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6日，广西文化厅“文化技能扶贫暨广西民族传统织绣培训计划”启动仪式在昭平县黄姚古镇莫家大院举行。来自黄姚镇贫困村
的40名家庭妇女将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桂绣”培训。培训结束后，相关部门还将联合文化企业开展订单收购织绣作品，不仅有利于传承
民族文化，还帮助当地妇女实现“家门口就业”。图为刺绣培训班的老师在指导参加培训的妇女学习饰花刺绣。 刘飞 潘秋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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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独有的区位优势和区域特色，广西正将国际

科技合作的智慧与资源注入到创新驱动发展的大潮

之中。

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揭牌成立，为中国与东

盟国家的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搭建起了平台，拓展了

渠道；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印尼、马来西亚等

东盟国家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园和示范基地，开展我国

农作物优良品种和农业先进适用试种示范和推广应

用；引进国外一流技术专家和团队，合作开发铝合金

熔体高效洁净化技术，解决了我国航空航天高性能铝

合金的技术难题……

作为我国与东盟开放合作的窗口和前沿以及连

接多区域的国际大通道，广西坚持“引进来”和“走出

去”相结合，积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

场”，全力推进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工作不断发展，对

外科技交流已成为广西科技发展的新动力、创新驱动

的新引擎、对外开放的新翅膀。

技术转移：开启国际科技合
作新起点

在全球科技创新大潮中，跨国技术转移承担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

6 月 16 日，在越南河内举行的 2016 年中国—越

南技术及投资对接会上，58 家来自国内的现代农业、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以及投融资等领域的企业与机

构和逾 40 余家越南参会企业与机构进行了对接，这

已是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连续 3 年在越南举办

的技术对接活动。

致力于推动先进适用技术的转移和推广应用，

2013年9月成立的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标志着中

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科技合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自具体承担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的建设运

营工作以来，广西以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技术转移

与创新合作为目标，搭建平台、拓展渠道、组织活动，

中国与东盟国家先进适用技术转移日益频繁，创新区

域一体化加速发展。

在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建设发展的历程中，

一系列积极的实质成果逐渐呈现：和柬埔寨、缅甸、老

挝、泰国、印尼 5个国家建立双边技术转移中心；中国

—东盟技术转移协作网络成员数已达 1763 家，其中

国内 1282 家，东盟国家 481 家；在国内外举办 20 余场

技术转移活动（其中在东盟国家举办 16 场），组织约

900 多项技术进行展示、对接，促成中国与东盟国家

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393项，协议金额接近 6亿元……

面向东盟：先进适用技术
“走出去”

山水相连，科技相依。

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成功开发中泰药用植物专业

数据库，成功合作完成了由中泰两国常用传统药物

如桑葚等组方保健食品的制剂工艺研究及药效研

究……这是广西中医药大学和泰国孔敬大学共建

“中—泰传统药物研究联合实验室”，打造国际科技与

产业化合作平台所获得的成果。目前，广西的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已与东盟国家合作开展农业、农机、

节能环保、海洋生态、民族医药等领域先进适用技术

在东盟国家的本地化研究开发及其推广应用。

“一带一路”建设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

力，作为中国境内重要的衔接门户，广西近年来与相

邻的东盟国家在科技领域合作不断加深。

目前，广西已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尼等东盟

国家建立 7 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示范面积达 1300

亩，增强了我国农业科技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力。

课堂内听讲解讨论高新技术，田间地头看技术人

员现身说法，示范基地深入了解农作物的市场前景和

寻找引进品种……2015 年 12 月，来自越南谅山等省

市的学员们和老挝学员一起，在“面向东盟的农业技

术国际培训班”的培训中收获满满。

为了培养东盟国家的技术人才，促进广西先进适

用技术向东盟国家转移，广西近年来组织了热带亚热

带农业技术、农业标准化技术、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技

术、矿业节能环保先进技术等 10期国际专题培训班，

招收来自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等东盟国家

的相关从业人员 160多人（次）。

放眼全球：国际创新资源
“引进来”

科技合作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

以建设国际科技创新平台为载体，广西积极拓展

合作渠道，以全球视野引进国际创新资源。

广西首批获科技部认定的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类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之一的广西医科大学“生物靶

向诊治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联合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癌症中心、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癌症中心、美国肯

