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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创业园地

■最新发现与创新

陕西杨凌，是一个地处关

中 平 原 中 部 ，仅 有 20 万 人 口

的小城，却拥有着“中国农科

城”的美誉。

18 年前，我国唯一的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这里

成立。

18 年间，它把面向旱区乃

至全国开展农业科技示范推

广作为一项重要使命。它在

18 个 省 区 140 个 市 县 布 局 建

立 了 207 个 农 业 科 技 示 范 推

广 基 地 ；累 计 培 训 农 民 超 过

20 多 万 人 次 ；推 广 动 植 物 良

种面积超过 2 亿亩；5000 多万

农民从转化先进技术中受益；

举办了 21 届的杨凌农高会成

为知名度最高的农业展会之

一……

18 年中，“大学推广、产业

链推广、农业科技培训、科技

特派员创业、媒体推广、展会

推广”等多种模式构成了“信

息化、社会化”示范推广体系，

“核心示范—周边带动—广泛

辐射”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18 年来，为了更好地履行

国家使命，杨凌成立农业科技

示范推广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示范区与两所大学领导班子

联席会议制度，设立示范推广

专项资金，陆续出台面向旱区

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工作规划、

面向旱区职业农民培训规划

等政策……

富有特色的示范推广，使

“杨凌农科”覆盖面更广、效益

更大、农民收获更多。

大学推广：打
通农业科技转化
“最后一公里”

从 在 两 亩 地 上 试 验 栽 培

厚皮甜瓜，到现在 5.6 万亩的

甜瓜种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甜瓜试验站用 9 年的时间，让

阎良成为闻名全国的厚皮甜瓜之乡，也证明了

杨凌的魅力。

“阎良有种瓜的传统，效益低是因为科技落

后、栽培方式原始。”该站首席科学家杜军志回

忆，2006 年，试验站成立，2014 年，阎良每亩甜瓜

收益超过 1 万元。目前，陕西省甜瓜种植已超过

25 万亩，年效益达 12.5 亿多元。

杨凌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面向旱区建

立了和甜瓜试验示范站功能类似的千阳苹果、

庆城苹果、乐都设施农业、昌吉设施农业、清涧

红枣、凤县花椒、镇安板栗、渭河樱桃等永久性

试 验 示 范 站 23 个 ，连 同 37 个 专 家 大 院 和 一 大

批科技示范基地，实现了教学、科研、推广功能

“三位一体”，构筑起农业科技进村入户的快捷

通道。

产业链推广：涉农企业成
为示范推广重要力量

在日光温室大棚中，10 多种高科技栽培模

式让人目不暇接；菇房环境智能可控制，采摘区

的杏鲍菇朵朵喜人……这是记者在甘肃武威市

金帆农业科技园看到的一幕。

武威金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管兴介

绍，园区占地 500 亩，总投资 5000 多万元。他们

的第一条杏鲍菇工厂化生产线，是杨凌天和菌

业指导建成的。目前园区已建成三条这样的生

产线，年产杏鲍菇 3000 吨，此外，园区每天要生

产其他 8 种食用菌 10 吨。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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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丽丽）8 月 9 日由

北京普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153”纳

米催化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在京通过专家鉴

定。“研发单位采用氧化法进行烟气脱硫脱

硝技术的研发，其方向正确，在技术完善后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专家组组长、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凡说。

