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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贺兰山东麓再次吸引世界目光。6月9日，国

际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大会在宁夏银川启幕，来自42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嘉宾齐聚塞上江南，共品酒香、共商酒业。

说它掀起一股“紫色风暴”，实不为过——发布 2023

年“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为 320.22 亿元，在全国

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名列第 8 位；签订融资、投资、

销售类项目 224个，协议总金额 307.2亿元。

小葡萄成就大产业，背后有“密码”。正如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段长青所

说，“创新永远是主流，是助力任何一个产业升级换代壮

大发展的关键因素。”

好葡萄是管出来的

盛夏时节，巍巍贺兰山下草木葱茏，一眼望不到边际

的葡萄藤把这里编织成了绿色海洋。

西有贺兰山天然屏障抵御寒流，东有黄河环绕形成

独特气候。作为中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宁

夏目前酿酒葡萄种植总面积达 58.3 万亩，占全国种植总

面积的三分之一，年产葡萄酒 1.38亿瓶，占全国近 40%。

“好葡萄是管出来的。”调研中，宁夏科技厅农村科技

处处长徐小涛反复强调。

2021年，国务院同意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

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将葡萄酒列

为“六特”产业之首，这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勃勃斗志。

以加快构建葡萄酒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为主线，以深化

东西部科技合作为突破口，以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重

点。宁夏科技厅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绘制出“路线图”。

顶层设计的意义再次凸显。随着科技支撑行动方案

出炉，种业创新、科技攻关、成果转化、科技合作、载体建

设、人才培养六项重点工作摆上日程。

科技创新只有联动起来，才能营造出良好生态。宁

夏科技厅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建立了联

动工作机制，围绕葡萄酒产业全链条创新需求，共同推进

技术攻关、平台建设等工作。

2022年 7月，宁夏正式实施首批 4个“揭榜挂帅”科技

项目，葡萄酒占得一席之位，“葡萄酒陈酿期间橡木桶替

代材料装备研制”项目面向全国张榜招贤。

良种为良技打基础

“对于宁夏的葡萄酒产业而言，由于冬季要埋土，必

须在标准化、机械化、省力化方向作出技术创新；在种植、酿造环节做好品质的精

准调控；在适应消费者的口味方面做好个性风格产品研发。”段长青指出。

6 月 10 日，国际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举行“科技·创新”论坛，来自国内外的专

家学者共同探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解决方案。

此前，针对贺兰山东麓产区冬季酿酒葡萄埋土困难，宁夏在国内首次研发推

广了更加适宜埋土防寒、更好控制质量和产量的“厂字”形、“矮干居约”等树形，

同时研发葡萄覆盖越冬技术、机械化出埋土技术，进一步提高了葡萄越冬防寒的

成活率和生产力水平。

好葡萄需要好技术，良种是第一步。

宁夏推进第二轮酿酒葡萄新品种选育专项实施，收集了 600余株重要优系、

品系的抗病性材料；引进酿酒葡萄脱毒种苗近 200 万株、种条 400 余万株和品种

（系）38个；根据贺兰山东麓风土条件，筛选并规模化推广品种（系）22个；完成各

代表性小产区 4个优选品种的区域配套栽培技术。

依托育种专项，宁夏大学牵头规划建设葡萄种质资源圃 50 亩，目前已完成

水肥一体化设施、资源种植等工作；宁夏农垦集团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

所等单位，建立了酿酒葡萄新品种脱毒组培技术体系。

以此为基，酿酒葡萄水肥一体化技术规程、产区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体系、

酿酒葡萄全程机械化作业栽培技术体系等研发，一路高歌猛进。

科技助力“紫色梦想”

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有一个关于葡萄酒产业“灵魂般”的存在，那就是宁

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这是一家由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牵头，中国农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共同组建、开放

