖科技园生物医药园以生物和

医药以及大健康为主导产业，涵盖了基因检测、

诊断试剂、医疗器械、检验检测等多个领域，医药

类企业在园区有效互动和协作，形成了“苗圃、双

创、孵化、加速”的一体化孵化链条。

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园区的软硬件服务支

持，还需要技术转移、产权交易、技术服务、专业

服务等多方面的支持。喻专介绍，园区运营以

来，先后引进中科院长春技术转移中心、吉林省

科技大市场、吉大孵化器、吉林省地理信息产业

孵化基地等众多专业性强的创新创业平台，形成

了“专业化园区—专业化平台—产业集聚—专业

化服务”的发展模式。

服务多元化 吸引企业进驻

2017年 10月，由吉林省科技厅、长春新区和

北科建集团共同打造的吉林省北湖生物技术公

共服务平台正式启动运营。在不到一年半的时

间里，吸引了吉林省生物医学工程科技创新基地

长春国科医工、生工生物、中关村天合转促中心

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小巨人企业、科技创新平

台的快速集聚。

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的科研经费，只

要符合平台双创条件，就可以通过“创新券”免费

兑换；上百万元的医疗实验设备，只要是入驻平

共享平台 让小微企业“加速跑”

比硬件设施和园区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创新

创业的软环境。

35 厘米身高，圆圆的大脑袋，怀里抱着一个

平板电脑大小的显示屏，“说”着一口软萌的话

语，“眨”着一双活灵活现的黑色大眼睛，像一个

活泼可爱的小朋友，这是由小白智能科技（长春）

公司研发生产的“小白人餐桌智媒体机器人”。3

月 31 日，小白智能科技（长春）正式落户北湖科

技园。

“别看它体形娇小，但技术含量高，功能也非

常多。”公司董事长关键说，这款“小白人餐桌智

媒体机器人”主要运用于餐桌智能服务。推荐特

色菜、互动聊天、3D 游戏，这些都是“小白人”的

特长。

“是他们的服务感动了我。一周办公场所选

址完毕，39 天办公场所装修完毕，营业执照工商

迁址当天完成。”关键表示，小白智能科技（长春）

预计今年将生产线从深圳迁回长春，按照规划，预

计3年内按生产和上市计划可形成产值10亿元。

2019 年 4 月 23 日，吉林省云策科技有限公

司签约长春北湖科技园，这是一家专注于新型互

联网养老（智慧养老）行业的企业，业务内容涵盖

智能养老设备研发生产、高端养老服务及养老培

训。公司负责人说，自从企业入园后，得到了北

湖科技园在政策、资本、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全方

位支持。

优质的人才对接服务对企业同样极具吸引

力。吉林省强参生物技术公司是一家从事林下

参和鹿茸相关系列产品开发的企业，“我们想要

招一些学分子生物学及细胞培养方向的人才，但

这样的人才比较少不好找。我们只要把需求报

给平台，平台就会按照我们的要求去选人。上次

我们仅用一周就招到了符合要求的 3 名专业人

才。”该公司总经理贾琳说。

为入驻企业倾力打造良好的创业生态环境，

按照企业发展规律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定

制化载体服务，是北湖科技园的坚持。以“服务企

业、创建市场、平台共建、价值共赢”为原则，北湖

科技园形成了以“创投基金、创业辅导、公共平台”

三位一体为重点，以政策、人力、市场、中介、商务

为基础支撑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仅2018年，北

湖科技园就为园区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服务上千

次，服务内容涵盖企业引进、技术转移、专利合作、

资金投放、政策支持、企业辅导等多个方面，为入

驻企业打造最优发展生态圈和成长沃土。

5 年时间的运营，北湖科技园先后获评国家

级科技孵化器、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新创业示范

基地、长春新区·中关村北湖创新基地、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双创示范点，吉林省双创示范基地、吉

林省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吉林省大学生创业园、

院士长春创业园等多项荣誉和资质。预计到

2022 年，北湖科技园全部投入运营后，将吸引孵

化创新和加速科技型中小企业 500—600 家，年

产值达到 150亿元。

做硬软环境 优化企业成长沃土

北湖科技园北湖科技园：：这里是长春的中关村这里是长春的中关村
台的企业，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使用……在北湖

生物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细致的服务，让许多科

创型小微企业实现了“加速跑”。

通过一滴血就能迅速检测出病毒感染强度，

便于医生第一时间给出治疗方案，由润方生物公

司研发的便携式体外诊断仪，成为了公司迅速壮

大的拳头产品。

只有几名科研人员，是润方生物进驻平台之

初的规模。而这一产品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上市，

离不开北湖生物技术公共平台的支持。企业负责

人说，对于初创生物医药企业来说，研发资金是困

扰企业发展的最大难题，上百万的实验设备就是

一座座大山，而平台就将这些问题都化解掉了。

为了降低小微医疗企业研发试验成本，北

湖生物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将北京中关村孵化经

验全盘引入，建立了创新创业孵化、生物医药

产业服务、公共实验三大功能平台。通过“微创

业—微孵化”“创业投资+集团孵化”等先进孵化

理念，将自身打造成集创业孵化、科技仪器资源

共享、科技成果转化与交流、高端人才引进与培

训、创业投资等功能为一体的产业服务及项目孵

化综合体。

在这里，创业者可以拎包入驻，不带设备，实

现零成本创业。目前，已有 20余家生物技术、医

药研发、医疗服务类企业入驻平台，开展科研和

生产工作。

带着“学以致用”的想法，博士生陈浩踏上创

业之路，成立了视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视见科技）。他希望把在学校里所学的人工智能

