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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制定乌龙茶和白茶国际标准

两项，菌草技术传播到全球 106 个国家

和地区，蜂产业技术成果在 27 个省（自

治区）推广……10 月 20 日，福建农林大

学在福州举行科技成果转化签约暨特

色产业链成果发布会。记者会上获悉，

该校多项国际领先水平成果受到青睐，

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签约仪式上，

还进行了成果转化、技术开发、校地共

建等四大类型近 30 个项目的签约，合

同总金额超 1.7亿元。

现代农业就是特色产业，特色就是

优势，就是竞争力。“近年来，学校瞄准国

家需求和全省重点特色产业，以企业需求

为牵引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8个

国家级科创平台，组织多支复合型的创新

团队集中攻关共性关键技术，取得了一批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构建了全过

程、全链条、全要素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体系，有效激发了全校科研人员创新转化

活力。”福建农林大学校长兰思仁说。

当天，发布会重点推介甘蔗、兰花、

茶叶、大黄鱼、银耳、莲子等 21 个特色

产业链服务方案，食用菌、水稻、百香果

等 124 个优质品种，以及生物育种、生

物医药、智慧农业等方面的 500 个重点

专利。“这些成果突破了从种子到产品

的系列关键技术，支撑福建乃至全国特

色农业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福建农林

大学社会服务处处长陈清西说。

例如，菌草产业链在国家菌草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菌草技术发明

人林占熺研究员带领下，组建了优良菌草

种质创新与保护、菌草生态文明及服务国

家战略等六个研发团队，共筛选出121个

菌草品种，以及替代林木培养基栽培食药

用菌配方358个，获得相关专利82项。

陈清西介绍，学校探索构建产学研

紧密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助

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培育特色现代

农业产业。目前，学校与地方政府共建

10 个县域乡村振兴研究院、11 个产业

研究院，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成果 100

多项，涌现出仙游乡村振兴研究院、武

夷山茶产业研究院、长汀水土保持与绿

色发展研究院等一批典型代表。

依托校地共建平台，福建农林大学

创新“科特派+科技小院”的科技服务

模式，选派科特派 2100 多人、科特派团

队 300 多支，牵头建设 60 家科技小院，

服务对接全省 50多个县（区）、800多个

村，做到科技人才与基层无缝对接、科

技成果直接惠及农户。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福

建农林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南表示，学校将

紧跟前沿科技领域，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

区域需求，充分发挥学校高水平学科、高

层次人才和高能级平台等特色优势，以校

地、校企合作为纽带，深化科技成果转化

机制改革，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

生产力，努力走出了一条地方农林院校推

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新路。

念好“特”字经 打响融合牌
——福建农林大学亮出成果转化高分“成绩单”

万山丛中的云南文山，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

道的重要节点：一头接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头接着

东南亚国家，有 3 个国家一类口岸，是建设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前沿。

10月 22日，记者在 2024年“中国绿色绿谷”论

坛上了解到，近年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

简称“文山州”）抢抓国家产业布局调整重大机遇，

主动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先

后引进一批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企业落地，建

成绿色电解铝产能 343 万吨，成为云南省乃至全

国绿色电解铝产能最大区域，“中国绿色铝谷”在

这里迅速崛起。

铝加工产能近700万吨

世界铝业看中国，绿色铝业看文山。

在文山州，云南（砚山）绿色铝创新产业园、文

山市绿色铝创新发展示范基地和富宁县绿色铝循

环发展示范基地已成鼎足之势。

目前，铝合金棒、铝板带、铝箔、建筑型材、合金

导线等产品，已形成系列产品；铝原料—电解铝—

铝材精深加工—铝应用—再生铝全产业循环链已

初步构建，绿色铝产业集群效应凸显，繁星璀璨。

依托丰富的绿电和铝土矿资源，短短几年间，

中国铝业集团、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河南神火集团

等企业相继落地文山州，形成了集铝土矿、氧化铝、

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再生铝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云南是打造绿电+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快

