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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谈R

■科技视点·创新驱动看高新④R

不久前，“天宫课堂”第三课在

中国空间站开讲。“太空教师”陈冬、

刘洋、蔡旭哲，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了

一堂精彩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

国航天员首次在问天实验舱内进行

授课。

50分钟，意犹未尽。从空间站问

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先进科学实

验设施的展示，到各种兼具科学性和

趣味性的实验演示，从航天员亲手“采

撷”在太空生长的植物，到天地之间的

互动交流，又一场充满奇思妙想的“天

宫”一课，展现着太空的神奇魅力，也

激发着广大青少年探索浩瀚宇宙、感

知前沿科技的好奇心。

十年来，从神舟十号的首次太空

授课，到神舟十四号的第三次“天宫课

堂”，航天科普不断深化和拓展，撒下

无数科学的种子，在亿万青少年心里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助力更多梦想长

成参天大树。

“ 天 宫 课 堂 ”第 三 课 ，有 不 少

新特点。教学空间更大了，和前两

次“天宫课堂”不同，这次太空授课

是在全新的“太空教室”——问天实

验舱进行；太空授课的天地通信保

障更加有力了，太空授课中采用问

天实验舱、天和核心舱两舱接力测

控的方式保障“太空天路”畅通。还

有新的“太空教师”、新设计的实验

……对“天宫课堂”这张国家科普名

片的持续打磨，映照着中国航天科

技水平不断提升的喜人成果。载人

航天、探月探火……这些进入党的

二十大报告的航天关键词，进一步

反映出这十年来我们加快建设航天

强国的脚步扎实有力、奋力向前。

“天宫课堂”上，科学与太空的融合更深入，知识和场景

的结合更紧密。在太空授课这趟科学之旅中，老师和学生

向着未知共同奔赴。天地互动更加同步——地面课堂的学

生“当面”对比他们所种空间站同类植物种子的生长情况，

“ 太 空 教 师 ”忍 不 住 给 孩 子 们 点 赞 ：“ 真 的 是 一 个 小 科 学

家”。课堂的科学含金量越来越高——“神十四”乘组指令

长陈冬戴上混合现实眼镜，为同学们“演示”植物样品的采

集操作，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科学任务。无论是进行科

学普及，还是做科学研究，中国空间站正是因科学而建、为

科学而用。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助力科学家完成相关研究

试验，从而推动人类科学的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

新型国家前列”纳入二〇三五年发展的总体目标。实现这些

目标，离不开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科学

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

同等重要的位置。孩子们在“天宫课堂”中展现的好奇心，在

未来很有可能转化为科学探索的雄心。“天宫课堂”为激发广

大青少年对太空和科学研究的热情与向往，提供了有效的催

化剂。

今后在空间站运营过程中，“天宫课堂”会持续开展太空

授课活动。我们期待，随着探索的步伐迈向更深更远的太

空，航天科技工作者能取得更多具有长远影响的重大科技成

果，把我们的太空家园建设得更温馨、更舒适，让公众更好感

知前沿科技的奥秘与魅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

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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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高新区走出了一条产学研用紧密“耦合”的新路

让创新要素高度集聚高效流通
谷业凯 杨 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国

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

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强企业

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

导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水平。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

