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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盲区” 实现技术赋能

十几年前，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的王海
栋，在当地一家科技型企业工作。当时，这家企
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很强，每个季度都能开一次新
品发布会——短短两三年间，企业便进入该领域
的第一梯队，成了行业龙头。

“科技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
力。”这份工作经历，让王海栋感触颇深，“创新
驱动的魅力、技术赋能的威力，在创新企业壮大
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技术虽好，但好的技术成果并非唾手可得。
在知识产权、法务、校企对接等领域工作多年后，
王海栋发现：“技术语言”与“产业语言”之间，
存在着很大的盲区。

盲区的一大表现，便是科技成果的沉睡。“高
校科研院所的技术成果，普遍侧重于前沿探索。
一些成果在短时间内缺乏市场应用价值，而部分
应用前景不错成果缺乏系统、专业的转化孵化资
源支撑。”王海栋说。

技术专利“藏在深闺无人识”，让很多科研工
作者很苦恼；而急需科技加持的企业，却“众里
寻她千百度”，经常发愁找不到专家团队。于是，
在科技、产业之间牵线的“科技红娘”，在市场上
变得抢手和紧俏起来。

2015 年，王海栋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创立
西安远诺，开启了技术经理人的探索之路。他们
的目标很明确——由技术经理人搭起“鹊桥”，为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提供需求对接，努力让
技术赋能产业迸发出强大动力。

建成数据库 助力成果落地

“刚开始，我们像一群‘拓荒者’。”王海栋记
得，公司成立伊始，几个年轻人满怀信心，可跑

烂了鞋子、磨破了嘴皮子，也没能成功搭上线。
“那时候，我们认为应该先从企业入手，拿着

‘订单’再找技术。”王海栋说，当时有家南方企
业提出需要相关技术，团队成员便在西安高校里
一一排查。可来回折腾了几次，最终却不了了之。

回忆创业初期的挫折，王海栋坦言，这是由
于缺乏经验，对企业需求理解不深、对技术信息
挖掘不够。

尽管碰了一鼻子灰，但王海栋和伙伴们没有
灰心。在与科研院所和企业的沟通对接中，供需
双方表现出的强烈需求，让几个年轻人对这条新
赛道充满信心。

需求侧跑得不顺，那就跑供给侧。团队瞄准
陕西省内的十几所理工类院校，挨家挨户去“敲
门”，积极对接科研工作者。经过几年积累，公司
慢慢建立起了“科学家库”“企业家库”“科技成
果库”等数据库，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到“货架”，有着长长
的链条。“科技成果有‘保质期’，如果不及时用，
很快就会被新技术所替代。”王海栋介绍，有了数
据库的加持，只要在平台上输入企业端、科研端
的信息，不出几秒钟，就能匹配出结果，这为科
技成果的快速落地提供了保障。

全程护航 促成“科技姻缘”

2022 年，员明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员有点
忧虑——自己在西安创业 10 年，公司“含金量”
还行，“含新量”却差点意思——“企业当下赚
钱，未来能不能值钱？”

着眼长远，王员为企业转型划定了目标——
引入技术，瞄准“专精特新”。对公司现有的产业
资源、市场渠道进行全面分析后，他把眼光聚焦
在大交通领域。

根据王员的需求，王海栋打开数据库仔细查
询。很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包敏团队进

入视野：该团队长期从事雷达信号、信息处理等
方面的研究，在空天探测等领域积累了大量科研
成果。

“‘科技姻缘’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茫茫
人海中找对人、看对眼。”在王海栋团队的“撮
合”下，王员、包敏深入沟通。经过数轮“头脑
风暴”和磋商，科技成果的应用场景逐渐清晰起
来：研发产品定为“探地雷达系统”，先主攻道路
检测，再拓展至桥梁检测、隧道检测、机场跑道
检测等业务……

