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5月 20 日 星期六7 地 方

加 速 创 新 要 素“ 裂 变 反 应 ”

拥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时却起步艰难。曾经

困扰陕西科技人员成果转化的“现金实缴资本不足”的难题，

如今已成往事。近期，专门主攻航空航天发动机复合材料构

件技术研发的西北工业大学刘维伟团队借力当地一系列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政策的帮助，以“技术入股+现金入股”的

方式组建了陕西道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已完成

首轮 2000 万元融资，企业估值达 1.4 亿元。

资源优势变发展胜势

科研团队的现金出资从哪里来？答案是高校的横向科研

项目经费结余出资成果转化。

“将校内长期闲置的部分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用于成

果转化现金出资入股，这一改革举措，破解了制约科研人员成

果转化的一个普遍难题。这不仅是对科研人员的权益激励，

更有利于与合作投资方形成风险共担的利益捆绑机制，激发

创新效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技处副处长顾清华表示。

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改革是新引擎的

点火器。作为科教资源大省，如何让科技与经济拧成“一股

绳”，将丰厚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势”裂变为高质量发展的“胜

势”？陕西省优化改革供给，再造“势”“能”转换“反应釜”。针

对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不敢转、不想转、缺

钱转等难点，陕西省推出“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

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

转化”等三大改革试点政策。就长期制约成果转化效能的职

务成果权属、人才激励和团队出资等堵点、难点问题，靶向发

力，精准施策。

作为当地“三项改革”的先行军，西北工业大学在原有职

称体系中创新建立技术转移人才评价和职称评定制度，增加

“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作为科研可选项并增设科技成果转化

职称系列，单列计划单独评审。去年，该校评聘了学校历史上

首批成果转化系列的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另有 32 位教师凭借

成果转化贡献晋升了高级职称。锲入创新驱动发展深层机理

的改革政策激发创新活力，该校科技成果转化数量较改革前

增加 35%以上。

长期从事塔式光聚热发电跟踪控制器研发的西安理工大

学赵跃团队，5 年前就有了将太阳能发电跟踪系统产业化的

想法。但因职务科技成果属于国有资产，转化过程涉及的政

策程序复杂而止步。“职务科技成果单列”改革启动后，在一系

列作价入股、资产减持、划转、转让和退出等国有资产管理新

办法的支持下，赵跃团队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引进第三方投

资人，迅速成立了两家公司并将 10 余项专利成果作价入股创

办公司。赵跃说，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改革，让职务成果的

权属权益边界更加清晰，消除了科研人员和学校管理部门“不

敢转”的顾虑。

一年多来，陕西75家参与改革试点的高校院所中，38383项

科技成果已单列管理，3449 项成果正在实施转化，其中 232 个

项目已经成立公司；184 名科研人员及科研管理人员凭借科

技成果转化贡献晋升了职称；53 个项目利用横向结余经费

1795 万元出资科技成果转化公司，形成了“技术入股+现金入

股”的激励型成果转化投资组合。

科技与产业同频共振

改革还在加油续航。前不久，在前期试点实践的基础上，

陕西又出台了包括探索权益让渡转化方式、先投后股试点、建

立作价入股持股平台、完善横向结余经费出资成果转化税收

政策等一系列更加深化、细化的“十条”改革措施。陕西省科

技厅副厅长王军表示，“三项改革”正成为陕西深入开掘科技

优势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

一系列改革释放创新成果转化源头活水，“引水滴灌”

还要依靠人才机制创新。近年来，陕西在举全省之力建设

“秦创原”创新驱动总窗口的过程中，针对“科技”“市场”和

资本等要素间的信息不对称、研用脱节、互信不足等制约成

果转化效率的“卡脖子”症结，精心培育“科技经纪人”“科学

家+工程师”和“新双创”三支队伍，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实现同频共振而“穿针引线”。

“要不是‘秦创原’的‘科技经纪人’牵线，我们曾经计划

把项目拿到外地转化去呢”。曾经困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黄廷林团队很久的难题，在“秦创原”科技经纪人的帮助下，