塔基大学医学院等单位组成研究联合体，主要以生物

靶点研究为主线，贯穿疾病机理、诊断试剂与治疗药

物研发全过程。目前广西获批认定的国家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达到 11家。

不仅如此，广西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引进国外优秀

专家和先进技术，提升了国际科技合作能力和科技创

新水平，攻克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难题，取得了一批

国际科技合作创新成果。

广西科学院通过与巴西圣保罗大学、捷克布

拉格化工大学合作开展甘蔗糖蜜酒精、纤维素乙

醇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开发研究，各项技术经济指

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西水牛研究所通过与意

大利农业研究委员会等机构长期合作，推进共建

“中意水牛联合研究中心”；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

公司通过引进国外一流技术专家和团队，合作开

发铝合金熔体高效洁净化技术，加快推动了我国

大 规 格 高 性 能 航 空 铝 合 金 中 厚 板 和 薄 板 的 国 产

化。

这些国际创新元素的注入，加快了广西科技对外

合作步伐，让广西科技创新驶入了快车道。

“引进来”，“走出去”，广西科技创新添“双翼”
□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科技日报讯 （记者江东洲）
“建议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多元

化、多渠道筹措资金，以加快该技

术在全国的推广应用。”7 月 3 日，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

授张洪程担任主任的评审委员会

对粉垄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给出

了评审意见。

经过在广西现场考察粉垄种

植作物、粉垄机械耕作，观看视

频，听取介绍，查阅资料，质询和

讨论后，来自中科院南京土壤所、

农业部农机试验鉴定总站等全国

有关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农学、农

机、土壤、水利、农业推广等方面

的 11 位专家认为“粉垄技术可作

为一种新的农业增产、生态改善

技术加以推广应用”。

这项被誉为“农业耕作革命

性变革”的新技术，受到中国工程

院院士袁隆平的肯定，并于 2014

年 7 月提出“粉垄技术可在全国

推广应用”。今年全国两会，全国

人大代表、广西大学教授陈保善

等呼吁加快粉垄技术在全国推

广。有关专家建议，为便于粉垄

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应将粉垄技

术提升到“粉垄农业技术”层面。

作为一种生态绿色高效安全

现代农业新技术，粉垄耕作技术由

广西农科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和中

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

究所、广西五丰机械公司研发共同

研发。“粉垄是‘三不增投’的增产

提质保水农业新技术，不需要增加

化肥农药施用量、灌溉用水量、人

工成本投入量，利用螺旋形钻头把

土壤粉碎成颗粒状，同时将土壤自

然悬浮成垄，然后可直接播种作

物。”粉垄技术研发者、广西农科院

研究员韦本辉介绍说。

“农耕新方法粉垄及其应用

研究”于 2012 年通过了广西科技

厅组织的成果鉴定，并获得 2015

年度广西技术发明二等奖。首创

的自走式粉垄机械于 2015 年通

过广西农业机械技术鉴定并获得

证书，于 2016 年通过广西农业机

械推广鉴定并获得证书。近年来

在广西、内蒙古、陕西等 21 个省

（区）20 多种作物上应用证明，在不增加化肥农药施

用量、灌溉用水量和人工成本投入量的情况下，增产

效果显著，对北方地区的玉米、小麦、马铃薯，可增产

20%—30%；对南方地区水稻，可增产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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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解密细胞移动中重要信号传导过程
科技日报讯 （张婷婷）日前，广西师范大学梁

宏、杨峰教授课题组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吴小阳课题

组合作在《自然通讯》上发表题为“ACF 黏着斑靶向

促进表皮迁移”的研究论文，阐明了在定向细胞移动

过程中调控细胞粘附和细胞骨架协调的一个重要分

子机制，这对于组织修复，再生以及肿瘤迁移的研究

具有重要价值。

细胞迁移是细胞的一项基本生命活动, 在胚胎

发育、神经系统形成、免疫、肿瘤转移和伤口愈合等

过程中都有重要作用。在哺乳动物体内存在一类蛋

白，它是一种多细胞生物独有的并广泛表达的蛋

白。它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直接与微管及微丝相

结合，并交联两种细胞骨架。在哺乳动物体内，蛋白

ACF7 的不足会显著抑制细胞移动和皮肤伤口愈

合。ACF7 在伤口愈合以及表皮迁移方面起关键作

用，这与其在黏着斑中的作用有关。粘着斑周转可

以让细胞回缩，这是细胞迁移必不可少的过程。哺

乳动物蛋白 ACF7 促进微管与微丝的交联，并介导

微管向黏着斑生长，从而促进黏着斑降解。然而，

ACF7是如何促进这一过程的还尚不清楚。

针对以上问题，研究者解析了 ACF7 氨基末端

功能域的晶体结构。结构分析表明 ACF7 与微丝的

结合是受到 Src/FAK 激酶复合物调控的。Src/FAK

激酶可以磷酸化 ACF7 calponin homology (CH)功

能域的一个关键酪氨酸残基（Y-259)。使用皮肤表

皮作为模型，研究者进一步证实 ACF7 磷酸化在粘

着斑动态和体内外表皮迁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这项研究阐述了细胞移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信