“爱情长跑”结束，“领证结婚”随即而来。
新公司注册、股权架构设计、资金注入、技术引
入、厂房选址……项目落地很快进入实操阶段。
在王海栋团队一路呵护下，“爱情结晶”顺利诞
生、茁壮成长——双方合作成立的西安中创云图
科技有限公司，不久前研制出超宽带变频探地雷
达，实现了相关产品的国产化替代。

在王海栋看来，技术经理人的工作，就像亲
眼见证并深度参与“有缘人恋爱、结婚、生子”
的全过程——这份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信息撮合，
而是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让原创成果走
出实验室、变成生产力。

目前，西安远诺团队正在跟进的项目有 600 多
个，“有的刚‘相亲’，有的都快‘领证’了。”王
海栋笑着说，去年公司共促成技术转移项目成交
163项，成交总金额达 2.7亿元。

近年来，王海栋先后获评“西安市地方级领
军人才”“西安市杰出青年科技人才”。“从事技术
经理人工作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他说，

“未来，我期待参与、见证更多科技与产业‘双向
奔赴’的精彩故事。”

走近技术经理人——

这些“红娘”，
为科技和产业发展助力

本报记者  高  炳 文/图

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过
程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事成果
挖掘、培育、孵化、熟化、评价、推广、
交易工作，并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
权等相关服务。这些为科技成果牵线搭桥
的“红娘”，叫作“技术经理人”。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中，
技术经理人作为新职业被纳入。

技术经理人是如何为科技和产业发
展助力的？近日，记者采访了陕西西安
远诺技术转移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海栋，
听听这位从业多年的技术经理人讲述自
己的故事。

王海栋 （右一） 与同事在数据库里匹配技术信息。

11 月 20 日，世界儿童日主题庆祝活动在北京举行。中国多
地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用象征儿童友好的蓝色灯光
点亮了当地标志性建筑或社区，以表达人们对实现儿童权利的
承诺。今年世界儿童日的主题是“童享友好世界，点亮儿童
未来”。

 图为孩子们在活动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世界儿童日
主题庆祝活动举行

月球背面 42 亿年前就存在岩浆活动，约
28亿年前仍存在年轻的岩浆活动……

嫦娥六号月球样品首批研究成果 15 日发
布，揭示了月背火山活动历史，为更好开展
月球演化研究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相关论
文分别在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 和 《科学》
在线发表。

这些研究填补了月背岩浆活动研究的重
要空白。

国际科学界研究认为，月球正面最古老
的月海火山活动可追溯至 40 亿年前。2021 年
以来，我国科学家基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
发现月球正面 20 亿年前仍存在较大规模的岩
浆活动，在 1.2 亿年前还存在小规模的火山
活动。

然而，月球具有“二分性”，月球正面和
背面在形貌、成分、月壳厚度、岩浆活动等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开展月背岩浆活动研究，
并进一步揭示月球“二分性”的形成机制，
是月球科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嫦娥六号任务首次完成人类从月球背面
采样的壮举，带回 1935.3 克珍贵样品，为开
展月背相关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在此之前，
人类获取的所有月球样品均来自月球正面，
对月球背面的认识主要基于遥感研究。

科学家在嫦娥六号月球样品中取得了哪
些新发现？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李献
华院士、李秋立研究员与国家天文台团队，
从 5 克月球样品中分选出 108 颗大于 300 微米
的玄武岩岩屑，定年结果显示，嫦娥六号着
陆 点 在 28 （28.07±0.03） 亿 年 前 存 在 火 山
活动。

其中一颗高铝玄武岩岩屑揭示，月球背
面 42 亿年前存在来自富集克里普物质源区的
火山活动。这表明，月球背面火山活动至少
持续了 14 亿年以上，且月幔源区经历了从克
里普物质富集到亏损的转变。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
院士、高级工程师张乐领衔的团队研究确认，嫦娥六号低钛玄武
岩形成于 28.3 亿年前的火山喷发。他们的研究还表明，月海玄武
岩的分布除受月壳厚度影响外，月幔源区的物质组成也是重要的
控制因素，刷新了传统认知。