很快得到了解决。长期从事科技管理和科技政策研究的陕

西省咨询委员会委员孙海鹰表示，科技经纪人既懂技术又

懂工程又懂市场，为企业匹配科技项目，为科研单位寻找应

用场景，为成果转化整合市场等要素资源。“柔性 OLED 薄

膜封装胶水是我国 OLED 显示面板产业上游产业链中‘卡

脖子’材料之一，制约着我国 OLED 平板显示产业的发展。”

作 为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国 家 技 术 转 移 中 心 技 术 经 理 人 ，蔡 克

2020 年通过积极走访，挖掘成果项目资源，匹配“秦创原”沣

西引导基金等资源，成功推动西安交大吴朝新教授团队研

发的薄膜封装胶水项目就地转化。目前该项目已成功通过

厂商评测，打破了外国技术垄断，对降低下游生产企业的产

业风险和生产成本，实现国内关键材料自主可控发挥了重

要促进作用，预计未来 3 年可实现产值规模超亿元。近年

来，西安交大 55 位职业科技经纪人，先后从近 3 万项存量科技

成果中梳理出 1100 余项具备转化孵化潜质的项目推送给合

作企业，引入 83 家金融机构，转让专利 568 件，孵化注册企业

174 家，成果转化合同金额逾 3 亿元。

前不久，西安石油大学党瑞荣等 4 位教授分别入选“秦创

原”2023 年度“科学家+工程师”队伍名单。相对固定的合作

团队机制，可以避免研发和市场脱节，确保科研成果接地气、

能落地，从而打通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最后一公里”。为加

速打造“新双创”队伍，陕西西咸新区通过试点开设“理论+实

践”课程体系，让具有成功实践经验的企业家、行业专家等担

纲“双创”导师，通过一系列路演、培训和结对措施，从“双创”

企业的初创阶段就“培土育苗”；针对“双创”队伍“长个子”“强

体魄”，目前陕西依托大学和科研院所构建起了立体联动的

“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孵化链条矩阵；省级

以上孵化载体达 451 家，年度新注册孵化团队 2923 家；2022 年

新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近 16000 家，同比增长 42%。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在陕西，聚力加速创新要素“裂变

反应”的“三支队伍”正迅速壮大，总量由 2021 年的 651 支增加

到 2022 年的 4742 支，增幅逾 628%。

□ 本报记者 张 毅 促东西部科技合作共赢

拓兆兵

近年来，宁夏的科技进步引人

注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

告》数据显示，去年宁夏综合科技

创新水平指数达 61.4%，5 年增长

15.16%，高于全国平均增幅 7.31个

百分点，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全国排

名从2016年的第22位跃升到第 18

位、西部第 4 位、西北第 2 位，迈入

全国二类创新地区。

作为西部欠发达省区，宁夏

科技进步得益于东西部科技合作

这个好机制。2017 年 8 月，由科

技 部 牵 头 ，北 京 、江 苏 、福 建 等

6 省份及中科院等 4 所高校院所

参加的“科技支宁”东西部合作推

进会在银川召开，并签署具体合

作协议。这一创新性举措有利于

解决宁夏长期以来人才匮乏、科

研能力不足的问题，极大增强了

宁夏的发展动力。

事实也是如此。5 年多来，宁

夏 全 区 大 力 开 展 东 西 部 科 技 合

作，外引强援，不断扩大合作范

围，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科技

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不仅综合科

技创新水平全国排名明显跃升，

而且创新型企业大幅增加。2022

年 ，宁 夏 科 技 型 企 业 总 数 超 过

2800 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489

家，5 年平均增加了 4 倍，带动有

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提

升近 20 个百分点。2022 年，科技

部批复宁夏成为全国首个东西部

科技合作引领区，并在银川召开

全 国 东 西 部 科 技 合 作 工 作 推 进

会，其经验得到肯定和推广。

从宁夏的成功实践看，东西

部 科 技 合 作 关 键 要 抓 住 四 个 方

面。一是突出产业需求，针对西

部省区优势特色产业和重点领域

发展的科技需求，着力开展应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突出人才集聚，把引进东部地区高

