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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个人或企业

的成功或将不再取决于其‘短板’，而是

取决于其最擅长的那部分。”11月10日，

南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刘晓光在第

六届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论坛上表

示，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演进，个性化

AI助手指日可待，将使人们从自身不擅

长的事务中抽身，投入到更热爱、更具创

造性的领域，“木桶短板”理论或将颠覆。

当天，以“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为主题的第六届科技创

新促进经济发展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

来自全国各高校、智库、企业的 130 余

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享科技创新成

果，探讨新形势下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

展新路径。

全社会创新创业门
槛将大幅降低

生成式人工智能无疑是当下科技

界关注热点之一。不久前，ChatGPT迭

代推出新版本，毫无编程经验的用户，

也可以通过描述指令个性化定制自己

的 AI助手。

“这意味着开发垂直类大模型的

难度大幅降低，全社会创新创业的门

槛也会随之降低，将会产生许多专注

细分领域的‘小而美’企业。在未来

创新创业中，个人或企业只需聚焦自

身核心业务，打造最强的‘长板’，而

其 他 部 分 ，外 包 给 相 应 专 业 机 构 完

成 。”刘 晓 光 认 为 ，AI 大 模 型 将 成 为

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对各行各业产

生潜在影响。正处于数字化转型关

键期的我国制造企业，应根据行业特

点和企业需要加快布局私有模型以

及行业大模型。

沈阳化工大学校长许光文认为，

我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但

利润率普遍低于国外同类企业，产业

数字化的需求紧迫，发展空间巨大。

与此同时，我国数字化产业整体仍处

于服务领域，关联学术传播、科技创

新、工程开发等高端领域的仍主要依

托或服从国外数字产业成果和规则。

对此，他建议加快引导实体企业将制

造过程、消耗排放、决策营销等与工业

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深

度融合，推进制造业向绿色低碳、高端

高值化转型；加强数据资源建设和数

字产业化途径创新，推动我国数据产

业化进入高端领域。

将人工智能视为先
进生产力
“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将在

制造业领域带来人机自然语言交互化、

大模型标配化、战略性支撑化这三方面

变化。”在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滕达看来，大模型已成为

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先进生产力。

“想要跟上数字化变革获得发展机会，

必须要学会使用新工具。”他提出，未来

考验开发者和用户的将不再是数据分

析能力，而是针对大模型的问题设置及

提问能力。

滕达建议，当务之急是针对大模型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数据隐私和安全、法

律与伦理、行业监管等问题，加快推动

数据采集、治理和开放安全合规，加强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技术体系研究，保障

人工智能技术有序发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曹鸿鸣

建议，从“制造大国”迈向“智造强国”，

我国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力支

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技术创

新，大力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激

活“人才引擎”动能，打造制造业数字化

竞争新优势。

已连续举办六届的科技创新促进

经济发展论坛由致公党中央专门委员

会办公室、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部指

导，致公党中央经济委员会、致公党中

央科技委员会、致公党福建省委会、福

建省政协经济委员会等共同主办，是民

主党派汇聚众智、助力发展、服务大局

的有益渠道，已成为民主党派参政履职

的特色品牌。

在第六届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论坛上，专家表示——

AI不断演进或将颠覆“木桶短板”理论
◎本报记者 李丽云 符晓波

从大雪纷飞的吉林长春出发，去往绿意盎然

的浙江庆元，在路上就要花费十来个小时。中国

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 30 年前踏足

庆元这座浙江西南小县城时，旅途相比现在更为

崎岖坎坷。一位食用菌专家，一座历史悠久的香

菇名城，就这样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今，庆元食用菌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50 亿

元，其“林—菇共育系统”成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

但是，想要写好庆元香菇“后半篇文章”，促成

庆元从食用菌大县向食用菌强县转身，就离不开

科技创新，更离不开人才支撑。

11月9日，吉林农业大学携手浙江庆元打造的

县域科技创新平台——庆元生物科技研究院正式揭

牌，该研究院集科技创新、人才引育、产业孵化和成

果转化于一体，是该校打造的校地合作“新范本”。

科技助力 产业链上解难题

早上 6 点半，吉林农业大学食药用菌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长田就被“堵”在了酒

