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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石家庄市艺朵文化产业公司将茶艺产品赋予文化内涵。他们设计的石木茶桌大多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故事，让人们在品
茶的同时，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件石木茶桌需要经过几十名工人用六十多件工具经过切割、雕刻、打磨、水磨、火烧、喷砂等几十道工艺
的加工，生产周期耗时将近一个月。图为工艺师用工具雕刻乌金石桌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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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复混肥”何以实现估值 46亿元？跟踪了三

年，国家质检总局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2015 年区域

品牌价值评价证书》评估道：“临沭复混肥”区域品牌

价值 46.3亿元。

小县城临沭在中国复混肥的领域里三分天下有

其一。长久以来，临沭复合肥产业对产能和创新保

持着巨大的“胃口”，在 101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相继

释放出缓控释肥全球第一，醋酸酯类全国第一的产

能。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品牌——史丹利、金正大、金

沂蒙等均出自这个地域小县。

这个人才匮乏、原料短缺、市场狭小的县城是如

何做到的？

“贫瘠之地”孕育多家知名
化肥企业

25 年前，以两把铁锨、三个编织袋起家的临沭人

高文班决定创办企业做粮食的“粮食”——根据不同

土壤“胃口”，不同作物“喜好”，研制配方专用复混

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化肥在对农作物增产

的总份额中约占 40%—60%。”

由农民蜕变而来的“临沭系”企业家发力化肥产

业，高文班和史丹利的故事开启了一个时代的序幕。

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这个相当于北京 1/16 的

县域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肥企群雄逐鹿的大戏。大

浪淘沙下，史丹利、金正大、金沂蒙等日后的知名肥

企相继做大、做强。

“巨头扎堆”推动着临沭复混肥的牌子一路飘红。

这让人疑惑。临沭有啥？人才？没有！原料？没有！

市场？没有！交通？没有！但为什么这个人口仅 63

万的小县城复混肥产量甚至占到全国的30%多？

瞄准高科技，胆大心细不犹豫

“我们相信市场的力量。”

作为临沭复混肥由小到大的幕后推手之一，县委

书记任庆虎见识了企业的蓬勃生命力，却也目睹了肥

业市场的野蛮生长——对复混肥的放手发展，这个低

门槛行业也曾出现不同程度的“萝卜快了不洗泥”现

象。“在市场开拓与产业培植的实践中，我们强烈地意

识到，战略性产业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开始精心打

造、拉长复合肥产业链，并为此出台各种配套政策。”

任庆虎是“市场决定和政府调控”理论的坚定支

持者。他相信：在政府之外，46 亿元品牌的缔造者更

在于一群信奉“敢为人先”和“爱拼才会赢”的“临沭

系”企业家。

“把原料高温熔浆，从高空抛撒，在散落时表面

张力原因变成球状，再筛分。颗粒因为经受高温过

程水分少，不容易结块。物料充分混合反应，颗粒

晶莹。”史丹利开创的高塔造粒技术听上去简单，但

这种“从 0 到 1”的跨越式创新却在当初遭遇重重难

关——高文班在做高塔造粒技术的两年里“疯狂投

入”了近 5000万，这甚至远大于公司利润。

凯文·莫岚博士曾担任挪威雅苒公司首席技术

官，有 36年缓控释肥等新型肥料开发、生产和市场推

广经验。通过国际猎头，金正大将这位全球顶级专

家分别聘为集团首席技术官和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

特聘顾问，建立了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线。

“瞄准高科技，胆大心细，不犹豫。”这些“临沭

系”企业家的群体特征是支撑肥企崛起的法宝之一。

老区人实在，账单也算得精，他们为引人才、出

成果先后组建起 11 个国家级平台，接连斩获三次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些平台和奖项最终都转化为

实打实的产品和市场占有率。

“买全球卖全球”背后的舍与得

买进原料，引入人才，用高科技包装后的复混肥

迅速畅销全国，这是史丹利技术中心副总卞会涛眼

中“临沭系”企业“买全国卖全国”的模式。

但“临沭系”的创造力和集群效应不仅于此。他

们在明星代言、技术开发、全国布局、争做细分领域

老大等方面的有益尝试，保持着惊人一致的步调，

“只要有一家做了，大家都群起效仿。”