共享的葡萄酒产业新型研发机构。

“我们聚焦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科技需求，开展全产业链技术研发、产品

开发、成果转化、科技服务，立志打造具有综合性服务功能的科技创新平台。”该

中心主任赵世华踌躇满志。

有志者事竟成。“紫色梦想”根植在每一个科技人心中。

开幕式上发布的《贺兰山倡议》，倡议加强世界葡萄与葡萄酒产区之间的交

流，开展科技、人才本领、金融等多方面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产业开

放发展。

未来，宁夏将从产地微生物挖掘与利用、智慧化技术研究与应用、生态可持

续栽培技术、优质品种研发等方面，对产业进行有序规划。

“比如，我们已经建立了葡萄酒庄气象、土壤、葡萄生产和葡萄酒酿造等大数

据平台，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大数据与产区葡萄酒产量、品质间的内在关联。”徐

小涛称，这样将逐步实现病虫害防治、肥水、农机调度、葡萄酒酿造等生产过程数

字化管理，为智慧化技术应用奠定基础。

正如本次大会的主题——“自然·创新·文化·生态”，4个词的英文首字母组

合起来恰为英文单词“NICE”，寓意着美味的感受、美妙的体验、美好的愿景。而

持续的科技创新，必然让这美酒醇香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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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呼和浩特 6月 11日电
（记者张景阳 通讯员胡红波）记者11日

从内蒙古科技厅获悉，内蒙古自治区科

技重大专项“MW级飞轮储能关键技术

研究”项目的示范工程在二连浩特市成功

并网。该项目为“飞轮储能+锂电混合储

能”新能源场站调频应用，3台1MW级飞

轮阵列协同控制与3MW锂电组成混合

储能系统，为二连浩特99MW的风电场

提供调频辅助服务支持。

项目负责人魏晓钢介绍说：“飞轮

储能是利用低摩擦环境中高速旋转的

转子来存储能量，其工作原理是，利用

电能加速飞轮，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储存起来。当需要用电时，飞轮带动

发电机组，再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

据介绍，飞轮储能功率密度比较

高，启动速度也比较快，这对于一些特

定场景非常实用，比如数据中心突然

断电，为避免数据丢失，就需要储能系

统快速响应，快速启动。

该项目自 2020 年实施以来，技术

团队针对飞轮储能涉及的力学、电磁

学、热学、电力系统和控制等多学科交

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突破了大储能

量高强钢及复合材料转子设计及制

造、大容量高速永磁电动发电机低损

耗设计、高效率大容量变流器及其充

放电控制、高可靠大承载磁轴承及其

控制、飞轮储能磁—电—热—机多子

系统集成、飞轮储能阵列协调控制、飞

轮储能阵列参与电网高频次一次调频

控制等关键技术，其中真空中大功率

高速电动发电机、飞轮储能高频次充

放电控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专家表示，新能源发电的间歇性

和波动特性给电网的频率稳定性和供

电可靠性带来了极大挑战，飞轮储能

在电网中的广泛应用可解决电化学储

能面临的环境影响和充放电次数限制

难题，从而大大提高电网运行的安全

性及新能源消纳比例。

MW级飞轮储能关键技术在内蒙古成功应用
在外企担任了十年高管的北京理

工大学硕士李永贞动了回乡创业的念

头，不承想，孵化器帮了大忙：他先后两

次创业，成功的关键在于生产力不足

时，对方提供共享仪器设备；资金不足

时，对方提供减免政策和金融支持；技

术人才不足时，对方引入高校人才……

李永贞念念不忘的孵化器，全名为

“山东亿九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亿九孵化器）。这是山东第一家完

全由民营资本建设的科技企业孵化器。

亿九孵化器坐落于山东省济宁市

下辖的金乡县经济开发区。长期以来，

这座地处鲁西南平原腹地的小城市以

大蒜之乡闻名在外，如今，他们致力于

打造另一张孵化器新名片。

6 月 10 日，科技日报记者来到金

乡，寻找其打造民营全链条孵化体系的

逻辑和故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营造有利

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

融合。”