店餐厅里。

项目资料、设计图纸铺在餐桌上，李长田匆匆

“扒拉”几口早饭，就与来人探讨起来。原来，他前

一天走访了庆元当地的一家食用菌企业，在崭新、

现代化的设施中，李教授一语点出了工厂存在的

问题。“这里的气流设计需要优化，否则使用一段

时间后会出现杂菌问题。”李长田边解释问题的原

理，边给出了改良方案。恰逢该企业二期工程上

马在即，企业负责人渴求专家的指导，这才出现了

开头的一幕。

食用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数字化、智

能化的“蘑菇工厂”。李长田教授正是这一领域的

专家。去年，他刚刚凭借“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技术

创制与应用”项目拿到了吉林省技术发明一等

奖。此次，他作为食用菌专家，专程来到庆元，解

决当地产业提质升级中面临的问题。

被企业留住的还有吉林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副

院长王迪教授。他带领团队师生一直进行庆元食

药用菌深加工研究，受到了企业好评。王迪教授

在 2023 年庆元县人才科技峰会上“揭榜挂帅”接下了庆元又一课题委托任务。

峰会后，庆元当地两家食药用菌精深加工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门邀请王迪教

授上门合作，研究精深加工的问题。

吉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张殿锋告诉记者，今后研究院将聚焦食药用菌等精

深加工、食品药品开发等重点领域，推动学校更多的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校、地、

企业携手，以科技创新服务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

事业引人 青年才俊留下来

百山祖是江浙第二高峰，云蒸雾绕，是我国 17 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

性关键地区之一，也是全国野生大型真菌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2021 年，李玉院士团队就在这里发现了大型真菌新物种近蓝紫丝膜菌。“我

们已经建成了一区一馆五库的菌物资源保育体系，收集保藏野生菌种质资源

2000余份。”吉林农业大学李玉院士团队第一个留庆毕业生，庆元县食用菌产业

中心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俊良告诉记者，“百山祖就像一座宝库，还有许多未知

的菌类等待我们去挖掘。”

青年才俊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地政府对这些远道而来

的学生格外重视。

赵一橦两年前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她在李玉院士团队期间，参与过灵芝种

质资源创制，新品种选育，高产、优质、耐高温白灵菇新品种选育等项目。她来到

庆元后，又参与了“一区一馆五库”种质资源库建设。

在杭州亚运会期间，赵一橦被当地推荐为火炬手，这让她倍感骄傲。“我很喜

欢这里，希望能为庆元的食用菌产业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赵一橦说。

目前，已经有 6 名吉林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在庆元工作。张殿锋在参加完生

物科技研究院揭牌仪式后，专程看望了留在庆元的吉林农业大学毕业生并表示：

“产业的需求就是科研的目标，脚踏实地在庆元干一番大事业。”在共建生物科技

研究院后，吉林农业大学又将大学生实训基地、教学科研示范基地落户庆元，这

必将推动更多博士、硕士和本科学生了解庆元、投身到庆元发展。

一朵小“菌伞”，撑起大产业。如今，庆元从事食用菌关联产业从业人员达 7

万多人，食用菌一二三产总产值达 50亿元，真正成为当地“共富”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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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仑

11 月 10 日至 12 日，2023 中
国康复医学会综合学术年会暨国
际康复医疗产业博览会在京举
行。此次年会聚焦康复医学科技
发展前沿，围绕康复医学发展的新
理念、新技术和新进展举办了主旨
演讲、学术报告、展览展示等活动，
研讨先进康复理念，交流技术创新
经验，展示最新科研成果。

图为观众观看新型智能康复
设备。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康复医学

智能科技

科技日报温州11月 12日电 （记

者都芃 实习生洪恒飞）12 日晚，2023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以下简称“青科

