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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泉柏盛富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攻克魔
芋代餐粉技术后，生产的魔芋挂面魔芋含量从原
来的不到 1%增加到 5%， 走在了同行业的前列，
年销售额达到 5000 万元。

安康正兴有机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自从
攻克新鲜黄花菜长期贮存保鲜生产技术后，产品
远销马来西亚、泰国、加拿大等 10 余个国家，年
出口创汇近 1000 万美元。

2017 年以来，平利县田珍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攻克技术难题 3 项，引进茶树新品种 6 个，开发
新特优产品 6 个，实现年综合产值 6000 万元，带
动全县茶业总产值突破 15 亿元。

……
这一系列科研成果的取得和企业效益的提

高，都源于我市实施的“双招双引”工程，引进了
一批院士专家，建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占据了
科技创新“智高点”。

实施柔性引才， 60 家工作站落户安康

安康地处秦巴山麓，绿水青山的自然禀赋和
优美的生态环境，为安康赢得了“秦巴明珠”的美
誉。 但由于科研人才匮乏，科技创新难以突破，一
系列“卡脖子”的技术难关，成为制约企业发展壮
大、产业提质增效和民生事业发展的难题。

2015 年，针对汉江水资源保护利用和陕南生
态经济研究对专家团队高端智力的需求，我市开
始探索“招才引智”工程，确定以引进“两院”院士
和长江学者、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高等院校、
研究院教授、专家为依托，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
解决发展中的“卡脖子”问题。 市科协与安康学院
联合向省科协申报在安康学院建立院士工作站，
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国工程院李佩成院士和省科
协的大力支持，并于当年 8 月 5 日批准在安康学
院建立了“陕西省科协院士专家工作站”，我市首
家院士专家工作站由此诞生。 2017 年，我市围绕
全市主导产业发展和“一县一业”对人才、技术等
实际需求， 市科协与市人社局又探索建立了 10
家科技创新专家工作站，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2018 年， 全省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推开后，
我市又对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工作机制进行
了再完善， 成立了由市委分管领导和市委组织
部、市人社局、市科协、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工
信局、市财政局、市卫健委八家单位组成的安康
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协调小组，形成了政府主
导、市场主体、部门协作，建站单位和院士专家广
泛参与的发展格局。 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安康

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的实施意见》《安康市院
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管理办法》，从工作职责、建站
条件、申报评审、资金管理使用、服务评估等方面
进行了规范， 并实行每建立一个市级院士工作
站、 专家工作站分别给予 100 万元和 20 万元补
助经费的政策。 石泉县还在省、市政策的基础上，
探索出了县级工作站建设管理办法，并给新建立
的县级专家工作站 30 万元奖励。 一系列政策的
实施，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建站和科技创新的积极
性，让一大批院士专家工作站落户安康。

截至目前， 我市先后建立省级院士工作站 3
家、市级院士工作站 6 家、市级专家工作站 51 家,
包括事业单位、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多项
机构,涉及特色农业、绿色工业、医疗卫生、文化创
意、康养产业 、交通大数据 、检验检测等多项产
业，为柔性引进人才工作找到了新抓手，给企业
和社会事业发展带来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实
现了县县有工作站、重点产业建立工作站全覆盖
的目标。 累计引进“两院”院士 9 名、教授 99 人、
博士 234 人、硕士 155 人，为推动科技经济融合、
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加速产业链和创新链
“两链”融通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开展科研创新，多项专利技术享誉全国

陕西华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安康籍院士
张涛的引荐下，与中国工程院院士衣宝廉团队合
作，在 2017 年建立省级院士工作站。4 年来，累计
引进储能、材料领域院士、专家 34 名，成功建设 9
个国家级、省级科研平台，获得国内外发明专利
101 件，主导参与制定行业、国家标准 17 项，获得
授权专利 32 项。 2020 年以来，建设电解液、电堆
两条中试线，储能示范项目 1 项，开发钒电解液
新产品 1 个，授权发明专利 6 项，有效解决了电
池结构、电极性能、液能电池产业化等方面存在
的“卡脖子”问题，改变了过去离子交换膜全靠进
口的现状，让企业的成本下降了 40%。

