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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第一资源用好第一资源

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为支持银发经济健康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加大银发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将银发经济领域重点

企业纳入用工服务保障范围，助力稳定和扩大就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人才培养方面，

将引导技工院校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加强涉老专业产教融合，及时将养老护

理、健康照护、医疗服务等银发经济急需紧缺职业纳入职业技能培训目录并

开展特色培训。

人社部门将指导银发经济领域用人单位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支持养老

服务机构中从事康复、护理等专业技术工作的医务人员按规定参加职业资格考

试或职称评审，在相关职业技能大赛中设立专门赛项。

在用工服务保障方面，人社部门将线上开设银发经济招聘专区，线下开展专

场招聘活动，做好人才需求预测；落实银发经济企业吸纳就业政策，对招用高校

毕业生的小微企业和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人社部：

加大银发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科技日报讯（刘侠 记者滕继濮）记者 7月 12日从四川省成都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获悉，近日成都发布了《成都市人才分类认定实施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明确，成都市人才认定工作将按照“线上申请、归口审核、网

上公示、确认发证”的流程实施。《实施办法》赋予重点用人单位，如在蓉国家

级科技创新平台、“四链”融合型高能级链主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上一年度纳税 100 强企业人才自主认定权限，每年可自主认定 2 名在

职 D 类人才。

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实施办法》围绕当前阶段

城市发展战略、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需要，通过分级分类认定人才

将城市发展战略、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加快集聚各类优

秀人才。

据介绍，近年来成都多措并举打造人才高地，相继出台《成都市人才发展

“十四五”规划》《成都市建设全国创新人才高地五年行动计划》，并提出 20 条

创新举措。

四川成都

发布人才分类认定实施办法

科技日报讯 （记者龙跃梅）《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近日由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全国首部关于技能

人才发展的地方性法规。

广东省是制造业大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1979万人，居全国前列。《条例》从

加强培养、完善使用、规范评价、促进激励等方面作出规定，为技能人才发展提供

法治保障。

在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高等职

业学校标准统筹解决技师学院办学经费，支持技师学院按照高等职业学校标准

建设、开展国际交流合作。

《条例》明确，支持职业学校开展有偿性社会培训、技术服务或者创办企业，

取得收入可作为办学经费。

在深化校企合作方面，《条例》明确，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

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规模以上企

业应当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

在拓宽人才成长通道方面，《条例》明确，鼓励用人单位建立健全技能岗位等

级设置，按照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

师等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特

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岗位。

全国首部

技能人才发展地方性法规出台

在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首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现场，选手参加护理
技能比赛。 新华社发（解琛摄）