会”）在浙江温州落下帷幕。大会举办

期间，4 位诺贝尔奖得主，36 位海内外

院士等近 800 人参会，共赴温州之约、

见证科学之美、引领未来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贯穿本届青科会的

重要议题。大会首次设置并颁发“可

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牛津大学

教授亨利·斯奈斯、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楼雄文、清华大学教授张强分别因全

球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纳米结构材料

合成与应用、锂硫电池与高性能能源

材料等领域的卓越贡献荣获该奖项。

“可持续发展青年科学家奖”由世

界青年科学家峰会联合可持续发展大

数据国际研究中心（SDG 中心）共同

发起，旨在表彰通过自然科学研究或

应用工程技术支持一个或多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实施而做出重要创

新成就和杰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激

励更多青年科学家为可持续发展贡献

青年科技力量。奖项面向全球，每年

评选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 5名。

首届奖项吸引了来自全球 35 个

国家和地区的候选人提交申请，最终

由 11 位国际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

会，历经 2 个月评审选出。温州世界

青年科学家成长基金会为每位获奖者

提供 100 万元奖金。围绕可持续发

展，大会同期举办了国际能源材料论

坛、中国—北欧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

论坛、第二届百名杰青储能高峰论坛、

2023 气候可持续发展青年行动论坛

等一系列科技交流活动。

青科会是由中国科协与浙江省

政府共同发起、联合主办的面向全球

青年高层次人才的峰会，目前已成为

科技领域的重要国际盛会之一，也是

我国青年科技人才参与国际交流的

重要品牌、浙江对外开放的重要窗

口、主办城市温州链接全球资源的重

要平台。

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聚焦可持续发展

科技日报昆明 11月 12日电 （记

者赵汉斌）记者 12 日从中国科学院西

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植物

园”）获悉，植物园研究团队近期在青藏

高原南部发现迄今全球最早的羊蹄甲

属化石，为解析羊蹄甲属植物的起源及

其传播路线，了解印度—欧亚板块碰撞

前沿地带的古环境提供了一把新“钥

匙”。国际古生物学期刊《古生物学杂

志》发表了相关研究。

红花羊蹄甲俗称“紫荆花”，是公众

最熟悉的羊蹄甲属植物。该属共有约

200 个现生种，广泛分布于全球热带至

亚热带地区，是重要的园林景观植物，但

化石记录较少，早期的化石记录尤为罕

见，使人们难以解析这一类群的演化和

生物地理历史。近期，植物园古生态研

究组博士生高毅、研究员苏涛等人，在青

藏高原南部拉孜县约 5600 万年前的植

物群中，发现了大量羊蹄甲属叶片化石。

研究人员采用几何形态测量学方

法，对现生种与化石进行了形态比较，在

样本上标定一系列位点和半位点来获取

叶片形态结构特征；利用广义普氏分析

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对齐处理，以此消

除样本之间的位置、大小和旋转方向等

的差异；随后，进行主成分分析来进一步

辨识叶形态的差异。结合几何形态测量

学和叶结构特征的比较，将发现的叶片

化石命名为一个新的化石种——西藏羊

蹄甲。

研究还探讨了羊蹄甲属的演化历

史、祖先分布区及其古生态位变化过

程。研究结果表明，羊蹄甲属分化时间

为5970万年前，随后分化出亚洲支系和

美洲支系。高毅等人结合模型模拟、化

石证据以及古地理模型，提出了羊蹄甲

属起源于非洲，随后可能沿着两条路线

扩散。第一条路线为古新世期间通过主

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北部、横跨巴

基斯坦的科希斯坦地区和印度的拉达克

地区，扩散至青藏高原南部，在渐新世传

播到中国东南部，不晚于新近纪传播至

印度北部。第二条路线为渐新世之后，

通过北大西洋路桥传播到美洲。

据悉，此项研究为青藏高原南部作

为印度与青藏高原植物区系交流的通

道提供了新证据；为青藏高原是古近纪

全球植物区系交流的“十字路口”说提

供了又一有力实证；并为印度板块和欧

亚板块碰撞早期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温

暖湿润的低地环境添了新证据。

青藏高原发现全球最早羊蹄甲属化石

科技日报杭州 11月 12日电 （实

习记者林雨晨）以“开放合作 创新创

业”为主题的 2023 杭州国际人才交流

与项目合作大会 11月 12日开幕。一系

列论坛活动和政策举措表明，杭州再次

向全球高层次人才和高能级项目抛出