该公司总经理崔成哲介绍，与目前国内

电厂普遍使用的湿法烟气脱硫技术相比，

“153”装置采用电子催化、粉尘絮凝工艺，可

以在不用价格高昂的含氨氧化还原剂情况

下实现脱硝的目标；纳米催化技术可以使二

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在几秒时间内充分反应

或分解，大大缩短反应时间；尤其是低密度

催化墙及液膜吸附系统，无需增压风机及高

压循环水泵，同比节能≥50%。

“简单来讲，以 10 吨型燃煤锅炉为例，

常规技术处理 1 吨煤排除的烟气、水、电费

成本约 38 元，该技术仅需约 8.4 元；吨锅炉

成本前者约 8 万元，该技术约 5 万元。”崔成

哲说。

听取介绍后，专家认为，该装置采用了

催化氧化技术，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氧

化和吸收速率大大提高，减少了脱硫脱硝塔

容积，设备成本适中，投资性价比较高。

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发明协会组织。“崔

成哲曾于 2009 年、2012 年两度荣获北京发

明创新大赛金奖，其自主研发的储热式电暖

气、非金属发热体等多项技术已大规模推

广，希望该装置也能得到市场的认可。”该协

会副秘书长钟之绚说。

“153”纳米催化烟气脱硫脱硝装置问世
脱硝不用价格高昂的含氨氧化还原剂

张宏在深圳创业，两个孩子和父母在老家。一般

的故事接下来就会说起对老人的牵挂，对孩子的思念

和担忧。张宏却完全不是这样的。每天在位于前海的

“太阳升”公司心无旁骛地创新创业，他对千里之外的

家了如指掌：他刚刚通过手机查看了孩子的位置，顺便

检查了孩子的作业；他还在手机上查看了父母的心率、

血压、睡眠、步行数等健康指标。

沉重的选题

讲起为什么要创业，“太阳升”CEO 张宏又不轻松

了。

“我 1996 年毕业进入教师行业，潜心耕耘，成果颇

多，桃李天下，自得其乐！然而，一个学生在校门口被

拐走深深刺痛了我。望着嚎啕大哭的妈妈，伤心绝望

的爸爸，亲朋好友的义愤填膺，又能改变什么？想着孩

子前几天还蹦蹦跳跳来上学，现在却杳无音讯。作为

老师的我，既无助又痛心。”

据报道，每年中国儿童失踪 20万人左右，找回的概

率只占 0.1%。“这是二十万家庭，几十万家长的悲剧。”

张宏继续他的疼惜，“中国城乡留守儿童已突破一亿。

他们的父母在外打工，一年甚至几年一见，他们缺少父

母的关爱。我本人，一年也见不到孩子几面。每次在

电话里听到孩子问‘什么时候回来’，心里就发堵。”

“全国老龄办于今年 2 月 23 日发布的《中国人口老

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于 1999年进

入老龄社会，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到 2020

年，老年人口将达到 2.48 亿。”张宏说，“这么多的老人，

将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健康、安全、陪伴、沟通等。”

一个清贫的教师，能做什么？怎么做？

用情智解难题

“即使微不足道，哪怕杯水车薪，或者飞蛾扑火，感

悟于‘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之深邃，更深知唯科技才能

强国，创新引领未来，定要走一条‘科技创新，造福大众

之道！’”这是张宏的自勉自励。

张宏明白，要给孩子和老人关爱，既需要满腔真

情，也需要经济基础。他毅然辞职下海创业。从创办

提供折扣购物的“惠民乐园”，到合作创建老年康复中

心，张宏跨界折腾。2012 年起，他开始组建团队，用多

年打拼的财富和经验，编织关爱老人和儿童的情网。

“要保护孩子安全，就要有时时守护孩子安全的产

品；要关爱留守儿童，就要让留守儿童有机会跟家长经

常沟通，让家长能及时获知孩子的状况；要关心孩子的

学习，就要借力社会教育资源，免费解决孩子作业难

题；要让老人安度晚年，就要时刻掌握老人的居行和身

体状况。”张宏说，“在互联网时代，解决刚才说的问题

都不难，这类产品也很多，但成功的可以说没有。因为

产品提供商把儿童和老人当成消费者，而不是自己的

孩子和父母。” （下转第三版）

张宏：用情智保护孩子关怀老人
本报记者 刘传书

科技日报北京8月10日电（记者李大庆）第 8届国

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 10日在北京开幕。中国国家副

主席李源潮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等 3000余人出席。

李源潮指出，数学对科技的发展具有根本性意

义，数学的应用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在经

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当前中国

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

量。面对正在孕育兴起的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中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为包括数学在内的科