在中国，传统行业搭上资本快车形成整合各种

资源的平台从而实现快速扩张的案例不少。但在海

量资本面前，“临沭系”却拒绝任性的土豪气——在

“钱多了怎么花”这一核心问题上，他们压制住跨领

域扩张的冲动，在做深做精化肥业上始终保持着“一

根针扎到底”的专注。

不过，称雄国内市场已不能满足临沭人的进取

心。今年初，金正大以 610万欧元价格收购荷兰包膜

缓控释肥、掺混控释肥生产企业 INTERNATION-

AL B.V.公司资产，再加上此前该公司在德国收购

的肥料企业，使得世界缓控释肥标准的牵头制定单

位——金正大成为“临沭系”海外收购、在全球布局

研发中心的先锋。

引脑借智，集群效应，专注力支撑了“临沭系”巨

头们由“买全国卖全国”，到在全国布局，投巨资在产

品销售集中区域设立分厂，从而形成了南北东西中

强势开发的格局。

“可以说，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恰到好处的合

力，为这个没有原料、没有市场、没有交通优势的‘贫

瘠之地’创造了奇迹，把临沭复混肥价值推到了高

点。”任庆虎说。

46亿元复混肥品牌如何诞生在一个地域小县？
□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吕永国

“因为大数据的精准营销，

有的企业年销售额增长 50%以

上。”在河南唐河，运用大数据

分析的企业已有 50 多家，县委

书记李德成说：“未来，在唐河

县大数据运营平台上，将会构

建出针对不同行业的商业智能

图表模板，建立图表模板和数

据本身的交易平台，使企业能

以较低的成本，获取适合自身

的大数据能力，同时有机会在

平台展示可公开的数据内容，

也可购买相关公司和行业的一

手数据。”

唐河县唐韵汉风商业街大

数据运营中心里，宣溢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宣说，

“大数据分析告诉我市场在哪、

客户在哪，我们该通过何种方

式提供产品，大数据是企业快

速发展的‘引擎’。”

据介绍，唐河县与阿里巴

巴合作，打造大数据运营中心，

通过大数据帮助传统企业加速

互联网电子商务化。通过对接

各大 B2C 平台的后台数据，可

以对消费者性别、年龄、区域、

购买频次、消费习惯等进行深

度分析，从而实现精准采购、关

联销售、智能配货、主动推送

等。同时，对全县电子商务运

营情况、店铺运营情况进行智

能化筛选、生产及配送、仓储物

流动态等实施实时跟踪和监

控，及时生成全网市场销售报

告，为店铺卖家和平台商下单

提供参考依据。

随着大数据运营中心的建

立，大数据得到快速应用。“以

前只有当顾客来到门店消费，

我们才能得到他们对产品和需

求的反馈，现在通过大数据运

营中心就可对消费者的消费行

为进行记录跟踪，从而更加精

准及时地把握需求。”唐河县

宏安劳保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曲红稳介绍，通过大数据分析，

他们公司今年一季度销售额达

300 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幅

达到 2倍。

唐河县恒通光电有限公司董事长谭彬彬则坦

言，在触电之初，该企业一味效仿“以低价冲销量排

名”的做法，忽略线上用户对电子产品需求的分析和

服务，利润持续走低。但运用大数据分析后，企业从

产品设计、营造品牌到销售渠道掌握第一手贸易资

讯和动态，找出差异化发展道路，及时获取商机，实

现精准营销。去年公司实现出口创汇 4000多万元，

同期相比增长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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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李丽云 实习生阴浩 康晓啸）
4 月 17 日，第四届全国“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

赛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落下帷幕。《星语园自闭症儿童

认知辅助训练系统》和《基于 TRIZ 理论的新型复合

式潮流能发电站》获创业类和创业设计类特等奖。

据介绍，“TRIZ”即“发明问题解决理论”，全国

“TRIZ”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旨在培育和储备技术

创新人才，挖掘和梳理创新创业项目并对大学生创新

创业项目进行熟化。本次大赛有58所高校的840项作

品参与遴选，343项入围决赛。在原有发明制作类、创

意设计类和工艺改进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创业类作品比

赛。《健身单车型节能洗衣机》、《珍稀树木立体式监测

与报警系统》获得发明制作类特等奖，《基于 TRIZ 的

冶金旋涡卷渣控制系统》获得工艺改进特等奖。

“TRIZ”大赛助推大学生创新创业

2015 年以来，重庆市围绕“五大功能区”发展战

略，立足发挥区域农业资源比较优势，坚持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思路，布局打造农村

版众创空间——“星创天地”。他们以机制创新为动

力，政策导向和金融扶持为纽带，将公益性建设与市

场化运营相结合，形成了多业多态的创新创业格局，

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为现代农业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建设公益化与运作市场化