层次人才团队作为重点合作内容，有效缓解西部高层次人

才短缺的实际困难。三是突出协同创新，企业、科研院所、

高校联合攻关，各合作主体之间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协同机

制。四是突出结对共建，通过一对一结对支持，提升西部省

区科技园区的研发、成果转化和管理运营水平。

东西部科技合作是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区域

和跨区域协同创新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西部地区创新能

力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是助推西

部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随着东西部科技合作逐步深入，

东部单向帮扶西部正在向合作共赢转变。一些国内知名企

业头部在东部，身子在西部，将东西部的优势紧密融合，形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如新材料、新能源、大

数据等产业，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促进西部发展的“金钥

匙”。越是欠发达地区越要加强创新驱动。据了解，“十四

五”期间，不仅宁夏，新疆、西藏等西部 6 个省区也被科技部

等 9 部门列为东西部科技合作的重点对象。期待东西部用

好合作机制，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引领作用。

5 月 18 日 ，山 东

省德州市齐河县“吨

半粮”示范区，无人机

对小麦进行“一喷三

防”作业。

周 坤摄

（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夏 祎

粤黑合作规模化种植“稻稻薯”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在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城月镇石

塘村粤黑合作“稻稻薯”现代农业示范

基地，一个个外观饱满、个头匀称的马

铃薯从地里被翻刨出来，农民们动作娴

熟地将马铃薯分拣、装袋、装车。黑龙

江省绥化市望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粤黑合作“北薯南种”项目负责人李亚

文告诉记者，目前粤黑合作的“稻稻薯”