金乡产业偏传统，受服务配套短

缺、人才匮乏等地域性限制，其凭借自

身实力难以发展“高精尖”技术。于是，

他们将打造民营全链条孵化体系作为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动。

金乡县委书记郑士民向记者表示：

推进“工业立县、产业强县”战略，我们

引入民营资本，针对不同时期创业团队

和企业需求，先后创立亿九孵化器、聚

贤汇·众创空间、亿九加速器和北工大

国家大学科技园（金乡分园），拿到了国

家级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小微

型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示范平台 4 个国家级称号，全力搭建

集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于

一体的科技企业孵化链条，为企业成长

提供全链条服务。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刘志峰在机器

人技术、机械动力学领域造诣颇深，这

与金乡重点打造的产业非常契合。亿

九孵化器“三顾茅庐”，最终邀请刘志峰

携成果到金乡创业。如今，后者的谐波

减速器等众多成果已经落地，并成为山

东省 2020 年科技创业类泰山产业领军

人才。

引进来只是第一步。

该县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七位

一体创业生态体系，推动创业企业与高

校院所、重点实验室、产研院等创新资

源共享协作，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

设立“天使基金”，引进资产管理和企业

咨询专业机构，助力企业初期发展；与

科技部信息所联合开发“产业创新要素

聚合数据系统”，基于金乡产业关键技

术需求绘制“产业链创新图谱”，精准匹

配全国科技人才和高新成果，为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产业转移、技术转化提供

科技信息决策依据。

亿九孵化器总经理王长领向记者

表示：针对创客、初创企业、科技型小企

业及高新技术企业等在不同阶段的特

点，金乡提供“预孵化”“孵化”“加速”三

级服务，搭建多级共享平台，快速实现

创业项目小试、中试、产业化，规避“技

术踩雷、重复投资”。

金乡县科技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该县已累计孵化 460 余家企

业，培育 9 家高新技术企业，入库 17 家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金乡的上述努力也得到了省级层

面的关注。在实地调研之后，山东省政

府办公厅调研组以《土沃树方壮 水肥

花自香——金乡县打造全链条民营科

技企业孵化器》为题撰写报告并予以推

广。

为弥补地方产业链条较短、配套服

务欠缺、高技能人才少等不足，2021

年，亿九孵化器依托北工大国家大学科

技园金乡分园在北京大兴成立高校成

果转化中试基地作为亿九“飞地”，通过

就地引进人才和项目，孵化成功后回流

金乡产业化，解决高层次人才或项目主

体因生活条件、时空距离难以直接落地

金乡的问题。

山东省科技厅认为：金乡大学科技

园为县域、市域闯出了一条科技创新发

展的新路子，对如何按照项目、人才、基

地、资金一体化布局创新资源提供了示

范，对如何打造区域创新样板探索了模

式。

山东金乡：打造民营全链条孵化体系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

正着力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科技辐

射中心的云南，如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以优化

科技创新环境为目标，补齐科研诚信建设

机制短板，杜绝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发生？

“近年来，我们结合省情，以完善科

技计划项目与经费管理制度，坚持预防

与惩治并举，坚持自律与监督并重，以

建立科技信用严重失信行为记录为着

力点，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构

建起统一、有效、透明、规范的科技信用

体系。”云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王

学勤 6月 11日告诉记者。

云岭大地上，实施科技计划科研失

信行为记录管理、推进信用评级管理已

成常态，营造诚实守信、追求真理、崇尚

创新、鼓励探索的新招，显出力道。

从制度建设入手，构
建科技监督体系

云南某仓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是一家位于昆明经开区信息产业基地

的中小科技企业，以供应链管理和仓储

理货等服务为主业。

2017年，该公司承担并组织实施了

云南省双创大赛“O2O 国际供应链”项

目，但企业内部原因迟迟未验收，科技厅

工作人员几次主动找到公司负责人。得

知可能被纳入科研失信“黑名单”，对方

主动退还了10万元科技经费。

“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公示，是

完善科技监督体系的手段之一。”云南

省科技厅副厅长尚朝秋告诉记者，近

期，云南省科技厅公布了近年来的 23

项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公示名单，其

中严重逾期项目 19 个，逾期最长的是

绿春前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云

南草果种植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项目。

按照云南省的系列规定要求，被列

入“黑名单”的自然人责任主体及其所

在单位、机构，在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

评审专家遴选、项目管理专业机构确

定、科研项目评估、科技奖励评审、间接

费用核定、结余资金留用以及基地平台

人才遴选等诸多领域，失信行为信息将

作为重要依据。不止于此，对入列科研

失信“黑名单”，将作为项目实施监督的

重要对象，实施严格监督和管理。

与此同时，云南省科技厅集成建设

了科研诚信管理子系统，以观察名单

库、科研承诺函签订、“信用中国”联合

惩戒接口开发、监督评价、信用评级、天

眼查风险比对等 6 个模块，加强科研诚

信信息管理。

事前事中事后监督，
管理覆盖全程

三七是云南道地药材，价值高、产

业链长。

今年 2 月，由云南白药集团中药

研发总监、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兆云领

衔完成的中药 1 类创新药“全三七片”

