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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姜 靖2019年 11月 12日 星期二 KE TE PAI ZAI XING DONG 科特派在行动

在广东东莞活跃着一群这样的企业科技特派

员：他们学历高，基本都是博士，有自己的看家本

领；他们自带经费，上门为企业干活不收钱；他们还

特别喜欢“找茬”，企业越是提出技术难题，他们越

喜欢，如果是企业共性难题，他们就更来劲了……

2008 年,广东省政府与科技部、教育部在全

国率先启动了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东莞

理工学院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于 2016 年推出

科技创新服务小分队，从中青年教师、技术人员

中选拔人员到东莞市乃至珠三角区域内的高新

园区、技术创新专业镇、企业等开展技术研发、产

学研等科技创新服务专项活动。

小分队“自带干粮、精准服务”，由学校根据

项目类型给予 5 万元至 30 万元不等的经费支

持，三年来共支持经费 900 万元以上，直接服务

企业共计 1348 家。

“科技创新服务小分队通过深入企业，把技

术和成果带到了创新现场，加快了学校现有先进

适用技术和成果在企业的推广应用和产业化步

伐。”东莞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成洪波说，小分队把

论文写到了工厂，把实验室建到了车间，为学校

培养了一大批有生产一线工作经验的优秀中青

年教师、科技人员以及学生，促进了学校、企业与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东莞市瑞立达玻璃盖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主要从事手机玻璃屏、手表玻璃片等设

计、研发、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科技企业。2016

年其申报的“新型显示面板智能制造新模式”成

功获批工信部“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

用项目”，项目投资 2.93亿元。

“我们当初比较迷茫，这个项目很大，需要有

人在总体上做指导和把控。”该公司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胡炜坦言，公司对工艺、车间生产比较熟

悉，但在整体解决方案、项目的整体把握上还有

一些欠缺。

这时，东莞理工学院机器人学院院长胡耀华

带领的“面向机器换人的科技创新服务小分队”

给了胡炜坚定的信心。这一小分队从企业需求

出发，与企业“泡”在一起，给项目做了总体方案

的策划，并对具体技术方案进行了指导和监理，

深度参与到项目建设之中。经过共同努力，2018

年 10 月，这一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如今，这个智

能车间投入使用，使生产效率提高 4.26 倍，不良

率降低 50.2%，生产成本降低 35.2%。

学校给了企业信心，企业也给了学校信心。

胡耀华向科技日报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2018 年 6 月，在第十七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

大赛 Robocon（南方赛区）上，东莞理工学院虽晋

级决赛，但成绩不理想，在南方赛区晋级总决赛

的 14支队伍中名列 13。

这时胡耀华想到了胡炜，胡炜二话不说就

到学校进行指导。凭借多年的实战经验，胡炜

互助互进，小分队与企业共发展

本报记者 龙跃梅 通讯员 张友炳

东莞以制造业立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

制造基地，工业企业 17.4 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超过 1万家，占全广东 1/5。

“2015 年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启动，广东

省委省政府和东莞市委市政府对学校有明确要

求，希望学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东莞制造业转型发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成洪波说，当时经过充分调研分析后，在此