产量高、品质好，在湛江的种植面积已

超过 1 万亩。

什么是“稻稻薯”？黑龙江的农民

为何会来到广东种马铃薯？

黑龙江是马铃薯生产大省，但每到

冬季土地会上冻，无法种植。而在广东

省遂溪县，一年种植早稻和晚稻两季粮

食，每年 11 月份到第二年的 3 月份，土

地基本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在冬闲的

水稻田种上黑龙江的马铃薯，将黑龙江

的农业技术、机械装备、种地经验与广

东的土地、市场结合起来，能极大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

利用广东、黑龙江两省对口合作契

机，望奎县和遂溪县的农业部门马上行

动起来，通过检验分析遂溪县的土壤情

况，发现当地的耕地在收获水稻后，非

常适合种植马铃薯。于是，在生产效益

的带动下，望奎县农民纷纷来到广东。

每年 10 月中旬，望奎县的农民便

带着优质马铃薯种子、技术和装备南下

种植马铃薯，4 月末北上返乡种大田，实

现了“一年忙两季、一年有三收”。

随着“北薯南种”规模逐步扩大，

2017 年，广东省和黑龙江省正式建立对

口合作关系，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将“北薯南种”模式升级为“稻稻薯”高

效产粮模式。2019 年，由广东省粤良种

业、黑龙江望奎县龙薯联社等组成联合

体，正式启动省际合作园区“稻稻薯”高

效 农 业 创 建 与 推 广 试 验 示 范 基 地 项

目。目前，在遂溪县，“稻稻薯”的种植

模式已呈现规模化效应，种植面积在当

地已突破 1 万亩。

“我承包了 100 亩地进行机械化耕

种，一季下来能挣 20 万元。”望奎县龙

薯合作社联社社员闫永福说。2015 年

以来，在广东种地的数百名望奎县农民

每年人均增收都达 1.5 万元以上，最多

甚至能达到 8 万元。

广东海洋大学教授郭荣发说，由于

种植马铃薯大量施用有机肥，挖了马铃

薯马上种植水稻，早稻基本上不用施化

肥。如今，当地的农民冬天将闲置的稻

田租赁出去，还可以到基地务工增加

收入。

为了不出现丰产不丰收、甚至薯烂

在地里的局面，当地开始引入预制菜产

业，进一步拓宽“稻稻薯”的销路。“把粤

黑合作‘稻稻薯’引入到预制菜产业赛

道上，能帮助农产品实现‘从农转工’的

飞跃。”李亚文说，通过携手广东企业共

同研发推出年鱼马铃薯、潮汕风味马铃

薯等系列预制菜产品，紧抓当前“预制

菜”“RCEP”两大风口，让望奎县优质

农产品搭上广东预制菜产业高速发展

的快车。

广东省农科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

研究所所长、广东省预制菜产业联合研

究院院长徐玉娟表示，马铃薯是世界公

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可以作为一种

百搭原料，针对不同土豆品种开展深加

工，增加预制菜产品类别。

去年，广东出台《加快推进广东预

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提出

“推动广东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走

在全国前列”。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预制菜市

场正加速发展。日前，“马铃薯菠萝烤

鱼”“马铃薯咖喱鸡”等构想已经在第

七届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首

届中国国际预制菜产业博览会上初步

达成。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S 变速器智能工厂。 杨 皓摄

走进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桥街道十字社区食用菌种

植基地，技术负责人正在介绍榆黄菇种植情况：“这个菌菇现

在长势比较好，我们离遵义市中心城区比较近、交通方便，菌

菇供不应求。”

今年年初，十字社区争取乡村振兴项目资金 40 万元，流

转闲置的 4 亩土地，完成一期 6 个食用菌种植大棚建设，通过

联建方式，引进技术能人种植食用菌，村集体经济按照产值

的 30%分成。项目建成以来投放 1.8 万个菌棒，销售 6000 余

斤食用菌，下半年将投放 6 万个菌棒，预计产值能达到 70 万

元。目前，十字社区正在争取 80 万元资金，再流转 7 亩闲置

土地，用于第二期大棚建设，预计后期每年持续为集体经济

增收 30 万元。

盘家底，壮根基，这是十字社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实施

强基层、抓基建、拔基准、纯基因、壮根基“五基”工程中的重

点工作。十字社区地处遵义城区以北城郊接合部，是纯农业

社区，社区群众多数外出务工，土地闲置较多，产业发展滞

后。通过摸清家底，结合资源特色，争取政策项目，已有 600

余亩闲置土地得到流转开发利用，其中一处 30 亩樱桃园是

盘活的废弃矿山。让荒山变果园、让弃土变产业，以集体经

济合作社+能人大户+居民的模式，建设产业路，壮大集体经

济，保障居民土地租金收入，十字社区努力走出一条现代化

农旅结合的特色之路。

（数据来源：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高桥街道党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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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

让 闲 置 土 地 活 起 来
在浙江省温州龙港市双龙村，放眼望去，透明的番茄大

棚密密匝匝，走进大棚，翠绿葱郁的藤蔓下挂着一串串圆溜
溜的番茄，勤劳的人们耕作于田垄之间，一幅忙碌的备耕画
卷次第展开。

“番茄备耕需要请人工、交田租、买农药化肥等，农时不
等人，所以也是最需要资金的时候。”番茄种植大户老林说。

今年，村民老林经营种植的番茄面积已有 150 多亩，由
于种植番茄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周转就成了难
题。邮储银行龙港市支行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
对农户的资质、经营状况等进行了全面的评估，结合农户实
际情况，提供了助农信用贷的融资方案，成功为他们审批了
30 万元贷款额度。从受理到放贷仅用 5 天时间，跑出了邮储
银行服务“加速度”。

邮储银行龙港市支行工作人员介绍，在上级监管部门深
化农村融资改革创新、加大涉农信贷投入力度、提高金融产品
适配性、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工作引导下，支行结合当地
番茄种植户贷款需求不一的情况，对番茄种植户的贷款需求
进行靶向发力，精准服务，因户施策提供一对一服务。

邮储银行龙港市支行贯彻落实金融监管部门全力支持
助农工作要求，在助力农户备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助农
金融产品和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把服务乡村振兴作为龙港市
支行业务经营的重中之重。根据当地特色农产品，持续加大
农村金融供给，创新特色贷款种类，努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更多金融力量。

（数据来源：邮储银行温州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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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温州市分行

因户施策助力茄农备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