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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说的蚕沙，其实就是蚕的

粪便。有人问，粪便还能拿来入药？那

当然！”4 月 7 日，在四川省资阳市乐至

县四川通世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通世达生物）内，总工程师樊平原

谈起蚕桑资源深度开发利用，兴奋不

已。

“我们自主发明了一种从蚕沙中提

取‘1-脱氧野尻霉素’的方法，以‘组合

式提取、分离、纯化’新工艺得到了这一

天然物质。”樊平原说，该物质是目前国

际公认的预防、治疗糖尿病“零伤害”生

物制剂。

乐至县有发展蚕桑产业的悠久历

史。“公社遍故乡，到处是桑园。蚕娘两

万人，一年八季蚕。”陈毅元帅笔下的家

乡乐至，如今已建起核心区 1 万亩的现

代蚕桑产业园。2022 年 8 月，乐至被中

国丝绸协会授予“中国桑都”称号，是全

国首个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县级城市。

科技如何支撑蚕桑产业高质量发

展？对此，笔者进行了探访。

打造现代化桑蚕产业园

今年，为加快现代蚕桑产业的综合

发展，乐至以蚕桑园区建设为抓手，与

西南大学深度合作，依托龙头企业，建

设起僵蚕智能养殖工厂和蚕饲料加工

厂。同时，鼓励四川红旗丝绸有限公

司、四川德仁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9

家企业延伸发展蚕桑种植、粗加工等上

游产业，通世达生物、四川默森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默森药业）等 6 家工

业企业发展蚕桑产业链中高端下游产

业，推动形成“桑—蚕—茧—丝—绸—

服装”“蚕沙—糊状叶绿素—叶绿素铜

钠盐—植物醇—谷甾醇—野尻霉素—

尾沙饲料”等产业链条 10余个。

“ 传 统 养 蚕 模 式 ，技 术 落 后 且 难

成规模，为力促蚕桑产业迭代升级，

我们正用科技的手段来着眼于未来

蚕业发展方向，简言之就是要把乐至

县现代桑蚕产业园建设得更加现代

化。”乐至县蚕桑局局长都国胜表示，

目前在园区内，采用的智能化养殖、

测土配方施肥等新技术，能消减单质

化肥和农药使用量 30%。“曾经养 300

张 蚕 需 要 50 名 工 人 ，如 今 通 过 专 业

的机械化设备，只需要 5 名工人就可

以完成。”他说。

“蚕和桑浑身都是宝，比如在桑树

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桑黄、桑葚、桑叶等

中药材物质……”在默森药业蚕桑文化

科普基地内，讲起蚕桑文化，公司董事

长张敏忠眼里闪烁着光芒。

产学研合作开发新产品

乐至蚕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与当

地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密不可

分，杨敏忠便是其中一位“领路人”。作

为一名“老科研人”，杨敏忠十分重视公

司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

作，“要想开发新产品，专业科研人员发

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他说。

2022 年 8 月起，在乐至县经科信局

的引导下，默森药业与西华大学、丹麦

奥胡斯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积极开展

桑葚酵素系列产品开发。“默森药业通

过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

作，大力开发蚕桑资源功能性食品和生

物抗菌产品，为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重要的创新基础。”资阳市科学技

术局局长凌勇军说。

乐至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吴鹏说，目前该县已

立足县域发展需求及重点产业布局，出

台《乐至县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办

法》等人才新政，深入开展“凤栖资阳·
智汇帅乡”系列人才招引活动，成功引

进专业技术、企业管理人才 1000 余名，

并依托博士后工作站、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等平台，正积极将资源优势、人才优

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四川乐至：以桑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芶文涵 陈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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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圳）江（江门）铁路横穿珠
江的珠江口隧道由两台直径超13米
的巨型盾构机从东莞虎门和广州南
沙两端分别盾构掘进，目前隧道盾构
段已掘进过半，珠江口隧道全长
13.69公里，海底最大埋深达115米。

深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把深
圳、东莞、广州、中山、江门这五座大
湾区城市更紧密连接在一起，实现
深圳前海自贸区与广州南沙自贸区
半小时高铁互联互通，助力打造“轨
道上的大湾区”。

图为在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广
州南沙段，中铁隧道局“大湾区号”盾
构机主司机杨涔在操控室工作（4月
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深江铁路
珠江口隧道

掘进过半

科技日报溧阳4月 10日电（记者

过国忠 实习生孙嘉隆）“当前，溧阳高质

量发展生机勃勃。我们希望借助‘两节’