号传导过程，对了解细胞移动的分子调控以及其在

生理和疾病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该工

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高校39项科技合作协议服务来宾新发展
科技日报讯 （黄漫熙）近日，2016 年“广西高校

科技服务来宾新发展活动”在来宾市举行，活动旨在

落实贯彻广西教育厅与来宾市厅市合作框架协议，增

强广西高校科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启动

会上，广西 18所高校与来宾市相关部门、行业和企业

签订了 39项科技合作协议。

广西教育厅副厅长孙国友在会上说，来宾市正在

全力打造西江经济带新兴现代化工业城市,希望全区

高校与来宾市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合作，紧紧围绕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的需求，结合高校的人才

优势、科研优势和技术优势，切实帮助地方解决发展

过程中的科技难题，不断提升高校科技服务经济地方

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来宾市委书记农生文表示，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

综合试点城市和广西首选唯一电力体制改革试点城

市，来宾要把高校科技服务来宾新发展活动作为新起

点，加强与各大高校合作，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实现合

作共赢发展。来宾市委、市政府将为各大高校提供优

质服务，各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主动对接，争取把各

项合作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果，实现广西中部崛起。

会后，与会高校代表分成 5 组与来宾市政府部

门、企事业单位代表进行具体对接洽谈，对接双方就

发展需求、合作领域、合作方式、成果转化等方面展开

深入交流。部分高校还分赴企业进行实地考察，深入

了解和对接合作发展需求。

南宁：科技保险试点企业财政给保费补贴
科技日报讯 （张秀媚）近日，南宁市正式出台了

《南宁市推进科技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以进一步

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支持力度，充分发挥保险业“稳

定器”和“助推器”作用，这是南宁市深化金融和投融

资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南宁市也成为广西首家出台

政策推行科技保险试点的城市。

根据《方案》，南宁市将选择南宁高新区作为试

点，试点期为 2016年至 2017年，条件成熟后推广至全

市。在试点范围内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自治

区创新型试点企业、符合南宁市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方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投保科技保险，均可享受