探索绿电高价值的示范中心，发展绿色铝产业优

势明显。”云南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宋予说，

云南蕴藏了全国约 20%的清洁能源资源，电力装

机超过 1.4亿千瓦，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达 90%。

近年来，文山州加快水电、风电、光伏、天然气

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全州绿色能源装机占比

98%；建成两条天然气管线，年供气量 5 亿立方

米。“在文山，每生产 1 吨铝，相比火电减少 8 吨二

氧化碳排放，达到全球先进水平！”文山州委副书记、州长马忠俊说。

目前，已有 44个铝产业链项目落地文山州，铝加工产能达到 676万吨。2023

年，全州实现绿色铝综合产值 567.4亿元，今年将突破 800亿元，明年将实现千亿

元目标。

“三化”赋能产业链升级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长征”系列火箭、“天问”探测器、C919 大飞机、“天

眼”等国家重点工程，离不开优质铝材，这些领域的上千个品种、数十万吨优质铝

材，已实现自主可控。

对中国铝业集团等企业来说，“北铝南移”并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以高端化、

数字化、低碳化为方向赋能产业链升级的契机。“在强化产业协同方面，我们主动将原

料采购的重心向云南等具备绿色能源优势的省份转移，并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求实

现绿电铝资源本土转化。”中国铝业集团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汤勇说。

在深化技术创新方面，中国铝业集团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着力开发铝液

直熔、铝灰回收、保级利用等工艺技术，探索低能耗、低损耗的绿色低碳发展之

路；在构建循环体系方面，企业与下游主机厂深度联动，共同建立废料闭环回收

体系，不断加大“城市矿山”开发力度，发展循环经济。

“云南把铝工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培育和发展，战略定位更加清晰。”河南神火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李炜认为，眼下，当地基础设施和电网配套与能源保障能

力均不断完善和提升。

记者了解到，2023年，绿色铝产业成为云南省新的千亿级产业。今年前三季度，

文山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列云南第一，以绿色铝为代表的产业优势，正不断转化为

发展胜势。目前，文山州正深入实施“工业强州”战略，围绕铝水100%就地转化和铝

材100%精深加工等目标，打造汽车零部件、建筑铝材、终端消费品三个百万吨级绿色

铝加工集群，推动铝产业向精深加工延伸，力争实现绿色铝产值3000亿元以上。

“我们将充分发挥绿电+先进制造优势，以商招商、延链升级、聚链成群，把

绿色铝做成云南重要支柱产业。”文山州委书记陈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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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开飞 通讯员 曹佳奕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强 通讯

员徐伟）10 月 25 日是抗美援朝纪

念日。纪念日前夕，安徽省合肥市

庐阳区人武部联合驻地小学开展

“聆听英雄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抗

美援朝纪念日主题教育活动，引导

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

时代好少年。

图为89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杨
克美在向孩子们讲述英雄故事。

徐伟摄

聆听英雄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科技日报上海 10月 23日电 （魏
路 记者王春）23 日，记者从上海市科