前企业科技特派员的基础上，通过形式内容、管

理机制和工作模式的创新，推出了科技创新服务

小分队。

记者通过采访得知，科技创新服务小分队有

着明显的特征，总结起来就是“需求导向、学科交

叉、整体联动、自带干粮、精准服务”。

需求导向，小分队要先开展需求调研，然后

提出项目建议书，通过评审后，才能立项支持。

学科交叉，小分队成员不是一个领域、一个

学科、一个专业，而是交叉融合，不仅有技术研发

领域的人才，还有管理人才等。

整体联动，小分队去企业一线了解需求，发

现问题，整个学校的力量支撑相关问题的解决。

自带干粮，小分队自己带着经费去服务企

业。“我们当时首先考虑不要去增加企业的负担，

履行地方院校对企业、对产业、对政府的公共服

务的功能，不要去讲条件、讲回报。”成洪波说。

记者得知，凡是进入小分队的项目，最高资

助 20万元。有些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项目，最高

资助 8万元。

精准服务方面，小分队改变过去大水漫灌的

形式，着力找准行业、企业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突

破行业、企业共性的关键技术。重点围绕机械工

程、建筑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

等4个主干学科和环境治理与绿色能源、文化服务

与科技创新等2个交叉领域开展共性技术研究。

自费服务，不给企业添负担

孙璨博士是学校“面向经济新常态下东莞建

筑业智能转型升级的创新服务小分队”的一员。

这个小分队一直关注高性能建筑材料研发、预制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力学性能及工作机理研究以

及高性能、低碳绿色预制构件研发。

“我们小分队总共走访了近 20 家本地建筑

企 业 ，并 在 6 家 企 业 开 展 了 科 研 成 果 工 程 应

用。”孙璨说，小分队多项科研成果在企业得到

了转化和工程应用，也为多家企业解决了工程

实际问题。

广东中建科技有限公司是该小分队服务的

企业之一。该公司总工程师吴勇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2016年，公司投入运营不久，这个小分队就

主动和他们对接，这几年和公司共同来研究解决

一些工程技术难题，不定期还为公司举行培训，

各方面服务都是免费的，让他们非常感动。

随着为企业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小分队的

名气也越来越大。东莞理工学院也谋划把小分

队推向 2.0 版本，重点放在校企长效合作以及成

果转化方面，着重扶持前期已与企业建立合作研

究基础，且现有成果成熟度高、拥有产业化能力

及较高应用价值，有明确的市场前景分析及相应

成果转化创新发展的团队和个人。

今年为了更好地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除了

小分队“自带干粮”外，还提出让企业“配酒配

菜”，与小分队共建研发中心或成立联合实验

室。“本来还有点担心企业不会参与，谁知道企业

非常踊跃，有 30 多家企业报名，我们从中选出 15

个好的项目进行立项支持。”东莞理工学院科技

处处长范洪波说，“这说明经过几年的探索，企业

对我们非常有信心，希望通过和我们合作去解决

实际问题。”

东莞市副市长刘炜说，小分队事情虽小，但

影响却很大，可以让东莞理工学院大幅提升服

务地方产业发展能力，大幅提升学校科研教学

水平，学科建设水平。“企业欢迎，地方政府欢

迎，学校欢迎，小分队这个事情值得好好去干。”

刘炜说。

广受欢迎，服务迈向升级版

对创业者谭洪昌来说，科技特派员张学满是改变他命运的

关键人物。张学满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将先进制茶工艺运用到

茶叶制作中，有效提高了谭洪昌种植的茶叶品质。这是谭洪昌

创业成功的关键一步。

扎根山东省临沂市院东头镇 15年后，科技特派员张学满只

干了一件事，把穷山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以张学满的故事为

线索，记者深入沂蒙山区小城沂水寻找科技特派员的踪迹。他

们或送艺、或送技、或送智，以不同的方式激活了这片拥有一千

多年历史的古城。

瞄准关键，成就“优秀科特派”

院东头镇的茶园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的“南茶北引工

程”，后来由于茶农缺少专门的生产技术和销售渠道而不得不将茶

园撂荒。当张学满第一次进山发现成片的撂荒茶园时，心头沉重。

通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调查，张学满提出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山东

茶区属优质茶区，山东茶区可划分为内陆高山茶区和沿海茶区，广

大内陆高山宜茶区有着巨大的产业发展潜力，产品具有很强的市

场竞争力。为此，他提出打造“山东高山绿茶”品牌的产业定位。

在创新理论引领下，张学满选定了一家当地最大的茶叶加

工户进行帮扶，该加工户由于没有品牌，销路一直不畅。驻扎下

来后，他帮助该加工户注册商标，后来又注册成立公司，紧接着

创新推出了“环保系列包装”并申请专利十多项。如今，以这个

企业为龙头，当地茶产业链已初见雏形。

张学满的努力引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注意，获得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优秀科技特派员称号也变得顺理成章。