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日前，我国百兆瓦级液流电池储

能调峰电站在辽宁省大连市正式

并网发电。这座电站由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提供全钒液流

电池储能的技术支撑，大连高新区的

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设

计制造。项目团队集智攻关、协同创

新，突破了液流电池关键材料等核心

技术，解决了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的若

干关键问题，不仅实现了电能、化学

能之间的高效转化，还走出了一条产

学研用紧密“耦合”的新路，实现了重

大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

近年来，大连高新区以重大需

求为导向，围绕重点产业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着力提升创新策源能力，

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打造创新

要素高度集聚、高效流通的枢纽。

高标准建设
创新策源平台，
一批高水平实验
室陆续入驻

“ 原 来 我 的 实 验 室 只 有 不 到

200 平方米，现在有 2000 平方米；

团队也从 20 多人发展到现在的 90
多人。”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

周光远说。自从 2020 年 4 月入驻

大连英歌石科学城以来，他带领团

队致力于开展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开发，已建成了

集基础研究与应用加工于一体的

研发平台，同时搭建了一系列放大

装置，具备了高分子合成小试及加

工中试放大平台雏形。

在大连高新区，以清洁能源为

主线，向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海洋

工程等“X”个战略新兴领域深化

拓展，总面积 44.3 平方公里的大连

英歌石科学城正在紧张建设。

作为最早入驻的科研团队之一

的成员，周光远对未来充满信心。

“化工离不开中试。这是实验室技

术真正走向产业化的必经环节。过

去实验室条件有限，只能‘小打小

闹’，现在有了场地和团队，对我们

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

目前，周光远立足自身优势，

积极开展攻关，承担各类科技项目

38 项、合同额达 8600 余万元。

在大连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研

究院院长王博眼中，科学城将为学

校开展全链条科学研究和任务攻

关 提 供 一 个 有 竞 争 力 的“载 体 ”。

据介绍，大连理工大学将以“三纵

一横”的布局，在这里建设科技创

新基地，“三纵”是基于学校的优势

科研力量，建设海洋工程、智能制

造、精细化工三个创新平台，“一横”

则将围绕产业，联合企业共建全链

条新型研发机构，开展协同创新、推

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王 博 介 绍 ，“ 三 纵 ”聚 焦 科 技

创 新 的 前 端 ，开 展 的 是 高 水 平 的

基础研究。“这些具备顶尖科研实

力、有雄厚基础的学科和团队，将

在科学城发展得更大更强。”

“‘一横’，则是要通过集聚需求、

产品牵引，缩短成果转化周期，推动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王博说，“以往

学校也与不少企业成立了联合研发

机构，学校派出教授和研究团队，企

业派出工程师，技术、论文都围绕企

业的需求‘打’。这种模式我们尝试

了 20多年，效果不错。但‘零敲碎打’

的多，成规模、成建制的少。”

在英歌石科学城，大连理工大

学将开展更具辐射带动效应的协

作。“我们一起尝试建立联合研发基

地，不仅是服务某一家公司，还可以

做共性技术，辐射全国。”王博说。

“‘ 硬 核 ’科 技 是 科 学 城 最 鲜

明 的 特 质 ，创 新 策 源 是 科 学 城 最

核心的功能。”大连市英歌石科学

城规划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

副主任张孝介绍，截至目前，中国

科学院大学能源学院已在英歌石

科 学 城 落 成 投 用 ，已 有 千 余 名 师

生员工在这里工作、学习和生活；

大连先进光源预研项目——大连

先 进 电 子 束 测 试 平 台 启 动 建 设 ；

辽 宁 滨 海 实 验 室 、辽 宁 黄 海 实 验

室等总建筑面积 39 万平方米的高

水平实验室全面开工……未来这

里将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创新策源中心。

强大的创新
能力不仅盘活了
科研，也撬动了
产业

大连高新区强大的创新策源能

力，不仅盘活了科研，也撬动了产业。

融科储能就是一家尝到甜头的企业。

21 世纪初，可再生能源刚刚兴

起，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就开始了大

规模电化学储能技术研究。 2005
年 ，在 国 家 863 计 划 项 目 的 支 持

下，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成功研制出

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 10 千瓦全钒

液流电池储能系统，迈出了全钒液

流电池储能技术应用的第一步。

彼时，从事高纯钒化学品生产

的大连博融新材料有限公司看到

了储能产业的广阔前景，开始与中

科院大连化物所合作。2006 年，双

方 成 立 液 流 储 能 电 池 联 合 实 验

室。2008 年，一家专注于全钒液流

电池储能技术产业化的企业——

大连融科储能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在大连高新区成立。

“企业有强烈的研发需求，团

队有强烈的产业化需求。市场需

求 从 一 开 始 就 长 在 科 研 的‘ 培 养

皿’上。”融科储能总经理王晓丽说，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侧重上游的高

性能、低成本的关键材料和核心技

术研发，以及新一代全钒液流电池

电堆技术的开发；融科储能则侧重

下游的全钒液流电池材料、电堆的

批量化、工程化、产业化技术开发，

大规模储能系统的设计和集成，电

池 管 理 系 统 、能 量 控 制 策 略 的 开

发，以及为客户供应定制化的储能

解决方法等。”