这个平台，推动苏南绿色崛起品质城市

建设迈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为服务常

州‘532’发展战略、迈入 GDP 万亿之城

贡献更大的力量。”4月 10日，在 2023年

中国·溧阳茶叶节暨天目湖旅游节上，溧

阳市委书记叶明华作上述表示。

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溧阳，有着

“三山一水六分田”之称。进入新时期，

溧阳市紧紧围绕打造苏南绿色崛起品

质城市的目标定位，针对发展中的难点

堵点，全力实施重大项目提质、产业集

群提升、乡村建设提标等“十项工程”，

在绿色发展中培育出了一批特色产业，

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溧阳样板”。

在提升产业层次和城市品质上，溧

阳出台“一揽子”科技产业政策，重点布

局规划一批特色新兴产业，搭建一批高

能级创新平台，引进一批高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加速

打造千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再创发

展新优势。作为全球动力电池中心，溧

阳通过布局“链式”发展，已领跑新能源

产业“新赛道”。目前，溧阳集聚动力电

池上下游龙头企业 70 余家，在建和规

划产能 160GWh，动力电池出货量占全

国 15%、全省 38%，规模实现全国县域

第一。

在农业特色产业上，溧阳通过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重点发展高效设施农

业，实现农业高产高效。目前，全市茶

叶种植面积 7.2 万亩，其中天目湖白茶

近 5 万亩，拥有各类茶叶生产经营主体

300 余家，茶叶总产量每年达 1300 余

吨，年产值达 15亿元。

如今，溧阳以高端不锈钢、智能电

网、智能装备等产业集群，成为先进制

造挺起经济发展“硬脊梁”，综合实力跃

居全国千亿级县市第 21 位；溧阳天目

湖、南山竹海等，形成全域旅游新格局，

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往体验江南山

水田园生活。400 余家民宿，年营业收

入近 10亿元。

开幕式上，溧阳市被授予 2022 年

度茶业重点县域荣誉牌。《有时溧阳》溧

阳全域旅游平台正式上线，39 个科创、

产业、文旅等重点项目，举行集中签约，

总投资超 332 亿元。这些项目涉及新

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智能装备、文旅

休闲、现代农业等领域。

江苏溧阳：新赛道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上接第一版）
乳业是内蒙古的名片，更是区域高

质量发展的领头羊。今年，内蒙古以伊

利现代智慧健康谷、蒙牛中国乳业产业

园等项目为抓手，加快了打造全球一流

乳业全产业链生态圈的步伐。

“打造奶产业集群，我们要有效地

释放产业集聚的效能，围绕产业链，集

聚行业创新力量进行技术攻关。”伊利

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张剑秋表示，产业振

兴，创新先行。

通过精准研判生鲜乳市场供需、养

殖场建设积极性以及牛源、奶源、草源

供给能力，内蒙古计划年内新建 16 个

3000头以上规模化牧场，确保全区奶产

量达到 785 万吨，预计全年奶业全产业

链产值突破 2000亿元。

技术进得来 人才留得住

除菌、过滤，还能保留水中的矿物

质，节能 50%、节水 30%。最近，一款拥

有 20 多项技术专利的直饮水机在市场

上崭露头角。

企业总工程师翟学东将技术和项

目放在了鄂尔多斯市后，很快感受了家

一样的温暖：“这里有成本比较低的厂

房，有特别完备的公租房、保障性住房

政策，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针

对不同层次的人才，市政府都有力度极

大的支撑政策。”