炎炎夏日，记者走进海南大学的实

验室，只见该校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国

家天然橡胶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科学

家张喜瑞和科研团队成员在调试智能

仿形割胶机。

“传统的人工割胶工作是从凌晨开

始的，工人忙到天亮最多只能割完 300

棵橡胶树的胶。如果用智能仿形割胶

机割胶，效率将大幅提升。工人只需像

玩‘QQ 农场’那样，用手机点击一下，

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完成 300 棵橡胶树

的割胶作业。”张喜瑞对科技日报记者

说。

近日，张喜瑞科研团队研制的智能

仿形割胶机在第九届国际大学生智能

农业装备创新大赛斩获一等奖。

破解“胶贱伤农”困境

天然橡胶应用领域广泛，是国家重

要的战略物资。然而，传统收割方式效

率低、综合成本高，国内橡胶长期成本

倒挂，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保障面

临较大压力。

头戴胶灯，弯腰、下刀、运刀、收刀，

循环反复……割胶工人日夜颠倒、昼伏

夜出的高强度劳作场景，深深地刻在张

喜瑞的心里。

2010 年，张喜瑞来到海南大学工

作。他在农场调研时发现，天然橡胶价

格持续下跌，甚至一度出现“一杯胶水

不如一瓶矿泉水值钱”的窘境，橡胶企

业和胶农损失严重。部分胶园被弃管，

胶农也开始流失。

“胶贱伤农。我们科研人员必须有

所作为。”张喜瑞说，他要带领团队成员

研制出能帮助胶农提升工作效率的智

能设备。

“ 胶 农 和 橡 胶 打 了 几 十 年 交 道 ，

他们最有经验。研发新农机，当然要

向胶农讨教经验。”张喜瑞说。他常

带领团队成员凌晨赶到橡胶地，观察

橡胶树出胶的规律，琢磨胶工的割胶

手法。

很快，张喜瑞得到了胶农“真传”，

悟到了割胶的最高“境界”：胶刀要稳，

动作要准、轻、快，既要做到割面光洁、

割线流畅、深浅适度，还不能伤树。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即便是经验

丰富的胶农，也不可能一直保持这个水

平。机器能做到吗？

经过 10 余年的潜心攻关，张喜瑞

给出了答案。他带领团队几易图纸，完

成了智能仿形割胶机的设计工作。

这 款 割 胶 机 采 用 模 块 化 集 成 设

计思路，可以精确控制割胶深度，实

现“一键”割胶。在保证产量和质量

的同时，将割胶成本控制在胶农可接

受的范围内，便于智能仿形割胶机的

推广。

“此外，这款机器还可以将产量、作

业时长等数据上传信息平台，供技术人

员分析。”张喜瑞介绍。

无偿分享科研成果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让胶农愿

意使用这款机器。

张喜瑞决定将科研成果无偿分享

给企业，推动智能割胶的普及。目前，

围绕智能仿形割胶机的关键技术，张喜

瑞已经以第一发明人的身份授权 10 项

专利技术。

科研工作之余，张喜瑞带领团队

成员来到海南省多地胶园，把新下线

的机器送到胶农面前，手把手教他们

如何使用。

“起初，胶农不是很信任我们，觉

得我们是骗子。但后来，我们跟胶农

交朋友，真心实意帮他们提高产量，

他们慢慢愿意尝试操作机器。”张喜

瑞回忆。

在 培 养 学 生 方 面 ，张 喜 瑞 十 分

注重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每逢暑

假 ，他 都 会 带 着 学 生 前 往 海 南 大 学

儋 州 种 植 基 地 ，让 他 们 体 验 农 耕 的

苦乐。

“我常跟学生们说，农业科技工作

者要面向农民需求，切实为他们着想。”

张喜瑞说，“我希望，未来的橡胶园里，

没有日夜颠倒的胶农，只有一台台智能

仿形割胶机。”

张喜瑞：“一键”收割让胶农不再披星戴月

“明早我去实验室看结果。如果实验结果不理

想，我们再讨论修改方案。”晚上 10 点，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叶健文给学生发完微信，结

束了一天的工作。

“实验按周排期，本周应该把菌株‘养’好。不

过，辛苦设计出来的菌株，表现不及预期也是常有

的事。做科研得有颗平常心。”叶健文对科技日报

记者说。

在夜色中，叶健文向记者回顾了近年来在合成

生物学领域的工作。他围绕微生物细胞工厂设计

和下游工业应用，不断发掘嗜盐单胞菌、大肠杆菌

等微生物的潜力。“目前，我做的工作是用低成本

菌株‘养’出绿色材料，并推动相关技术实现工业

化。”叶健文说。

日前，叶健文获得广东省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科

学技术奖。

培育细菌中的“藏獒”

石油基塑料是以不可再生的石油为原料，具有耐

用、防水、成本低等特性，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不过，

这种塑料在自然环境下经过数百年都可能不被分

解。而生物塑料不以石油为原料，可降解，但生产成

本较高。

叶健文介绍，国外科研团队利用海藻水解产物生

成了一种名为聚羟基脂肪酸酯（PHA）的聚合物。用

这种聚合物制成的生物塑料制品，其产生的垃圾废物

不仅没有毒性，还可以变成营养物质被微生物分解利

用，并回馈到自然环境中。

“聚羟基脂肪酸酯虽然优点突出，但成本较高，难

以大范围普及。我们团队想找到一种既有‘天赋’又

具性价比的微生物，用它来生产聚羟基脂肪酸酯，把

成本‘打’下来。”叶健文说。

叶健文团队将目光投向嗜盐单胞菌。“嗜盐单胞

菌被称为细菌中的‘藏獒’，可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

生存并快速生长，且不容易被其他微生物污染。”叶健

文说，他希望，经基因改造和发酵优化的嗜盐单胞菌，

能够助力破解聚羟基脂肪酸酯成本难题。

想法美好，现实却很“骨感”。

“嗜盐单胞菌的基因改造，此前一直不被学界看

好，可供参考的文献非常有限。”叶健文介绍，在经历

多次失败后，他无意中从挂在实验室墙上的代谢通路

“地图”获得启示，用新方法对嗜盐单胞菌进行了基因

改造。

然而，进入中试阶段后，难题又接踵而至。在此

期间，为了解决技术难题，叶健文创下了连续 70 多个

小时不眠不休的纪录。

“有时，我们在实验室已经培养出可以用于生产

的工程菌，但当把它拿到中试车间，品质会下降很

多。我们就需要重新调整，导致产业化进程被拖慢。”