2016 年 ，融 科 储 能 建 成 全 球

规 模 最 大 、现 代 化 程 度 最 高 的 全

钒液流电池核心材料及储能装备

研 发 和 产 业 化 制 造 基 地 ，承 接 了

全球最大规模全钒液流电池储能

调峰电站国家示范项目工程建设

任 务 ；在 建 和 投 运 全 钒 液 流 电 池

储能占全球市场份额约 60%，钒电

解液占全球市场份额 80%以上。

产学研用紧密融合、技术成果

持续输出，让更多企业有了十足的

发展后劲。“我们有 560 多项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 450 多项，大多数都

是我们自己申请的。”新源动力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蒋 建 良 介 绍

说。该公司 2001年 4月在大连高新

区成立，是国内较早从事燃料电池

产业化的企业。

蒋建良介绍，早期科研院所通过

专利入股，让企业迈出了发展的第一

步。后来，双方结成创新联合体，在项

目申请、联合研发方面继续开展合作。

“这些项目有力带动了企业的研

发，形成了大量的工程化成果，也帮

助我们实现了产业化。”蒋建良说。

政策覆盖全
链条全周期，助力
人才培养、企业发
展、产业壮大

作为大连创新驱动的主引擎，大

连高新区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塑造

自身新优势，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十年来，高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8.3%，高新技术企业年均增长78%，

科技型中小企业年均增长367%，技术

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141%。目前，大

连高新区集聚科技型中小企业 2002
家，高新技术企业1068家。

大连高新区用全链条全周期覆

盖的政策体系为人才培养、企业发

展、产业壮大加油助力。信华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岳雪峰用“陪伴

式成长”来形容政府与企业间的关

系。“企业初创时，大连高新区还是一

片荒地，我们第一栋办公楼就挨着管

委会。软件服务、软件出口方面的政

策，相关部门都会帮助解疑释惑，支

持企业朝着规模化、规范化的方向发

展。”岳雪峰说，“比如，软件出口税收

方面的优惠，引进人才方面的补贴，

相关部门都会帮助企业努力争取，这

些政策既精准、又‘解渴’。”

岳雪峰举例：“园区在基础设

施建设过程中，会了解企业的具体

需求，不断对标国际化企业的相关

标准，细致到办公室、实验室要开

多少扇窗户，打开的角度是多少。”

好政策的扶持，让企业更加心无旁

骛地去创新。2021 年，信华信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投入达到 2.1 亿

元，占营业收入的 7%，拥有软件著

作权和专利达 900 多项。

鼓励创新，政策实实在在：支持

具有核心技术的重大项目开展，给

予最高 5000万元的资金奖励；对“高

精尖缺”技术人才、核心团队，最高

奖励 2000万元；新注册、新迁入的科

技型企业，连续 2年给予房租减免支

持，免租面积最高 2000 平方米……

今年以来，大连高新区集中发布一

批既接地气又有针对性的创新政

策，鼓励更多前沿技术生根孕育，更

多科技型企业发展启航。“好的软环

境 ，其 作 用 不 亚 于 新 建 一 个 实 验

室。”王博感慨。 ■新闻速递R

擦亮本地特色产业的“金招牌”，让农民

的“钱袋子”鼓起来。近年来，浙江省金华市

金东区充分用好科技特派员队伍，让他们成

长为助农增收的重要力量。

今年是金华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科技特派

员王轶指导赤松镇佛手种植的第八年。“佛手是

金华特色作物，具有观赏、食用、药用及文化价

值。农户种植过程很辛苦，但精品意识不强，市

场上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这会削弱金华佛手

的品牌打造力度。”王轶下决心研发新型佛手微

型盆栽。

方伟新是赤松镇有着多年佛手种植经验

的老农户。5年前主要做大型佛手嫁接果的他，

收到王轶让种植微型盆栽的建议后，心里犯起

了嘀咕：“小型盆栽不好养，技术难度大，我不敢

冒风险。”