学技术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科学研究没有国界，中

国的科技发展需要向国际同行学习并密切合作。中

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推进工业与应用数学发展，促

进数学与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和创新；鼓励中国

科学家与国际同行开展学术交流，进行科研合作，共

攀科学高峰，为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

大贡献。

4 年一届的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是领域内层

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盛会。本届大会是首次

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举行，也是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

行。大会由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联合中国数学

会、中国运筹学会等单位共同主办，并得到科技部、教

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中国科协的指导

与支持。

在大会开幕式上，应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

主席的邀请，李源潮向获得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

会科拉兹奖、拉格朗日奖、麦克斯韦奖、先驱奖和苏步

青奖的五位获奖者颁奖。其中苏步青奖是第一个以我

国数学家命名的国际性数学大奖。本次获得苏步青奖

的是中国复旦大学李大潜院士。

第 8届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在京开幕

8 月 9 日，位于北京朝阳的创业孵

化器“理想国”内，一场关于“90 后”创

业者的访谈活动进行到了提问环节。

观众席第一排的一名男生举起

了手。他站起来，对着台上嘉宾自我

介绍：我是北京一家咨询公司的创始

人 ，现 在 我 还 在 英 国 读 大 学 。 我 是

94 年的，比你小 1 岁。然后，他提出

了 问 题 ：“ 刘 总 ，您 怎 么 看 待 留 学 生

创业？”

被称为“刘总”的，是访谈活动的

嘉宾，来自清华大学的大二学生刘一

锋。他创立了八度阳光科技有限公

司。印着清华大学 logo 的名片上，他

为自己列出了两样头衔：热能工程专

业学生以及公司 CEO。

“我跟你一样，也是 94年的。”刘一

锋在回答问题之前，先纠正了自己的

年龄。他穿着白衬衫和黑色西裤，职

业化的装扮掩去了他的学生气。

本次访谈的主题，是“清华大二技

术男为何登上央视头条”。前不久，在

央视的一档节目中，刘一锋凭借公司

的柔性晶硅电池，拿到了 600万的投资

意向。这在诸多想创业的年轻人看

来，算是走上了成功之路。

其实，“九几”年或许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以“九”开头。这群人都被笼统

地称作“90 后”创业者，并因为彼此的

出生年份，天然地获得了集体归属感。

陈 日 婷 尝 试 帮 助 的 ，就 是 这 群

人。三个多月之前，23 岁的陈日婷创

办了深圳一起上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将其定位于“为 90 后创业者助跑”。

“我不是鼓励 90 后创业，而是想让他

们树立正确的创业观。”陈日婷说，与其说 90 后创业不

靠谱，不如一起把它变得“靠谱”。

当然，即使是陈日婷自己做的这件事，也被质疑

为“不靠谱”。公司目前正式运营仅仅两个月，活动已

经办了好几场。为了宣传公司，陈日婷要先推销自

己。“90 后创业人物访谈”的第一期，陈日婷就作为嘉

宾出席。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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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 10日电 （记者常丽君）植入

