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科技架桥活
动 、“百 博 入 企 计
划”开展以来，一批

批科技人才下沉一线，为我
市工业、农业带来了技术、人
才、产业升级等多重红利。目
前，我市已派出科技特派员
超 20 名、“科技副总”超 40
名。其中，科技特派员实现乡
镇科技服务全覆盖，“科技副
总”派驻企业达 30 余家，涉
及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
能、电动及锂电池等领域。

近日，记者深入制造业及
农业一线，探寻“科技副总”、
科技特派员等“智囊团”如何
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澎湃动力。

胡天喜胡天喜（（中中））在做模具拉丝与磨损改进检测在做模具拉丝与磨损改进检测

田俊策田俊策（（左左））在检查食用菌智慧方舱在检查食用菌智慧方舱 刘金殿刘金殿（（左左））在检查棘胸蛙生长情况在检查棘胸蛙生长情况

在农业领域，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同

样不可忽视。

日前，八坑里晓成家庭农场的一处

养殖棚内，省农业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刘金殿娴熟地抓起几只

棘胸蛙测量并记录相关数据。

作为省派科技特派员，刘金殿为八

坑里晓成家庭农场乃至我市的棘胸蛙

养殖业带来了科技与活力。面对棘胸

蛙养殖过程中的疾病防控、苗种供应、

种质资源退化等难题，刘金殿提出将鱼

腥草应用于棘胸蛙养殖的创新思路。

经过科学观测与数据分析，刘金殿发

现，添加鱼腥草可提高幼蛙的成活率并

降低对相关药物的依赖。这一创新举

措提升了养殖效率和质量。

在他的助力下，八坑里晓成家庭农

场棘胸蛙养殖取得了显著成效：去年年

底，2万只蝌蚪成功变成青蛙。

“预计今年底，蛙类产值可达 40 万

元。相较于往年仅靠个人经验的养殖

方式，经济效益直接实现翻番。”农场负

责人林赞松说。

“作为连接科技与产业的桥梁纽带，

‘科技副总’和科技特派员在推动产业创

新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市科技局负责人表示，该局将

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加强服务保障，鼓

励“科技副总”和科技特派员在产业发展

中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积极探索新的发

展模式和技术路径，为产业转型升级、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科技特派员创新思路激活特色养殖

“科技副总”为企业带来变革
6 月 27 日，浙江创基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创基公司”）工作人员操控

搭载多光谱相机的智能巡检无人机，实

时采集农田作物数据，并通过AI模型分

析病虫害识别结果。

“过去，巡田依赖人工，一个种植户

每天最多巡 50 亩水稻田。”创基公司董

事长陈品说，病虫害防治对专业水平要

求极高，人工巡田容易错过最佳防治

期。2022 年，省农业科学院田俊策团

队入驻创基公司，牵头研发水稻病虫害

AI 智能测报系统。该系统融合多光

谱无人机、AI 视觉识别和大语言模型

技术等，已成功在金华、诸暨等地应

用。

“水稻病虫害种类繁多，这对 AI 测

报系统研发带来了巨大挑战。”田俊策

介绍，团队通过强化学习算法，提高了

测报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接下来，创基

公司将持续融入 AI、大数据等技术，构

建覆盖种植、监测、管理的智慧农业生

态体系，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在保温杯生产领域，模具拉丝以及

异 常 磨 损 等 难 题 长 期 困 扰 着 众 多 企

业。在飞剑公司担任“科技副总”的胡

天喜，是永康五金技师学院科研与产业

合作处负责人。近期，他在模具拉丝与

磨损改进、“不锈钢—钛薄壁焊接”等领

域取得技术突破。

胡天喜和他的团队通过新型材料

运用和表面超硬化处理技术，将模具寿

命提升5—8倍，每年为该公司节约成本

超50万元。此前，不锈钢与钛的焊接技

术一直是制约高端保温杯产品产业化

的关键因素。对此，胡天喜团队与哈尔

滨工业大学联合攻关，对相关工艺进行

优化，显著提升了焊接缝性能，降低了

产品成本，助力飞剑公司在高端市场赢

得先机。

“‘科技副总’背后是一个团队和无

限的资源。”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模式大大促进了企业与高校的深度

融合，有力推动了科技研发成果的快速

落地转化，为企业带来变革。

下沉一线 技术上门

“科技智囊团”为发展注入红利

本报讯（融媒记者 程明星） 日前，

由市科技局主办的“科技红娘说转化，

助力新质生产力”专题讲座在永康五金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举行。西安远诺

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远

诺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王海栋作为

主讲嘉宾，深入解析科技成果转化路

径，助力激活产业创新引擎。此次活动

是我市推动科技创新的又一重要举措。

作为专业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西安

远诺公司多年来聚焦电子信息、智能制

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技术转移、知

识产权运营服务，有效打通了科技成果

转化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

他介绍，当前我国高校累计专利申

请量超过 426 万件。在科研机构“偏理

论、不成熟”的成果与企业“需要成熟技

术”之间存在鸿沟的背景下，专利转化

率不足 5%。对此，王海栋分享了陕西

省推行的“三项改革”经验——通过职

务成果单列管理解决“不敢转”、人才评

价改革破解“不想转”、横向经费入股缓

解“缺钱转”，并强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需要政策与市场协同发力。

“技术经理人是打通科研与产业的

关键纽带。”王海栋介绍，自2022年起纳

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后，技术经理人需

承担成果挖掘、孵化培育、交易促成等

职能，并提供技术评估、投融资对接、知

识产权运营等全链条服务。10 年来，西

安远诺公司促成了300余项科技成果转

化，累计成交额超 7 亿元，创立的“科技

红娘”公益平台已培训超万人。

针对永康五金产业特色，王海栋建

议构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合体系：龙

头企业带动创新链，中小企业聚焦细分

领域突破。他分享了西安理工大学半

导体封装胶材量产的成功案例，强调从

成果评价、中试验证到产业对接的全流

程服务的必要性。

“这次讲座让我们看到了科技成

果转化的巨大潜力，为企业参与科技

成果转化提供了指导。”一家企业的代

表说。

专题讲座现场专题讲座现场

我市举办“科技红娘”专题讲座

探究科技转化路径 激活产业创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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