不仅如此，在鄂尔多斯“我为企业

找订单”政策支持下，翟学东的产品很

快卖出了第一单。随后，各地订单纷至

沓来。如今，翟学东和他的团队已经突

破 106 项关键技术，完成自主研发科技

项目 20多项。

长期以来，内蒙古通过推进科技

领军人才团队引育、青年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深化科技交流合作以及产教

融合等措施，持续做好人才“引、育、

留”工作，为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

智力保障。

为让人才“引得进来”，内蒙古深化科

技交流合作，联合实施科研项目，共建创

新平台、研发机构，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

让人才“育”得好，全区完善产教融合学

科专业体系，支持引导企业以多种方式参

与学校专业规划、课程设置、实习实训。

“我们还将从引进高层次人才、培育

本土人才、激励创新人才、给高校和科研

院所扩权等方面入手，拿出一些硬招实

招，让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内蒙古科技

厅政策法规与监督处副处长张晓颖说。

小平台迸发大活力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含量高、创新

能力强，是极具活力和潜力的创新主

体。今年以来，内蒙古加大对科技型中

小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持续激发创新

活力，让小平台迸发出了大活力。

春耕在即，在兴安盟顺源农牧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内，由该企业技术团队历

时 3 年自主研发制造的高速智能播种

机正在加紧装配，即将走上春耕战场。

“盟科技局先后为企业发放的科技

型中小企业奖补资金、研发中心奖补资

金，成为我们快速取得研发成果的有力

保障，更为我们下一步的研发、创新提振

了信心。”公司总经理刘守源告诉记者。

为了不断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培育、支持力度，内蒙古连续制定出

台了《关于营造更好环境支持科技型中

小企业研发的实施方案》《科技惠企政

策二十二条》等政策，引导各盟市通过

科技计划专门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研

发，同时探索“以赛代评”项目形成机

制，对企业给予项目资助。

今年，内蒙古科技厅对 442 家首次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1.3亿元科研经

费支持，还首次将专门支持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两个研究方向列入自治区重点

研发和成果转化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自治区科技厅高新技术处副处长

佟永兴表示：“我们将继续加大对科技

型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引导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

聚，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内蒙古：抓住创新核心要素 激活区域发展动能
（上接第一版）

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是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凝心铸魂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党委

（党组）要把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摆

在重要位置，紧密结合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结合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组织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认认真真

悟，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

其所以然。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要把《习近平著作选读》列入学

习计划，深学细悟笃行，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各

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习

近平著作选读》纳入培训教学重要内

容，举办各种研讨班、培训班、学习班，

推动学习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开

展。各高等学校要把《习近平著作选

读》作为师生理论学习教材，更好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各级党委宣

传部门、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学习的指导

和督促检查，做好宣传报道，组织好宣

讲宣介，不断把学习引向深入。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

记“三个务必”，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团结奋斗！

700 平方米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1200 平方米低温冷库，200 平方米种

质资源保藏库和智能育种工厂。

43 个植物新品种权，Y 两优 900、

Y 两优 911、Y 两优 957 等高产、高质、

高抗、高效、高适的自主知识产权“五

高”超级稻新品种。

累计推广杂交水稻 4500 万余亩、

增产粮食 45 亿公斤，帮助农民实现增

收 112.5亿元……

数据来自一家由科学家创办的企

业——湖南袁创超级稻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袁创）。企业不大，但

为我国稳粮保供，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实现了妥妥的贡献值。

这种贡献值，一方面来自企业自

身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

则受益于企业所在地湖南省浏阳市的

一项助力科技成果转化质效提升的好

制度。

巧心思！浏阳推出
“创新合伙人”等“创新系”