科技保险保费补贴支持。试点期间，市财政每年从市

本级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中安排 200万元，用于

科技保险保费补贴支出。试点期后，将根据试点情

况，逐年合理安排资金用于支持南宁市企业参加科技

保险的保费补贴。

南宁市财政将对科技保险参保企业提供保费补

贴：单个企业年最高补贴额不超过 25万元。其中，投

保产品研发责任保险、关键研发设备保险、营业中断

保险、产品责任保险、产品质量保证保险、专利保险、

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等 7项保险产品，按照实际支出保

费的 60%给予保费补贴；投保其他 7 项保险产品，按

照实际支出保费的 30%给予保费补贴。

2016 年初，桂林理工大学新申报的“化学工程

与工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获批为国家级虚

拟 仿 真 实 验 教 学 中 心 ，这 是 继 该 校 2015 年“ 环 境

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晋

升“ 国 家 队 ”后 学 校 实 验 教 学 平 台 建 设 的 又 一 次

突破。

近年来，桂林理工大学以共享优质实验教学资源

为核心，以建设信息化实验教学资源为重点，着力推

进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取得

了较好的成效。

掌上信息提前“播报”教学内容

构建以“教、学、研、做”合一的课内外一体、开

放互动的“口袋中的实验室”实践教学模式。学生

通过扫描二维码，不仅可访问校内各教学资源，了

解业界最新动态，还能便捷及时地了解实验仪器设

备的使用范围、途径、注意事项以及设备保养等相

关知识。如学生在实验室认识实验过程中，通过氧

化沟的实体模拟构筑物上的二维码扫描，可以现场

学习氧化沟的 3D 模拟构造介绍，并可以通过文字

和图片形式了解水下推进器、曝气头和回流管等主

要部件的作用、水流流向和基本原理等。另外，通

过中心网络平台可以开展网上实验学习、交流，并

实现实验项目、仪器使用以及课程预约，为预习、复

习和交流提供便利条件。

虚功实做构建“逼真”实验环境

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数据库和网络通

讯等技术等手段，构建“逼真”实验环境。化学工程与工

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通过创建“虚实结合，虚中有

实，实中有虚”的企业生产过程情景，解决学生难以到化

工企业进行实际操作、直观掌握实践技能的难点问题，

增强实验教学模式的新颖性和有效性。环境污染防治

与生态保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采用的多媒体+实物

的虚拟实训方法则可让学生直观了解即将进入的实习

环境，在经典工艺的结构认识、构筑物的动手调试、污水

厂的主控指标测试等环节开展预热性实习。如在“污水

净化厂A/A/O工艺虚拟仿真实验室”，学生可模拟工厂

生产现场，配备对讲机、防毒面具、安全绳和工作服进行

工艺生产线的巡查，将数据实时反馈中控室同组学生，

在中控室可实时监控污水净化工艺的主要调控指标，对

一些主要污染指标进行净化模拟，开展工艺现场的运行

条件模拟调节。全程保证实训过程无污染且行为可逆，

允许学生进行“犯错—改正—优化”的调试实训过程教

学，创设情景式教学，大大提升实习实训教学效果。

科研为先导推进创新人才培养

学校通过教师科研、工程实际的融入，引导学生独

立完成实验设计—探索研究—成果总结的全过程，培养

他们的科研思维、研究兴趣和创新能力。譬如环境污染

防治与生态保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将承担的国家

重大科技水专项课题、863计划项目等科研成果植入教

学内容，开发形成一系列虚实结合的创新实验项目，让

学生能够基于虚拟实验平台自主完成研究性实验项目，

实现了“教、学、研、做”一体化教学。化学工程与工艺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则通过将其科研成果的消化与再

创造，设计并开设了 142个创新创业实验项目，以“实

体+虚拟”的方式，增强实践教学的科学性、趣味性，形成

了科研成果指导、反哺教学的良好模式。

实验平台共建共享让教学
成果辐射更强

在环境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可实现现场资源共享以及网络远程共享，每年

接受湖区内外 30多所兄弟院校师生 1000余人来访和

交换学习，还与广西环境保护厅等单位联合开展企事

业单位环保宣传教育工作，培训人员近 2000 人次/

年。中心拥有的虚拟互动教学实验室、美国 Perki-

nElmer共建实验室等教学平台面向 5个本科专业，年

受益学生超过 3000人。化学工程与工艺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中心通过为广西及华南地区化工类企业进行

职工培训和职工技能考核，为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

生及企业测试人员提供培训，承担各级职业院校化工

类技能大赛等，为提升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和教学水

平、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支撑。

“虚实”之间收获多
——桂林理工大学打造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的实践与探索

□ 叶 昊

广西大学生暑期实践助力脱贫攻坚
科技日报讯 （王震）7 月 8 日，由广西高校工委、

教育厅举办的 2016年全区大学生助力脱贫攻坚战暑

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

据悉，2016 年暑期，广西高校工委、教育厅投

入专项经费 255 万元，以 15 个大学生社会实践示范

项目为牵引，支持和指导全区 76 所高校组建了包

括 23 支国家级团队、160 支自治区级团队在内的

1000 多支实践团队共计 10 多万名大学生广泛开展

以“青春建功十三五·携手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

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重点深入广西 54 个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5000 个贫困村，实施政策宣

讲、结对帮扶、“三留守”人员和残疾人关爱服务、

电商扶贫、文艺下乡、助力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扶

贫工作大调研、卫生健康医疗环保服务等大学生

助力脱贫攻坚“八大行动”，积极引导广西广大大

学生投身广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役，深入

基层、了解基层、热爱基层、奉献基层，在服务与实

践中受教育、长才干。

南宁高新区发明专利突破1800件
科技日报讯 （欧阳钢桥）近日，笔者从南宁高新

区获悉，“十二五”期末，该区发明专利拥有量从“十一五”

期末177件增长到1826件，知识产权工作成绩显著。

“十二五”期间，南宁高新区经国家知识产权局

批准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成为广西首批两家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之一。据统计，“十二五”期

间，南宁高新区专利申请达 1.2954 万件，年均增长

51.86%。专利授权 4848 件，年均增长 40.26%，其中

发明专利授权 1826 件，年均增长 67.96%。先后有 1

家企业荣获第十七届中国专利优秀奖，1 家企业通

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体系认证，4 家被

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18 家被认定为自治

区知识产权优势培育企业，23 家被认定为自治区产

学研用一体化企业，1 家企业获第八届国际发明展

览会“发明创业奖·项目奖”金奖。

“十三五”期间，南宁高新区将继续开展发明专

利双倍增计划，预计到 2020 年末，发明专利申请达

3242件，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4249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