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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眼”实现了我

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重大

原创突破；由贵州省科技

厅 联 手 贵 安 新 区 建 设 的

“贵安新区超级计算中心”

实测性能达到了全球领先

技术水平；此外，“人造小

太阳”、火星探测、载人航

天、探月工程、国产大飞机

和港珠澳大桥等国内外重

大工程中，也都能看到“贵

州制造”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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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星辉 实习生 张 华 周泓汛

过去的一年，贵州发展势头不减，GDP

增速连续位居全国前列，为“黄金十年”划上

让人称赞的惊叹号。科技创新让这片古老

的土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这些年，贵州科技创新亮点频出，科技

产业日新月异。除了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中国天眼”，贵州科技其实还有很多

可圈可点之处。用贵州省科技厅党组书记、

厅长廖飞的话来说，贵州科技工作走出洼

地，来到平地，有些地方还攀上了高地，逐渐

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

的差异化创新路子。

正是这条差异化创新路子，释放了创新

活力，汇聚了创新资源，让贵州科技在悄然

间实现了“非对称”赶超。

聚焦当地特色
贫瘠之地变化翻天覆地

“感觉非常震撼！”日前，一个来自澳门

的媒体采访团来到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的平塘特大桥，在一睹“世界之

最”的真容后，澳门商报新媒体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田小青发出了由衷的感叹。

不久前，在国际桥梁大会上，平塘特大

桥刚刚获得了古斯塔夫斯·林德撒尔奖。这

已不是平塘特大桥第一次斩获大奖，早在建

设之初，平塘特大桥就荣获了有着“工程界

小金人”之誉的英国 Be创新奖。

全长 2135 米，横跨槽渡河峡谷，平塘特

大桥被业内称为当今最高、最美的空间索塔

桥，其设计时结合索塔受力需求，将当地少数

民族独有的服饰、舞蹈等元素融入桥塔造型

设计，最终选用“裙摆”形桥塔与主梁、拉索相

互结合，形成了极具动感的桥梁整体造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平塘特大桥建设过程

中，贵州省科技厅支持实施了重大专项《山

区超高墩多塔大跨斜拉桥建设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该关键技术的突破，使得工程可

以首次采用“空间钻石”型桥塔，体现出桥梁

力学与美学的完美融合。

贵州自古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

全省 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典型的

喀斯特地形地貌注定了“黔道难”。近年来，

随着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建设，贵州桥梁迅速

增加，几乎囊括了梁桥、拱桥、悬索桥、斜拉

桥等全部现代桥型。如今的贵州，被称作

“世界桥梁博物馆”，全球高桥前 100 名中，

47 座在贵州。因数量多、类型全、建造难度

大，贵州桥梁创造了数十个“世界第一”。

天堑变坦途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创新

的支撑和引领，更是贵州差异化创新的真

实写照。

2017 年，贵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走差异化创新路子，力争在一些领域、部分

行业形成领先优势”。历经多年发展，原本

基础薄弱和资源匮乏的贵州，已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所谓的差异化创新，其实就是让科技创

新聚焦于贵州特色。

作为我国南方煤炭资源最丰富的省份，

贵州煤炭资源储量位列全国第五位，但喀斯

特地貌让贵州煤层赋存条件复杂，煤矿开采

条件较差，特别是4%的煤矿处于很难机械化

开采的极薄、急倾角煤层。为此，贵州省科技

厅联手省能源局，以科技创新解决了采煤的

“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贵州省实现100%煤

炭回采机械化和100%辅助环节智能化。

如今在贵州，煤矿开采已经开启了“无

人作业、有人巡检、远程集控”新模式，大数

据、云计算、信息通信等前沿科技的运用，改

变了煤炭“傻大黑粗”的形象，也让贵州煤矿

开采的智能化、机械化水平实现了“从全国

跟跑到全国领跑”的跃升。

“中国天眼”实现了我国在前沿科学领

域的重大原创突破；由贵州省科技厅联手贵

安新区建设的“贵安新区超级计算中心”实

测性能达到了全球领先技术水平；此外，“人

造小太阳”、火星探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

国产大飞机和港珠澳大桥等国内外重大工

程中，也都能看到“贵州制造”的身影。

瞄准民生导向
“科技造血”摘掉贫困帽子

贵州的科技创新，不仅有急火烹炸的爆

发力，更有小火慢炖的务实劲。

贵州省剑河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在

农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一度比较突

出。2018年，贵州省科技厅投入经费 600万

元，在剑河县实施了“科技助力精准医疗扶贫

区域试点”项目，首次尝试课题考核“不看论

文看疗效”，组织省内三甲医院专家为当地

1455名贫困病患“一人一策”提供诊疗服务。

贵州省科技厅副厅长秦水介说，剑河县

1455 名贫困人员经过治疗，720 人已治愈，

842 人恢复劳动能力，966 人恢复生活自理

能 力 ，实 现 了 49.48% 的 病 情 治 愈 率 和

66.39%的病情控制率，“这一做法引导优质

医疗资源向扶贫一线倾斜，从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贫困地区医疗资源薄弱问题，避免群众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参与了该项目的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心理科医生邹达至今仍记得，在入户访诊