在沂水采访，像张学满这样的科技特派员依托沂水农产品资

源优势，以农作物新品种、畜牧、林果、反季节蔬菜、花卉、中药材、无

公害及绿色食品等重大农业科技产业化项目建设为重点，发挥专

长抓精品果园、环保养猪、林下经济等产业，共实施30项科特派创

业项目、引进132个新品种、推广138项新技术。

县域重视，用“三把刷子”扫除百姓顾虑

站在诸葛镇上古村山坡上放眼望去，一片片果树铺天盖地，但十

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荒芜。一直在从事果树技术推广工作的科特派高兴

永的入驻成了转折点。他带来了“三把刷子”：讲政策、引技术、搞服务。

上古村土地贫瘠、村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致富信心不强。

高兴永了解农民兄弟的顾虑和痛点所在，以“政策能变现”的思路

向百姓普及，同时结合自己的优势，提出了发展优质苹果的思路，

并制定了林果发展规划。而后，组织省市专家现场讲解、亲身示

范、入户面授、集中培训等形式的培训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

可以说，“打开心结”，是上古村民致富之路的开始。而如何

打开心结，考验着科特派的智慧。

位于沭河上游的山东沂水食用百合研究开发中心，是目前

国内唯一省级百合科普示范基地，也是国内第一家以综合利用

百合为主体的科研实体。这些都给沂水县派驻百合研究中心的

冯涛带来很大压力。

记者了解到，为研究百合，冯涛先后行程10万多公里考察中国

野生百合。他在各种生态气候及环境条件下进行百合种植试验，试

验成功了百合农林花卉立体间作模式、百合园林园艺套种模式等六

种模式；其首创的大自然百合生态农林循环经济模式，产生了巨大的

累加效益，推动了生态农林多产业的融合调整……多年来，该中心取

得了200多项百合新技术成果，获得十多项国家专利，冯涛功不可没。

沂水有 100名左右的科特派，他们从全县专业技术人才、乡

土人才、大学生返乡创业人才和县外人才中脱颖而出，确保能干

事，干成事。更值得注意的是，沂水县对科特派的重视。在专门

制定政策之外，还成立科特派领导小组，县财政也专门设立了科

技特派员工程专项经费，并加强考核。

县域重视、科特派有实力、拥有能挥洒能力的舞台，这或许

是成就沂水科特派的秘诀。

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可

这里的科特派强在哪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田宝宗

广告

3年多来，东莞理工学院科技小分队活跃在全市32个镇街，累计已为1348家企业提供了科技
服务，助推东莞制造业的加快转型升级。图为胡耀华教授团队在东莞市瑞立达玻璃盖板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开展技术指导。 张友炳摄

给了参赛团队一些“锦囊妙计”。在决赛中，东

莞理工学院一路过关斩将，四分之一赛中更是

淘汰前几届赛事的冠军，晋级四强，最终获得

季军。

“通过小分队为企业服务，让我们和企业建

立紧密的关系，这对我们培养老师、学生的实战

能力有很大的帮助。”胡耀华说。

记者在东莞理工学院采访得知，51支小分队

（专员）直接服务企业共计 1348 家。“面向清洁生

产的科技创新服务小分队”联合一些机构研发的

技术，获得教育部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和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面向横沥模具特色产业的科技

创新服务小分队”推进的项目荣获 2016年广东省

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沂水科技特派员高兴永沂水科技特派员高兴永（（左左））开展送技到村服务开展送技到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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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把论文写到工厂把论文写到工厂、、把实验室建在车间把实验室建在车间

东莞这支科特派队伍东莞这支科特派队伍
自带干粮服务企业自带干粮服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