式神经假体装置（NPDs）是脑机接口（BCIs）的关键

组成部分，直接与局部神经细胞对接。但 NPDs可能

会被免疫系统排斥而使移植失败。最近来自美国佐

治亚理工学院等多家单位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一

种柔性生物兼容脑植入装置设想，有望降低免疫反

应，提高手术成功率，为那些脊髓损伤和使用义肢的

人带来利益。相关论文发表在《微系统与纳米工程》

杂志上。

目前最先进的 NPDs通常由硅和贵金属制成，坚

硬的材料和柔软的脑组织机械性质不匹配，而且

NPDs 材料属于外来物，会引起接口部位炎症反应，

甚至神经退化，使记录的神经信号失真。

研究小组提出的生物兼容性接口称为“基于细

胞外基质的植入式神经电极”（ECM-NEs）。脑组织

的细胞外基质（ECM）主要包括层黏连蛋白、纤维连

接蛋白和胶原蛋白，将含有 ECM 分子和抗炎症药物

的生物分子涂在 NPD 表面，能很好地解决生物兼容

性问题。研究人员发现，当把 ECM 材料作为涂层和

支架时，能形成天然的生物兼容性基质，促进神经再

生，增强神经元和接口间的连接性。这些分子还能

调节免疫反应，减少发炎和神经胶质疤痕的形成。

这种设计将接入脑中的非天然材料最小化，而

且植入部分在接入目标脑区时能保持坚硬，随后变

得柔软，与周围脑组织柔软程度相匹配，减小组织的

炎症反应。

但目前，利用细胞外基质向脑内植入功能性电

极还只是一种概念论证。论文作者之一、佐治亚理

工学院与艾默里医学院副教授洛塔什·卡鲁姆拜雅

说：“我们希望一旦掌握相关的纳米制造技术，能将

这一设想转化为临床应用，将这种生物兼容性电极

用于下一波脑植入手术。”

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告，目前美国每 190人

中就有一个失去肢体的。对这些残疾人来说，护理

成本和保证生活质量都是巨大负担。NPDs 开发出

来已近 20年，为这些人独立生活带来了很大帮助。

全世界植入式医疗的研究结果频频向我们证明

植入式医疗时代即将到来。这一次，美国的研究团

队将生物兼容脑应用在脊椎损伤的治疗中。这是一

种脊髓神经细胞失去了大脑的意识支配的疾病，患

者迫切地需要进行意愿性的功能活动。这一让人振

奋的突破，让植入式医疗成为医疗研发新宠，但较为

深入的学术研究、跨领域的多学科协作以及苛刻的

临 床 实 验 让 植 入 式

医 疗 电 子 设 备 在 美

国 等 发 达 国 家 的 发

展如火如荼，希望未

来 越 来 越 多 的 研 究

成果出现在中国。

生物兼容性脑机接口概念出炉
有望带来“脑友好”神经义肢

海风习习，海浪滔滔。

8月 4日至 9日，北戴河迎来第 15批受党中央、国务

院邀请参加休假活动的专家学者。

8月 5日，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

家并同大家座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广大专家人才

致以亲切问候。

短暂的假期也是交流的平台。专家们在放松身心

的同时，围绕创新驱动发展畅谈心声，表示将积极投身

创新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创新，首先要看国家的需求
是什么

邀请专家暑期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重视和

关心专家人才的一项制度性安排。

由 31 个省区市、中央有关部委和解放军总政治部

推荐，参加今年休假的 54名专家分布在自然科学、工程

技术、社会科学、医疗卫生、农业技术等领域。

他们在创新中取得了突出成绩。有 78人次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何

梁何利奖等重大奖项。

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

重要力量。

谈起国家正在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内蒙古

科技大学教授李保卫表示，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发展需要新的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是必然要求。

去年 8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时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要紧扣发展，牢牢把握正确方向。专家们对此深表

赞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

张偲认为，把握主攻方向，就是紧扣国家需求，增强主

动精神，把科技创新用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上。

“自主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做，而是首先要看国家

的需求是什么。”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海洋与地

球学院教授焦念志说：“要看有没有解决国家各方面的

需要，能解决问题是关键。”

电子科技大学是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为核心的高

校。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李言荣认为，创

新驱动，需要把实验室里的成果转移出来。“知识不运用，

再好也没用。”他说，现在国家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科技工作者和高校要把握机遇，服务好国家的重大发展

战略，服务好地方经济发展。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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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华春雨

8月 10日，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
与科技竞赛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大赛共收到全国
281 所高校的 2534 件作品，经过网评、会评等层层筛
选，最终来自全国68所高校的161件涉及能源、机械、
资源、建筑、电气、海洋、社会、经济、矿业等多个领域的
节能减排作品集中“亮相”。大赛将“角逐”出最具“节
能减排、绿色能源”理念的科技或社会实践作品。

该竞赛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办，自 2008年起每
年举办一届。

图为上海理工大学学生展示参赛作品“太阳能战
术侦察机”。 新华社记者 王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