时，有一个曾被诊断为智力障碍的村民，生

活能自理，行为无异常，却因深居偏远农村，

一直未能到县级以上医院确诊。就这样，在

别人异样的眼光中，这个村民戴着“智力障

碍”的帽子生活了几十年。经问诊、观察和

评估，邹达判断该村民是被误诊了，最终为

他“平反”，让其如释重负。

科技创新指向民生，在贵州有着更为实

际的意义。作为曾经的全国脱贫攻坚主战

场，科技这一利器如何为脱贫攻坚赋能，让

“输血”变“造血”？贵州将突破点放在了产

业上面。

蔬菜是贵州十二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

之一，但长期以来，受制于地理条件等因素，

“靠天吃饭”时有所见。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贵州省科技厅组织实施了“威宁农业 4.0 技

术集成及应用示范”科技重大专项，通过在

贵州高海拔坝区开展蔬菜种植应用示范，建

成“智慧农场”和“科技地标”，让 5G、无人机

等新技术代替人工巡检和防控喷药、传感器

自动监测土壤墒情和气象情况、人工智能判

读系统完成田间管护……

针对食用菌产业，贵州省科技厅通过实

施科技攻关，在良种选育、繁育、菌棒生产、

菌棒多模式栽培等方面实现了突破，菌种生

长周期由 1 年缩短到 1 个月，菌棒生长周期

缩短到 3 个月内。贵州就此发展起层架栽

培、控温周年栽培、林下栽培等多种食用菌

种植模式，提升了产业发展的“科技速度”，

贵州食用菌产业也凭借傲人的成绩跻身全

国第一梯队。

来自贵州省科技厅的数据显示，“十三

五”期间，贵州省实施省级科技计划 5065

个、投入经费 38 亿元。围绕十个农业特色

优势产业、十大工业产业、服务业创新十大

工程等，贵州省科技厅制定重点产业转型升

级关键技术清单，先后实施了食用菌、农业

4.0、植物萃取、生态渔业等科技重大专项。

去年年底，贵州省政府宣布：贫困县全

部脱贫摘帽。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累计实

现脱贫 923万人，每年减贫 100万人以上，减

贫人数全国第一。这其中，“科技造血”功不

可没。

着眼机制创新
“敢为人先”方能柳暗花明

在科技界，成果转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

问题。按照有关规定，公益一类科研院所不

得从事经营活动，但科技成果的转化，最终

是以商品的方式呈现，容易被理解为从事经

营活动。另外，科技人员兼职转化成果收益

不明且程序繁琐。这就导致大量的科技成

果在科研院所的实验室里“沉睡”。

如何“唤醒”这些科技成果，使之有效转

化并应用于产业发展之中？近年来，贵州省

遵义市农科院开展了“技术股+现金股”试

点探索。

遵义市是全国最大的优质辣椒种植区，

辣椒品种繁多，常年种植面积 200 万亩以

上。多年来，遵义市农科院紧紧围绕辣椒产

业，在省市科技计划项目的持续支持下，科

研人员潜心研究，选育了遵辣系列、骄阳系

列、朝天椒系列新品种。尽管这一系列辣椒

新品种解决了当地辣椒种性严重退化、抗性

下降、单产量低的问题，但在推广上面临着

巨大的困难。

2018 年，遵义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世

界辣椒贸易加工基地，为突出特色，提升产

品竞争力和效益，决定对全市辣椒产业进行

品种换代提升，通过对名目繁多的品种比对

筛选，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遵义市农科院

选育的遵辣系列、骄阳系列、朝天椒系列新

品种被选定为辣椒换种工程的主要品种。

在贵州省科技厅和遵义市科技局的支

持下，遵义市农科院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

科技成果长期使用权和所有权，明确科研人

员在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后，以“技术

股+现金股”组合形式持有股权，与遵义孵

化企业发展捆绑在一起。

2020 年，遵义市农科院辣椒团队共为

遵义市提供了 23.1万亩辣椒换种工程种子，

占全市辣椒换种工程的 80%，按照每亩增产

50 千克，市场价 30 元/千克计算，累计为遵

义市椒农增收 3.465 亿元。其中，研究员余

常水将获得使用权的职务科技成果遵辣 9

号与合作社合作开发转化生产种子，通过订

单方式为遵义辣椒产业公司供种，并用出售

种子所得款中的 100 万元入股遵义辣椒产

业公司，占公司股份的 20%，每年从遵义辣

椒产业公司获取相应股份的收益。遵义市

农科院还将骄阳 6号的使用权，赋予完成该

项成果的科研人员田浩领衔的团队，由田浩

团队成立成果转化平台，自主开发转化。余

常水和田浩等科研人员均实现了“名利双

收”，成果转化动能倍增。

遵义市农科院的探索，只是一个缩影。

立足于贵州的科技基础现状，近年来，贵州省

科技厅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力度，极大激发了

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差异化突围。

2015 年 贵 州 率 先 实 施 创 新 券 制 度 ，

2016 年率先开展科技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2017 年率先实施技术榜单制度，2018 年