技大会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悉，

2023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共授奖

214 项（人）。吴光辉院士和丁健院士

被授予“上海市科技功臣奖”，修发贤

等 10 人荣获上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

献奖。

本年度共有 46 项成果获上海市自

然科学奖、29 项成果获上海市技术发

明奖、114 项成果获上海市科技进步

奖、9 项成果获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

奖，艾尔莎·瑞秋曼尼斯、雷内·贝尔纳

茨、岳尔根·约斯特、简-皮埃尔·马乔

拉获上海市国际科技合作奖。

其中，自然科学奖成果数量不断提

升，在 198个获奖项目中占比达 23%，远

高于前 5 年的 15%均值，其蕴含的原创

性、引领性和颠覆性“基因”不断增强。

在 16项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中，6项

成果论文发表在《细胞》《自然》和《科

学》上，5 项成果的论文发表在其子刊

上，还有 5 项成果的论文发表在本领域

权威期刊上，上海“创新策源地”的基石

正在被不断夯实。

2023 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奖揭晓

◎本报记者 赵汉斌

培育新质生产力在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23日电 （记

者崔爽）在 23 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

总工程师赵志国介绍了前三季度工业

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他表示，整体来

看，前三季度工业和信息化经济运行平

稳，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质生产力加

快发展，重点领域创新取得一批新成

果，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主要呈现工

业经济平稳增长、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

加快、一批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经

营主体稳步发展壮大、信息通信赋能作

用持续彰显五大特点。

近一两年，低空经济发展迅猛、热

度高涨，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

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工业和

信息化部高度重视低空产业发展，当前

主要在加强顶层谋划、加强多场景应用

牵引、推动信息技术与装备发展融合创

新、完善产业法规标准体系 4 个方面着

力，推动低空经济发展。

谈及下一步举措，陶青表示，工业

和信息化部将聚焦低空装备本体技术、

安全技术、运行技术等方向，体系化推

动一批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加快推动通

用航空技术和装备创新迭代升级；继续

推动优势地区先行先试，因地制宜打造

低空多场景应用示范体系，加快培育低

空物流、城市和城际空中交通、低空文

旅等低空消费新业态，拓展农林植保、

巡视巡检、应急救援等新模式；积极推

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新能源技术与

无人机等低空装备融合创新，开展低空

经济无线电频率使用研究，按需推进低

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低空智联技

术发展和模式创新。

今年以来，信息通信业保持了平

稳较快的增长态势。赵志国表示，工

业和信息化部将坚持“建、用、研”统筹

推进，持续做优做强信息通信业。此

外，记者在会上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

将抓紧制定出台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

的政策文件。文件将聚焦新型工业化

的重点方向和领域，加大科技金融、数

字金融、跨境金融、政策性金融等支持

力度，引导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

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

企业，推进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创

新应用。

工信部：前三季度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23日电 （记

者杨雪）23 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介绍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以下简称“进博会”）筹备情况。第七

届进博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在上海

举办，同期举办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商

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弘介绍，目前各项筹

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整体展览展示面积

将超过 42 万平方米，将有 152 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加国家展和企业展，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将举办主论坛和 19

场分论坛。本届进博会将在三个方面

进一步提升成效。

一是进一步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窗口功能。唐文弘说，在助力畅通国

内大循环方面，本届进博会聚焦发展新

质生产力，首次设立新材料专区，升级

打造创新孵化专区，举办首发经济和促

进消费相关分论坛等活动，助力产业升

级，丰富国内供给。在促进国内国际双

循环方面，本届进博会持续打造全球新

品首发地、前沿技术首选地、创新服务

首推地，展示 400 多项代表性新产品新

技术新服务，组织 39个政府交易团和 4

个行业交易团、共计 780 个分团到会采

购，系历届最多；同时举办“投资中国”

自贸试验区专场推介、外资企业圆桌会

等活动，推动“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资

商”，充分彰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吸引

力和各方投资中国、深耕中国的信心。

二是进一步发挥推动高水平开放

的平台作用。唐文弘介绍，本届进博会

企业展继续保持 36 万多平方米的超大

规模，共有 129个国家和地区的 3496家

展商参加，国别（地区）数和企业数都超

过上届，参展的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

企业达 297 家，创历史新高，186 家企业

和机构成为七届“全勤生”。

三是进一步强化全球共享的国际

公共产品服务。国家展继续为各国展

示综合形象和贸易投资领域机遇搭建

重要平台，有 77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

展。法国、马来西亚、尼加拉瓜、沙特阿

拉伯、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将担任

主宾国。

第七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23日电 （记

者代小佩）23 日，2024 年世界科技与发

展论坛主题会议在中国科技会堂举

行。在开放科学基础设施相关主题会

议上，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共享协作倡议

正式发布。

该倡议提出四方面行动：共建全球

网络，增加开放科学基础设施的数量并

提升其声誉效益；贯彻开放原则，统一开

放科学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共享协作

模式，推进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可持续发

展；共议监测方法，提出合理评估开放科

学基础设施的方法，提升参与者互信。

2023 年 8 月 ，联 合 国 大 会 通 过

《2024—2033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

际十年》决议（以下简称《科学十年》）。

“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在推进《科学十年》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协联合咨商开放科学与全球伙伴