重庆潼南，有着“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优秀示范

县”“中国蔬菜之乡”“西部菜都”等荣誉。全区蔬菜种

植面积 100 万亩，产量约 200 万吨，年外销蔬菜 50 万

吨。尽管有着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但也存在明显不

足：一是科技基础薄弱，虽品类多，集中效应却不显

著；二是规模化程度低，导致了产业化建设滞后及产

品销售乏力；三是总体收益低，导致企业持续发展和

带动能力较弱。

2015 年，潼南以“农业+互联网+金融”模式创建

了“星创天地·潼南农家”，开始打造以蔬菜产业为引

领的农业创新创业高地，以此作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

“星创天地·潼南农家”包含六大部分：星创之家、

星创科普、星创农场、星创资金、星创在线、星创营

销。其中星创之家主要为创客提供学习、交流、培训

平台。星创科普由蔬菜展览馆、博览园、集约化育苗

场三部分组成，筛选展示蔬菜新品种、新技术、新模

式、新知识。星创农场共 10万亩，为创新创业提供实

训基地和创业基地，为消费市场提供农产品生产与供

给，并开展标准化生产、产业链服务及乡村旅游等。

星创资金建立多元融投资渠道，为创业者提供融资、

担保、贷款等资金支持。星创在线建立信息平台、

APP 终端、农业大数据支撑系统，为星创天地提供网

上交流、资源查询、创意发布、融资倡议、信息反馈、综

合评估、信息服务等。星创营销则创新经营模式，实

施品牌战略，畅通营销渠道，构建“星创壹步”销售网

络服务平台，打造基于大数据需求信息的农产品销售

供应端、配送端、结算端和服务端等。

目前，“星创天地·潼南农家”已汇集了包括科技

特派员在内的科技人才 100多人，开展创新创业培训

5000 人次，引入种、养、加工创客企业 138 家，引进新

品种 125个，推广新技术、新产品 83项，初步实现了农

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乡村旅游和科普教

育融为一体的新型产销经营模式。

据了解，目前重庆正在建设的首批 11家“星创天

地”，均以这种模式在推进。

功能区域化与产业特色化

建立高效、务实、可持续发展的“星创天地”，是农

业众创空间取得实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重庆市

科委根据该市整体发展战略和特色农业布局，对建设

“星创天地”进行了分类规划。一是在都市功能拓展

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建设以都市农业、休闲农业、绿色

蔬菜等为主题的“星创天地”。二是在渝东北生态涵

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重点打造山地经

济、柑橘、草食动物、水产、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等为

主题的“星创天地”。

地处渝东北的梁平县，具有良好的水产养殖业基

础，境内有建设规模为 2万亩的梁平现代渔业科技园

区。该县即以这个园区为载体，以重庆水产行业的龙

头企业重庆红泥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依托，构建

了“水彩空间·星创天地”，以此作为水产业创新创业中

心。他们通过打造社交、聚集、技术培训、水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及网络服务等平台，吸引、集聚、整合、优化配

置各方资源。目前，该县已与西南大学签订了共建“农

民水产大学”的合作协议，并初步形成了以西南大学、

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重庆市万州区水产研究所、梁

平县水产站等单位的专家为基础的专家团队。他们的

目标，是到 2020年，孵化水产创业企业 200家，实现线

上线下培养和孵化、创投与产业链对接，将这个渔业园

区建成西部地区最大的水产科技园区。

诸如此类，重庆目前在建的“星创天地”，均是根据

各地传统产业基础与资源分布，扬长避短，因势利导而

为。重庆市科委农村发展处处长王勇德对此认为，这

样因地制宜，扬其所长，分类规划建设“星创天地”，即

能放大各地的产业优势，又能有效降低其发展风险。

产学研资集成化与协作服
务一体化

坚持开放、集成、平台化发展，构建集技术创新、

创业孵化、成果推广、人才培训、金融服务、文化传播

于一体的新型产、学、研、资众创服务平台，着力解决

创新创业资源的分散化、碎片化，促进农业创新创业

的低成本化、便利化和信息化，这是重庆“星创天地”

建设秉承的宗旨。

在具体推进中，重庆市科委和相关区县政府首先

是按照全程服务理念，打造政策、技术、融资、产权、管

理、财务、培训等链式服务平台，促进产、学、研、资深

度融合。其次，坚持“线上线下结合”、“软件硬件并

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时至今日，首批“星创天地”