叶健文说。

打通“最后一公里”

叶健文回忆，有时绊住他们的只是一个小问题，

但解决起来却非常不易。

“我们团队在设计大生产发酵罐时，苦于不知道

该把它设计成什么形态。”叶健文说，“细菌在里面怎

么活动、内部溶液是否受热均匀……这些问题我们在

设计时都要想到。”

像这样的问题，叶健文已经记不清团队遇到过多

少。“遇到一个就解决一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团

队上下都是乐天派。”他说。

遇到的问题多了，叶健文就开始总结。他和团队

成员把解决思路和相关数据整理出来，建立起一套理

论计算模型。

“有了这个模型，基因改造和发酵优化的效率会

大幅提升。”叶健文说。

2023年，叶健文联合多家单位完成了聚羟基脂肪

酸酯连续高密度发酵生产以及分离纯化。这项利用

嗜盐单胞菌发酵生产聚羟基脂肪酸酯的技术，相较目

前国内外传统技术，可将聚羟基脂肪酸酯生产成本降

低至少 35%。

接下来，叶健文和团队要让成果实现工业化。

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这中间存在一段空

白地带。要想顺利完成过渡，需要反复验证和大量资

金投入。这段空白地带被形象地称为科技成果转化

的“死亡谷”。

“实验室提供的是理想条件。到了量产阶段，我

们要面对更复杂的情况，要考虑空气质量对微生物生

长的影响、人工操作与工艺适配、工厂设备水平等。”

叶健文说。

想要成功跨越“死亡谷”，必须打通上游技术到下

游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怎么打通‘最后一公里’？在我看来，非常核心的

问题是保证产品的稳定性。比如，当菌株被从实验室

转移到工厂，要保持它的代谢活动水平不发生变化。”

叶健文说。

目前，叶健文依旧在努力推动这项成果走向工业

化，相关产品有望于 2025年问世。

和学生没有距离感

2013 年，叶健文从华南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被

保送至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清华大学合成与

系统生物学中心主任、教授陈国强。

读博期间，叶健文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极端微生

物代谢改造、发酵优化、生物过程设计与放大，同时参

与解决了生物制造领域的诸多难题。

2021年，叶健文入职华南理工大学。谈及在高校

任职的原因，叶健文说，主要是看中生物制造行业的

发展潜力，希望为行业培养更多科研人才。

“生物制造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

把生物制造列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

重要内容。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高校是科研人才培

养的主力。我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叶健文说。

作为一名“90后”导师，叶健文说自己最大的优势

是“和学生没有距离感”。

“我和他们的年龄差距不大，学生的迷茫和焦虑，

我都经历过，很理解他们。我愿意多听听他们的想

法，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为其规划科研成长路径，给他

们更具针对性的建议。”叶健文说。

汪驰是叶健文带的第一个学生。他说，选择叶老

师，就是看中了他年轻。

“叶老师研究方向具有前瞻性，平时非常关注国

际科研动态。他有一股拼劲，我们每天从早上 8 点半

学习到晚上 10 点半，一周最多休一天。只要我们在，

他就在。”汪驰说。

叶健文要求学生除了做好科研，还要坚持锻炼身

体。“科研工作再忙，也一定得去运动，每周至少要抽

出 2天到 3天去健身房打个卡。”叶健文说。

爬山是叶健文为数不多的爱好。“科技成果转化

是一座我们要爬很久的‘山’。我希望学生们不畏艰

险，勇攀高峰。”他说。

叶健文：廉价菌株“养”出绿色材料
奋进者奋进者

◎本报记者 何星辉

叶健文（左三）带领团队成员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

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铣集训基地，老师（右）指导学生操作机床。
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

张喜瑞（左三）向学生讲解智能仿形割胶机的设计原理。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