2018 年，浏阳获批创建国家创新

型县（市）。如何创新，当地市委、市政

府费了不少心思，也摸索出了不少好

办法。“创新合伙人”就是其中的一个。

“‘创新合伙人’模式，是我们深入

实施的柔性引才政策。通过推动科学

家、企业家、技术专家形成创新合伙

人，探索‘1+1+N’模式，即 1个院士专

家团队，指导 1个产业，联结 N 个经营

主体的做法。”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

委书记朱东铁说。

以湖南袁创为例，2018 年，中国

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与袁创超级稻

技术公司共建了湖南省院士专家工作

站。“‘创新合伙人’模式，助力我们的

创新发展越来越快速。”袁创董事长、

首席科学家邓启云说。

在 浏 阳 ，这 样 的 特 色 创 新 做 法

颇多。

创新“1+N”园带镇模式，以园区

为主体、整合浏阳周边六镇，大力发展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制造等

高新主导产业。同时，建金阳新城，以

新城带乡镇，实现“城城融合、产城融

合、城乡融合”，“1+1＞2”“1+N”的

优势叠加效应充分彰显。

创新产业链模式，积极打造“产业

森林”。通过出台《浏阳市产业链推进

及重点企业帮扶工作机制实施办法》，

浏阳布局了 15 条产业链。三年间，当

地累计引进 366 个产业链项目，吸引

产业链 610 余家上中下游企业进驻。

2020 年，15 条工业新兴和优势产业链

规模工业实现总产值 1729 亿元，约占

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的 92%。

截至目前，浏阳已聚集起蓝思科

技、惠科光电、尔康制药等一大批高精

尖企业，形成了“三主”（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智能装备制造）“四特”（烟花

爆竹、绿色食品、家居建材、再制造）

“三新”（新材料、环保及新能源、数字

经济）的产业发展格局。

“三市”助力浏阳“科
技值”翻倍

湖北武汉有三镇，湖南浏阳有“三

市”：创新立市、人才兴市、产业强市。

依靠“三市”，2020 年，浏阳市“科

技值”翻倍：高新技术企业较 2017 年

增长 2 倍。完成技术贸易合同登记额

较 2017年增长 4倍。全社会研发经费

投入 24.8 亿元，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

34.9%提升至 46.54%。

创新立市。成立科技工作领导小

组，出台实施“1+8”科技创新政策体

系，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

装备升级。优化创新环境。启动试点

产业项目“先建后验”改革。乘着改革

东风，长沙惠科项目仅 14 个月时间，

就建成了世界一流的超高清面板生产

基地，创下了全国同类项目最快建设

速度。

人才兴市。“专业英才千人计划”

政策和 4.6亿元人才专项资金，让浏阳

成功构建起了全链条、全谱系的高、

尖、精、特人才资助支撑体系，形成了

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创业人才和科

技特派员四大“人才池”。

产业强市。构建“初创企业—科

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上市

企业—领军型企业”的培育生态链，打

造了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创新型企

业矩阵。

发展新产业。围绕芯片、新型显

示器件、装备制造及工业机器人等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浏阳构建了“芯屏

器合”产业结构新格局，推动电子信息

产业率先成为千亿级产业集群。

聚焦特色产业。浏阳是全国闻

名的烟花之乡。近年来，浏阳实施了

烟花爆竹产业“安全提质、科技革新、

质量创优、文化赋能”工程，设立专项

经费，引导花炮企业与北京理工大

学、中南大学等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

机制。浏阳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

无火药烟花理念，首创了无火药智能

喷花机。大力实施“机械化换人、自

动化减人”工程，花炮行业有药工序

分段式机械化改造率达 80%以上，涉

药作业人员减少 50%以上。2020 年，

烟花产业集群总产值 202.9 亿元，出

口总额占全国总量的 60%，内销总额

占全国总量的 50%。

“下阶段，我们拟持续巩固创新型

县（市）建设成果，全力打造区域科创

中心，以科创兴市，以制造强市，加快

壮大‘三主四特三新’现代产业集群建

设。”朱东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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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俞慧友

K走进创新型县市走进创新型县市

科技日报讯 （曲怡臻 记者王祝
华）4月 9日，记者从海南大学获悉，该

校三亚南繁研究院李靖团队最新发

现，环境温度可能是在创制和优化单

倍体诱导系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关键

性因素，灵活操控环境温度可以充分

挖掘以 CENH3 为基础的单倍体诱导

技术的潜力，为在广泛的作物中创制、

优化和推广单倍体诱导技术提供重要

线索。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期刊《自

然·植物》。

单 倍 体 诱 导 是 种 业 前 沿 关 键

技术之一，但大部分作物中仍缺乏

可高效方便应用的单倍体诱导系，

这 成 为 限 制 其 广 泛 应 用 的 关 键 性

技术瓶颈。

过往的研究发现，种子在受精后

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诱导系基因组

被清除是形成单倍体胚胎的主要机

理 之 一 。 CENH3（CENPA）是 着 丝

粒特异性组蛋白变体，在细胞分裂过

程中主要发挥着维持染色体正常分

离的功能。

李靖团队在研究单倍体形成机理

中发现，相比于野生型植株，拟南芥中

最 经 典 高 效 的 单 倍 体 诱 导 系

GFP-tailswap 的花粉活力和单倍体诱

导能力都对环境温度高度敏感。轻微

提高环境温度，既可造成 GFP-tails-

wap 花粉活力几乎完全丧失，又可将

单倍体诱导能力显著提升。降低环境

温度则有完全相反的效应。

研 究 团 队 进 一 步 研 究 发 现 ，诱

导 能 力 对 环 境 的 敏 感 性 是 基 于

CENH3 诱导系的普遍特性，通过提

高温度可以直接从简化去雄和提高

诱导效率两方面优化父本单倍体的

诱导过程。

“我们希望，在拟南芥中的发现能

够再次证明模式作物基础研究的重大

价值。”李靖表示，研究为揭示 CENH3

在维持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精确

分离控制、单倍体形成机理等关键基

础生物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有助

于将基于 CENH3 的单倍体诱导系推

广到其他作物。

灵活操纵环境温度可优化植物单倍体诱导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