获得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可开展

用于心脉瘀阻所致的胸闷心痛等的临

床试验。

这是云南省科技厅具体立项的重

大科技专项，也是中药注册分类改革后

云南白药首个获批的中药 1 类新药，为

探索中药创新药开发迈出了关键一步。

“云南省以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支

撑产业转型发展为导向，稳步、系统地

推进科技计划项目组织及实施。”尚朝

秋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全球首个

Sabin 株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全球首

个 EV71 型肠道病毒灭活疫苗，全球第

二个、国产首个 13 价肺炎球菌多糖结

合疫苗相继获批上市，让昆明、玉溪成

为我国生物医药新型工业化产业的高

地。在科技创新的强力驱动下，2022

年，云南省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首次

突破 3000亿元。

2023 年，云南省已下达省级科技

计划含各类补助项目 9051 项，经费为

23.72 亿元。科技监督覆盖项目立项、

实施、验收各阶段、全过程。

“失信信息共享渠道的拓展，强化

了风险管理举措。”云南省科技厅科技

监督处处长闫朝德说，公共信用综合评

价结果，会被用于项目分级分类监管。

为有效预警科技管理决策风险，在省科

技管理信息系统中重点集成建设了科

研诚信管理子系统，成功嵌入天眼查等

功能，利用新平台服务和管理，可及时

掌控、化解风险。

创新科技项目范式和路径，云南省

正聚焦高原特色农业、绿色铝材、绿色

硅材、绿色能源、生物种业等重点领域，

遴选国内外优势科研力量承担科研项

目，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落地，支撑了区域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铺 就 创 新 发 展 的 基 石
——云南着力构建透明规范科技信用体系

科技日报讯 （记者金凤 通讯员

王伟 彭丽）6 月 8 日，航空航天产学研

创新融合发展大会暨南航国际创新港

推进会（以下简称大会）在南京举行。

现场，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央企校地联

合实验室、产业化项目落地南航国际

创新港。

南航国际创新港位于南京江北新

区副中心城区六合雄州新城板块内，是

江北新区“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区域，

规划建设面积 1200 亩，定位为科技成

果转化与技术转移基地、新型研发基地

和校企合作平台。

大 会 期 间 ，南 京 市 六 合 区 委 常

委、副区长吕明亮，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宋迎东与力学及

智能制造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省先进复合材料技术与装备制造业

创新中心、江苏省应用力学中心等重

大创新平台负责人分别签署入驻协

议 ；与 中 国 航 天 科 技 集 团 第 五 研 究

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8511 研究所、

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

等央企代表分别签订空间增材制造

联合实验室、航天装备复合材料构件

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筹）、大飞机创

新原联合实验室、航天装备智能制造

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校长单忠德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

大技术突破的生力军，南航将整合创新

链、产业链、人才链、价值链，深入推动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攻关一些关键核

心技术，同时在与企业合作的重大工程

中提炼技术需求，以解决行业问题，满

足国家重大科学需求。创新港将奋力

构建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新机

制新生态，实现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创

新融合发展，加快推动航空航天产业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据悉，南航国际创新港通过加速学

校学科和研发布局优化，推动校内外优

势创新资源集聚整合，致力于探索高校

高质量开放发展新路径和产学研深度

融合新范式，构建“创新团队+研究院+

实验室+创新平台”一体化有组织的人

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社会服务

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打造国内有影响

力的空天科技、智能制造、能源动力等

标志性技术创新策源地。

南航国际创新港加速推进产学研融合

◎本报记者 赵汉斌

K 聚焦科技自立自强聚焦科技自立自强··看招看招

◎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讯员 荀晓赟 尹一丞

◎本报记者 王延斌

6月 9日至12日，第27届中国国际
口腔设备材料展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展会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推广口腔医学领域先进适用技
术设备、促进行业学术交流与合作、助
推民族口腔产业创新发展。右图 观众
体验 3D实时导航系统助力牙齿种植。
下图 人形仿真牙科机器人助力实习医
生学习进修。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口腔医疗

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