关系专委会主席杨卫介绍，上述倡议旨

在通过构建开放与包容的开放科学基础

设施，助力实现《科学十年》的目标。

“当前，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共享协

作在建设规模、政治经济、技术标准、法

律伦理等层面面临一些问题。”杨卫说，

“因此，我们倡议，在尊重各国本土法律

的前提下，协力建设高质量的开放科学

基础设施网络，推动知识和数据开放共

享。这需要各国政府、科研界、企业等

对开放科学基础设施给予长期投资和

支持。”

杨卫表示，倡议行动不仅有利于推

动科学研究的透明度、可重用性、可重

复性和可持续性，还将促进科技创新成

果惠及全球。“为落实倡议内容，我们将

与有关机构合作，尽快在中国推出示范

项目。”他说。

开放科学基础设施共享协作倡议发布

10 月 17 日，记者一行来到江西省

崇义县扬眉镇扬眉寺村葫芦洞山林

里，发现即便前方的果农拿着镰刀开

路，但满山的茅草还是时不时割得人

身上生疼。

“到了！”果农张忠东指向前面的

一片林子。这里就是南酸枣国家林木

种质资源库。

林下，有不少落下的金黄色果实。

记者随便捡起一颗擦了擦塞进嘴里，不

禁酸得眯起了眼：“嗬！又酸又涩。”

跟在记者身后的江西省南酸枣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刘继延笑道：“这

果子人吃一颗就要酸倒牙，但却是黄

麂、山羊等野生动物的‘美味佳肴’。”

如今，这种果实在南昌大学的助

力下，已成了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

致富果。“酸枣糕、酸枣粒就是用南酸

枣做成的。”刘继延介绍，小小的果实，

成就了一个年产值超 5 亿元的大产

业，带动 2000余户农民实现增收。

在当地，说起南酸枣糕，就绕不开

江西齐云山食品有限公司。从 2008

年开始，南昌大学便与其展开了合

作。从那时起，双方便紧密合作和交

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南昌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陈军介

绍，此前，南酸枣的开发面临着一些困

难。“南酸枣果实的营养、质构、风味物

质不明，高端产品开发受限。不仅如

此，还存在枣糕加工机械化自动化程

度不高、加工副产物存在浪费和污染

等问题。”陈军说。

“针对这些问题，南昌大学‘梅园之

家’团队潜心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性进展。我们发表了论文 40 篇，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 11 项，获江西省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1项。”陈军说，他们的研究

搞清楚了南酸枣“为什么好吃”，有了理

论基础，就可以逐一攻破工艺难点。

这些研究成果改变了南酸枣加工

“果肉基本靠搓、果糕基本靠晒、果皮

基本靠埋”等落后面貌，让南酸枣加工

技术实现了质的飞跃。

走进江西齐云山食品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空气中弥漫着酸甜的气味，

智能化的机器设备在高速运转，工人

们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在这里，南酸

枣经历了严格的筛选、清洗、煮果、剥

皮、去核、取肉等工序后，再通过多级

变温干燥工艺烘干成型，最后经过切

割和包装，成为酸甜可口的南酸枣糕。

“我们正在全力开发南酸枣系列

产品，不断延长产品线。”江西齐云山

食品有限公司技术质量管理部经理凌

华山说，当地已打造出从种质资源保

护和培育，到野果采集、生产、加工、销

售等于一体的南酸枣全产业链，实现

了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打造

了企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双赢局面。

与记者一同上山的一位果农介

绍，他承包了约 50 亩土地种植南酸枣

树，进入丰产期后，按照每公斤 4 元的

市场收购价格，除去成本，每亩纯利润

能达到 2300元。

像这样通过种植南酸枣树实现致

富梦想的案例，在崇义县还有很多。

从捡拾野果到科学种植，从手工

制作到自动化生产，南酸枣从寂寂无

闻到家喻户晓，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

“甜蜜产业”。目前，崇义县拥有 26 万

余亩野生南酸枣，5 万余亩人工栽种

南酸枣，年产南酸枣鲜果 1.5万余吨。

江西崇义：“酸果子”带来“甜日子”
◎本报记者 魏依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