率先单独设立项目管理处，2019 年率先开

展专职科技特派员试点……

唯有在体制机制上破题放活和自我革

命，由“路径依赖”走向“模式创新”，才有可

能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方，打开“柳暗

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

截至目前，贵州共发布 9批 21个技术榜

单，立项实施 10 个科技重大专项，在大数

据、大生态、煤矿智能化等领域解决了一批

关键技术难题。

贵州：打赢科技洼地突围战

平塘特大桥平塘特大桥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供图贵州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2015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要守

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

的明确要求，也是对贵州人民的殷切希望。如今，6年过

去了，贵州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奋力走出

一条绿色发展的后发赶超之路。2020 年，贵州省地区生

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4.5%，增速连续 10 年位居全国前列；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森林覆盖率从 2011 年的 41.5%

提高到 2020年的 60%。

今年 2月 3日至 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考察调

研，第一站就来到位于乌蒙山腹地的毕节市黔西县新仁

苗族乡化屋村。化屋村过去叫“化屋基”，意为“悬崖下的

村寨”。这里山势雄奇，水域宽广，被誉为“乌江源百里画

廊”。然而，坐落于如此美景之中，化屋村却曾因群山阻

隔、险流环绕而陷入深度贫困。

上世纪 80年代，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

生态建设”试验区。化屋村乃至整个新仁乡迎来了跨越

式发展。村民们搞旅游，发展蜡染、果蔬和养殖等特色产

业，日子越过越好。2019 年底，化屋村贫困人口清零。

这个“悬崖下的村寨”，从一个“不通电、不通水、不通路”

的贫困村，变成“乌江百里画廊的一颗明珠”。如今，美丽

的生态和风景，已经成了村民们的致富法宝。游乌江、夜

露营、点篝火出现在很多游客的“打卡”清单上，化屋村已

经成为一个网红村。

和化屋村一样，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也曾经

是远近闻名的荒茅田，村民们用“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

泥”来形容过去的村容村貌。曾经贫穷、闭塞几乎就是花

茂村的代名词。

如今的花茂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习近

平总书记在花茂村调研的时候，看到鲜花盛开，道路两旁

的房子干净整洁，他有感而发：“怪不得大家都来，在这里

找到乡愁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让这个黔北小村的村民找

到了乡村振兴的真谛，村民们把习近平总书记在花茂走

过的路亲切地称为“乡愁小道”。陪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花茂村的时任驻村第一书记周成军，从此做起了“乡愁”

文章。花茂人一步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乡村旅游中，把绿色经济作为发

展乡村旅游经济的抓手，实现了田园风光、红色文化、陶艺文化与特色高效绿色农业的有机

融合。2019年，花茂村接待游客 18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6亿元。

在院坝村里，有个“红色之家”，里边十几张凳子围绕着中间一张凳子。“2015 年 6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坐在这里和我们亲切交谈。”回忆起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村民王治强难

掩自豪之情，“6 年来，我一直保持着那天的摆设，让每个来这里的游客，都能感受到当时的

情景。”

2016年11月23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要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从8个方面细化了相关路径和措施，旅游扶贫正是其中一项。

当前，我国旅游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大数据是快速把握旅游业运行规律，创新旅游

模式，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贯彻国家大数据战略，将传统旅游业与新兴大数据深度融合，贵州有着天然优势。

曾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为“发展大数据还是有道理”的贵州，近年来坚定不移推进大数

据战略行动，率先在大数据“突围战”中抢占先机。贵阳贵安成为全世界聚集超大型数据中

心最多的地区之一。贵州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步伐加快，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6年全国第一。

贵州，坚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同时，正努力闯出后发赶超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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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科学城聚集各领域科技创新

人才共 1700 余人，包括中国科学

院院士 3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1 人，国家重

点实验室学术带头人 3 人，外籍专

家 3人；已入驻研发机构、科技型企

业超过 80 家，入驻机构、企业近 3
年实现产值超过10亿元，实现利税

近 4 亿元，转化成果实现经济效益

60亿元以上

贵州省

数说成果

▶近年来，贵州开展技术榜单制试

点，发布 9 批 21 个技术榜单，立项

实施10个科技重大专项

数据来源：贵州省科技厅

▶ 2020 年技术合同成交额是 2015

年的 10 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是

2015 年的 5 倍；省级以上高新区数

量是 2015年的3倍，覆盖全部市州

▶2020 年，选派 1235名科技特派

员赴基层开展农业技术服务，全年开

展技术培训6万余人次，解决技术问

题5万余个；聚焦深度贫困县产业发

展，立项实施5个“三个‘1＋1’”试点

项目，选派40名专职科技特派员

▶“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区域创新

能力进入全国前20位，综合科技创

新水平指数提升3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