“橄榄枝”。

在大会开幕式上，主办单位浙江

省委、省政府，欧美同学会，以及杭州

市的领导致辞，共同阐释了大会的主

题：围绕高质量发展，借势亚运盛会，

吸引全球青年人才和扩大人才发展领

域，助力打造杭州成为各类人才向往

的科创高地。

杭州已连续 13 年入选“外籍人才

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主

任汤富强在开幕式现场发布了 2022 年

度“魅力中国——外籍人才眼中最具吸

引力的中国城市”主题活动的结果，从

工作满意度、生活便利度、环境友好度

3 个维度对外籍人才的问卷调查显示，

杭州位列 2022 年度中国城市外籍人士

吸引指数第四名。

大会宣布，杭州将推出吸引集聚全

球青年人才的“青荷计划”，启动海外人

才“访学访工访窗口”（FIND HZ）等系

列活动。本次大会还将举办第四届中

国留学生论坛、2023 西湖对话、外籍人

才创新成果展和项目对接会、“创客天

下·杭向未来”2023 杭州市海外高层次

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乡村人才振兴促进

共同富裕大会等 50 余场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系列活动，以搭建多维度的国

内外高端人才交流平台。

外籍人才创新技术成果展示成为

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项目对接会现

场以实物、图片、视频和现场体验等多

种形式，多维度展示外国人才在杭创新

创业与合作交流的重要成果。活动邀

请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下属研究所、法

国国家计算机与自动化研究所、法国巴

黎萨克雷大学、意大利技术研究院、日

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等 31 家外国专家

机构和 130 余名在杭海外高层次人才

携项目、技术等参与路演洽谈。

据悉，大会还将聚焦合成生物、环

境健康、人工智能、先进材料、智能制

造等产业和领域，组织开展系列学术

交流活动，围绕各领域核心技术、基础

研究、创新应用等开展研讨，展示最新

研究成果，打造产学研交流合作的国

际化平台。

“广聚天下英才、广集创造伟力”。

杭州，这个充满魅力的城市，正在向全

球高层次人才和项目吹响“集结号”。

2023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开幕

科技日报北京 11月 12日电 （记

者马爱平）12 日，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

悉，我国的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

统、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和浙江仙居

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三项遗产系统

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截至

目前，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

22项，数量继续保持世界首位。

据悉，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

已有 3000 多年历史，是以板栗栽培为

核心，作物、药材、家禽等合理配置的复

合种养体系。当地居民因地制宜创造

了立体种养、树体修剪管理、水土资源

合理利用等技术体系，有效保护了当地

农业物种和生物多样性。

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已有 2000

余年历史。铜陵白姜以“块大皮薄，汁

多渣少，肉质脆嫩、香味浓郁”而闻名

于世。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当地居民

创造了姜阁保种催芽、高畦高垄种植、

芭茅搭棚遮阴等三项独特的传统生产

技术。

浙 江 仙 居 古 杨 梅 群 复 合 种 养 系

统是“梅—茶—鸡—蜂”有机结合的

复合型山地农业模式。仙居是世界

人工栽培杨梅起源地之一，距今已有

1600 年的杨梅栽培史。经过千年的

发展与世代选育，当地积累了数量众

多、类型多样、品种丰富、谱系完整的

古杨梅种质资源，现存百年以上古杨

梅树 13425 棵。

中 国 新 增 三 项 全 球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11 月 12 日，山
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沿
海一带的渔民抓住晴
好天气，忙着将捕获
的海鱼进行切割、腌
制、晾晒，加工成鱼
干，供应全国市场。

图为渔民晾晒鱼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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