医学知识探索应用到产业中，并打通产学研医各

个环节，提高人工智能医疗诊断水平。

两年多的摸索，虽踩过不少“坑”，但也初步尝

到了创新的甜头。这家依托计算机医学影像分析

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医学影像数据进行智能化识

别分析的初创公司，已从单一产品发展到拥有 6大

产品；团队也逐渐完善，从最初的 8个人发展到如

今的 80多人，研发、市场、销售等部门都齐全。

优等生走上创业路

6年前，内地学子陈浩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

科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香港中文大学录取，继

续攻读博士，并师从人工智能影像识别专家、该校

计算器科学与工程学系教授王平安。

王平安深耕计算机医学影像服务诊断研究，

我国首个“虚拟可视人”正出自其手。在导师的指

导下，陈浩学习如鱼得水，在此领域多次获得论文

奖，并带领团队在数十项国际性医学影像分析和

识别挑战赛中获得冠军。

在陈浩的人生规划中，他原来只想安安静静

做个学者。

2014 年，香港创新科技署创新推出大学科技

初创企业资助计划（TSSSU），鼓励学生及教职员

工成立科技初创企业，推动研究成果商业化。并

为科技初创企业提供支持，让创新意念能成功应

用于现实环境。陈浩也动了心。

“秉承科学实用主义，希望能学以致用。”陈

浩笑着说，“也期望自己研发的技术能产生社会

价值，这是我之后选择创业的初心。”正在读博士

的他，怀着试一试的想法申请了创业项目，没想

到成功获得资助。博士毕业后，陈浩正式走上创

业道路。

“香港有良好的科研环境，内地有广阔的应用

场景，我通过打通两地的产学研医合作，把真正有

价值的东西发挥出来。”对自己的创业，陈浩有着

清晰目标。

4个月获两千万融资

2017 年 2 月，由香港中文大学医学影像计算

分析实验室孵化而来的视见科技正式成立。“毕业

即创业，挑战巨大。”摆在陈浩面前的，除了技术研

发，还有市场化、管理等各种棘手问题要处理。

视见科技最为“硬核”的是，拥有一支实力雄

厚的研发团队，在医疗影像处理、深度学习算法、

医学临床研究等方面拥有多年实践经验。因此，

其仅成立 4 个月，已获得近 2000 万元人民币首轮

融资。

“第一次融资的时候，我从头天晚上十点失

眠，到早上五点才睡着，睡了一小时又起床。”陈浩

坦言，投资人越信任，越觉得责任重大。

视见科技的产品范围涉及病理、放射和放疗

三大领域。他们的低剂量 CT 肺癌早期筛查系统

等放射科产品，是国内第一批送审肺结节 NMPA

三类器械，获得近亿元融资。其中的肺结节产品

得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的肯定，是该医院

放射科首先使用的医学影像 AI产品。

“创业和做学术有很大不同。”在此过程中，陈

浩不断调整基础科研和应用场景间的关系。

早期筛查发现宫颈癌前病变是防治宫颈癌的

关键环节。但在中国，由于缺少病理医生和细胞

学检测设备，对宫颈癌的普查率比较低。陈浩和

团队在临床中发现了宫颈癌筛查的迫切性，他们

自主研发出 TCT 宫颈癌人工智能筛查系统。“我

们提出了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筛选更快、更

准。目前是国内第一家展开临床试验的企业，下

一步将扩大推广规模。”他说，“希望可以用我们的

技术，改善现在筛查的现状。”

把所学应用到产业中

在陈浩看来，人工智能医疗最大特点在于赋

能。“借助技术，既为患者提供快速精准的辅助诊

断和治疗方案，也提高医生诊断效率和精准度。”

他强调，人工智能医疗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逐渐

发展起来的行业，需要大家共同呵护，来不得半点

投机取巧。

他打通产学研医各个环节，把在学校里的基

础技术探索应用到产业中，提高智能医疗诊断水

平。视见科技跟国内多家一流高校建立了联合实

验室。还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共建人工智

能医疗创新研发实验室，专注于深度学习与医学

影像智能计算方向的研究。

公司已和包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山肿瘤

医院、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在内的 150多家医院建

立合作关系，并在深圳、香港、北京、成都等地设立

研发中心。

“我们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专注于人工智能医

疗的长跑者。”他说，公司将继续专注于对 AI 医

疗产品的研究，让 AI 技术真正惠及医生、患者与

医院。

陈浩：专注于人工智能医疗的“长跑者”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藏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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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企业、创建
市场、平台共建、价值共
赢”为原则，北湖科技园
形成了以“创投基金、创
业辅导、公共平台”三位
一体为重点，以政策、人
力、市场、中介、商务为基
础支撑的创新创业服务
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