《自然》《科学》 多位审稿人评价，这些发现“令人兴奋”“为
认识整个月球的地质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今年 6 月 25 日嫦娥六号月球样品被带回地球，11 月 15 日首批
科学成果“惊艳”亮相。这标注了中国科学家探索未知的高度，
也见证了中国科研的速度。随着对嫦娥六号月球样品研究的不断
深入，我们将在人类探索宇宙的征程中不断贡献“中国力量”。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泉、马晓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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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无人机技术应用广泛，其功能日益多样化和精细化。近日，江
苏苏州电力部门通过远程操控无人机，对输电线路开展自主巡检，保障迎
峰度冬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传统人工巡检或现场操控相比，远程操
控提高了巡检效率和范围，可实施数据即时采集分析以及设备缺陷智能
诊断。

图为无人机正在对供电线路进行巡视。 周逸琦摄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丰） 近日，
经过改造升级的广东省深圳市莲花山
超级充电站正式开放运营，该站一共
接入 27 台充电桩，可同时满足 46 辆
车充放电，其中 22 台 V2G （车网互

动） 充电桩，是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最
大规模的车网互动充电站。

走进莲花山超级充电站，站内
882 平方米的光伏车棚能就地将绿色
能源用于电动汽车充电，22 台具备

车网灵活互动功能的 V2G 充电桩，
支持在电网高峰时段将电动汽车内
的电量反向输送至电网。南方电网
深圳供电局新兴产业部业务拓展专
责邱凯翔介绍，该站点最大放电功
率可达 2160 千瓦，按满功率持续放
电 1 小时算，削峰规模可达 4320 千
瓦时，相当于 542 户家庭一天的用
电需求。

本报电 （立风） 2024 中国沈阳
海智创新创业大赛国内、海外赛区总
决赛近日在辽宁沈阳举行。在国内赛
区总决赛上，“基于零信任的 IPv6 安
全自组网”等 25 个项目获金、银、铜奖
及优秀奖；“汽车自动驾驶毫米波雷达

解决方案”等 32 个项目获得海外赛区
金、银、铜及优秀项目奖。

据了解，今年比赛共征集海内外
优质科技项目 434 项，涵盖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国内赛

区的参赛项目 70% 以上具备产学研合
作经历，100%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海外赛区超过 90% 的报名选手为博士
或博士以上学历。

作为赛事承办单位，沈阳市科协
近年来致力于打造“海创+”服务品
牌，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和创业服务。截至目前，沈阳市科协已
创建 16个海智工作站。

粤港澳大湾区最大规模车网互动充电站运营

沈阳海智创新创业大赛举行

据新华社 （记者孟含琪） 记者近
日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研究员李炜
团队与合作者探索出一种竖直表面的
日间亚环境辐射制冷新策略，这种制
冷方式应用后无需消耗能源即可完成
制冷，大幅节约能源并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这一重大突破于北京时间 15

日在国际期刊 《科学》 发表。
近十年来，日间辐射制冷技术取

得显著进步。但大多数研究成果都聚
焦于楼房屋顶等直接面向天空的物
体。现实生活中，建筑物外墙、车辆
以及纺织品等物体大部分外表面都与
天空保持竖直方向。面对这些物体研
究日间辐射制冷技术时，不仅要考虑

有效减少太阳光谱的吸收，还要尽可
能提升大气窗口波段的热发射，并设
法避免被高温地面所加热。

对此，李炜团队创新利用热光子
学手段，提出一种角度非对称光谱选
择性热发射器，破解了竖直表面日间
辐射制冷难题。该发射器不仅具备高
效反射太阳光的能力，还能减少吸收
来自大气和高温地面的热辐射，实现
低于环境温度的制冷效果。该团队在
晴朗夏季进行室外测试，实现了低于
环境温度 2.5摄氏度的制冷效果。

中国科学家在无能耗制冷领域获重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