在王轶多次耐心指导下，方伟新抱着试

一试的态度小范围种植。没想到这一种就种

了 5 年，面积从刚开始的 1 亩扩展到现在的 15
亩。“以前一大盆的价格才 30 至 40 元，现在种

的佛手微型盆栽，品相好的一盆可以卖到 300
至 400 元，年收益从十几万元增加到 30 多万

元。”方伟新说。

王轶介绍，目前培育出的多种新型佛手微

型盆栽，高度仅为传统盆栽的1/3左右。佛手微

型盆栽外观雅致，又具有装饰性，可布置在客厅、

阳台、居室等场所，应用场景较广。好的市场认

可度，也助力佛手成为金华市吉祥物之一“金金”

的原型。

“未来会继续对佛手的品种进行研发，

探索和延伸多元价值，让农户增收，让城市

出彩。”王轶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科技是个好帮手。

“金东区无花果在全国享有盛誉，红皮无

花果鲜果占全国市场份额约 60%，但由于皮薄

多汁、不耐贮存，新鲜无花果无法大批量走向

市场，很多优质果变成了滞销果。于是我就从

包装方面突破，研发出气调包装，让无花果在

运输过程中保持‘休眠’状态，控制其成熟度，

从而把无花果卖向全国。”金华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副主任刘莉说。

把科技融入无花果包装销售环节的刘莉，

毕业于浙江大学食品安全相关专业，4年前开

始担任金东区科技特派员，与专门从事无花果、

无花果苗木种植的企业和农户进行对接。

“刚开始企业发展模式单一。刘莉谋划

出了一条集‘种植—加工—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新路，探索无花果全产业链发

展。”金华市源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钱

继昌感慨，新的发展方向让企业快速发展。

目前，金华市源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带

动 1000 多户农民种植无花果 3000 多亩，为果

农对接市场，把无花果卖到了全国各地。同

时，为村民和返乡农民工提供了生产、分级、包

装、运输、销售等岗位，让小小无花果成了大

产业。

据了解，2018 年以来，金东区科技特派员

累计实施科技开发项目近 200项，年项目总投

资达 1000万元。引进新品种累计近 300个，推

广新技术 200项，培训农民 4万多人次，发放科

普资料 10万余份。创业项目直接参与农户达

2000 余户，安置

劳动力就业1万

余人，辐射带动

4 万余 人 。

浙江金华市金东区擦亮特色产业“金招牌”

科技特派员助力农民增收
吴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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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由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承担、山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管理的全国磁悬浮动力技术基础与应用标准化工作组，

日前正式揭牌。磁悬浮动力技术广泛应用于水泥生产、污水处

理、造纸、热电、化工、钢铁等领域，列入国家《绿色技术推广目录

（2020 年）》，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支撑性技术。该标准化工作组

主要负责磁悬浮方面的国家标准制修订，建立完善磁悬浮共性

技术国家标准体系。位于潍坊国家高新区的天瑞重工是我国磁

悬浮动力技术的领军企业，去年先后获批“山东省磁悬浮动力绿

色技术标准化战略性重点项目”“山东省磁悬浮产业技术标准创

新基地”“山东省磁悬浮动力技术标准创新中心”。

（董 惠）

全国磁悬浮动力标准化工作组揭牌

本报电 国网经研院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与产学研融合建

设，组建跨专业科技攻关团队开展自主攻关，近日成功研发了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常规直流+柔性直流”混合级联特高压直流

输电系统构建与设计关键技术，并牵头研制“幅相校正器”等新

型配套设备。据悉，这些科技成果已成功应用于“西电东送”重

点工程——白鹤滩—江苏± 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当中，该工

程也是世界上首个应用混合级联特高压新技术的重大示范工

程，预计每年可输送清洁绿色电能超 300 亿千瓦时。据介绍，国

网经研院将持续发挥科研工程协同优势，进一步畅通创新链条，

推动更多升级版输电技术不断涌现。

（顾仲阳）

科技创新助力“绿电”长跑

图①：俯瞰大连高新区。

王 华摄

图②：技术人员在大连高新

区的全国第三条氢燃料电池智

能化生产线车间进行调试。

徐金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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