已建成核心办公区 9000 平方米，公共实验室和创新

示范场地 54000平方米，示范基地 8.6万亩，并在此基

础上完善了互联网平台体系，建立了“星创天地”网站

和微信公众号。第三，是积极探索基于众筹、众扶等

资源聚集和投资吸引的“星创天地”建设发展模式，搭

建了投资者与创业者对接平台，让各方分担创业风

险、共享创业成果。

有了“星创天地”这样的平台作为依托，就使建设

覆盖全区域和全产业链协同创新的协作服务体系有

了载体。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市与区县政府的携手

联动，不断完善“星创天地”的建设和有效运转。另一

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进入“星创天地”为

创新创业者提供科技成果和技术服务，企业或其他实

体负责搭平台、建基地，则使政府、企业与高校、科研

院所之间，科技人员与企业、产业基地之间建立了稳

定的协作机制，进一步带动了创新资源下乡和科技成

果落地。同时，“星创天地”推出的创新创业项目，引

导着工商资本、城市资本、创投资本及相关人才向农

业农村合理流动，有力推动了产地兴业和基地创新，

形成了要素集成、产业融合、跨界发展与互促的创新

创业模式，推动了创客成长和创业兴业。王勇德认

为，这种资源的整合集成与平台对接，既可促进农业

创新创业的低成本化、便利化和信息化，又可使创业

风险分散，让各方共享创业成果。

聚创新创业要素 添兴业富民引擎
——重庆农业“星创天地”探索与实践（上）

□ 本报记者 冯 竞

■创时代·众创空间

科技日报讯 （左力 丰兴汉 记者乔地）河南省

唐河县短短半年已发展电子商务会员企业 175 个，

网店 440 多家，农村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达到 11000

人，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 16 亿元，增幅达到 200%。

在这个基础上，县电商数据保障中心、电商创业孵化

园、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等综合配套设施加速构建，

逐渐形成服务于电商企业的全业态产业链。

电商让唐河老百姓觉得方便。以前，农民家有

土特产要卖，以往大多靠自己出去吆喝。如今，通过

该县构建的县、乡、村三级立体服务站，就能把自家

农产品出售的信息发布出去，完成交易。桐寨铺镇

肖堰村的吴凯卖土鸡蛋，“给村服务站说一声，就不

愁卖不出去。”

“电子商务减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禀赋

依赖，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机

遇。”县委书记李德成说。目前，唐河县由“1 个县级

运营中心—35 个乡镇服务站—197 个村级服务站”

组成的立体化运营框架已初步搭建。运营服务中心

由运营中心、培训中心、孵化中心、美工设计中心、唐

河特色馆、电商沙龙等组成；乡村服务站按照“六个

统一”（统一形象标识、统一建设标准、统一设计装

修、统一设备配备、统一服务内容、统一制度流程）进

行标准化打造，初步达到了标准化、品牌化、集约化

基本要求。

县级初现电商全业态产业链

科技日报讯（邸金 杜英）4月 16日，邮储银行杯

“第三十一届甘肃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第十六届

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甘肃赛区）竞赛在兰州新区开

幕。比赛由甘肃省科协、教育厅、科技厅等单位联合

主办，以“体验·创新·成长”为主题，为期四天的比赛

中，将有 17 支代表队共计 425 人进行角逐。“前期，大

赛在市州竞赛基础上，限额选拔 1204个项目，最终有

423 项入围终评展示活动项目，其中中小学科技创新

成果 189项。”甘肃省科协党组书记杨新科介绍。

期间举办的机器人大赛，共有 267 支队伍参加，

包括机器人综合技能比赛、FLL 机器人挑战赛、VEX

机器人工程挑战赛、机器人足球比赛等。

中科院赖远明院士在开幕式上勉励所有参赛选

手，希望通过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和机器人竞赛的成

功举办，更大地激发中小学生的创新热情，提升其创

新精神和动手能力。“全社会都应该支持这项得民心、

利国家、看长远的好活动。”赖远明说。

此外，大赛还将举办科技辅导员论坛、科普大篷

车巡展、机器人表演等科技活动。

甘肃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开幕

新疆库尔勒市40万亩香梨树近日进入盛花期，
当地果农忙着为梨花进行人工授粉，以提高香梨的
产量和质量。库尔勒香梨已有近 2000多年的种植
历史，被称为“世界梨后”。图为二十九团农工在为
盛开的梨花进行人工授粉。

刘万乐 本报记者 朱彤摄影报道

石木茶桌石木茶桌——文创产业里的一朵新花文创产业里的一朵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