旬阳领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家工作站
以西北工业大学空间应用物理与化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为研发平台进行科研创新，目前已获得
16 项专利， 公司生产的高分子功能分离材料，主
要用于生物提取和水处理等技术领域，在西安设
立销售中心和研发中心，在旬阳高新区设立纳米
高分子催化剂及功能分离材料工厂，根据客户要
求进行定制，生产有定向选择吸附功能的高分子
材料，2020 年营销额已达 2000 多万元。

陕西睿智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与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肖国庆教授团队合作，将引进转让为自主
知识产权的《一种建筑保温隔热气凝胶材料及制
备方法》等 2 项专利成果成功地转化应用到现有
产品的工艺创新中，“建筑节能与结构一体化复
合免拆保温模板”产量由日产 600 张提高到 1200
张， 产品正式纳入陕西省装配式建筑目录，2020
年 9 月被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五批绿
色制造”企业，2021 年在专家工作站的指导下，申
报了陕西省第九批企业技术认定中心，现已进入
审核阶段。

2017 年以来，院士、专家及其带来的团队与
建站单位通力合作， 攻克了一项又一项技术难
关，取得的发明专利数以百计。 其中，陕西华银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钒氮合金荣获第三届中
国新材料产业博览会金奖，离子交换膜和电堆可
焊接技术走在了国内同行业前列。 2019 年，平利
县神草园茶业有限公司与陕西师范大学肖亚萍
教授团队合作的 “基于优质绞股蓝新品种—‘福
音’的系列产品开发”项目获得 2020 年陕西省科
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 2020 年，陕西省
企业“三新三小”创新竞赛活动中，平利县电机制
造有限公司专家工作站“混流静态房式谷物烘干
机研究与应用”（新技术）、 平利县一茗茶业有限
责任公司专家工作站“叶叶金华富硒茯茶”（新工
艺）、 安康超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工作站
“SS-0303 喇叭单元优化提升”（小创新） 均荣获
优秀成果三等奖。 2021 年，安康鸿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 8 个建站单位的项目又荣获二等奖和
三等奖。

进行成果转化，80 多项专利惠及民生

“院士专家工作站建立后， 充分发挥人才服
务项目、服务产业、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帮助指
导企事业单位解决实际问题， 延长了产业链，促
进了产业提质增效，也带动了众多的村民摆脱贫
困、步入小康生活。 ”采访中，市科协党组成员、秘
书长叶荣斌说。

2018 年，紫阳县焕古庄园富硒茶业科技有限
公司专家工作站依托中国农科院茶研所专家团
队，完成了“硒香茶的研发”项目，“硒香茶”在生
产过程中加大了对夏秋茶的利用，打破常规延长
了茶叶采摘期，带动周边茶农户均增收 5000 元，
实现了企业、茶农双增收的可观效益。

石泉及时雨食品有限公司，2019 年与村民签
订了紫长茄子种植协议，按照订单农业的方式对
茄子进行收购。 可到了收购时节才发现，村民中
出售的茄子达不到标准， 村民只好让其烂在地
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公司立即与西安科技大
学田瑞呈教授合作，建立县级专家工作站，很快

就攻克了茄子保鲜烘干技术，实现产能转化 5000
多万元，促使农户户均增收近万元。

安康市中心医院消化病科在李兆申院士团
队专家指导下, 成立了安康市消化内镜质量控制
中心，成为中国医师培训学院高级消化内镜医师
培训基地，不仅提高了医院的科研水平，还让消
化病科医疗水平走在了全省地市级医院前列。 今
年 9 月份，又争取李兆申院士的研究项目资金支
持 240 万，为 45-75 岁的市民进行免费结直肠癌
前期基因检测，共发放 1639 人次，筛查出早期结
肠癌 5 例，癌前病变 105 例。 经过进一步治疗，患
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让生命得到延续。

“院士工作专家站的建设， 让安康人才核心竞
争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不仅占领了科技创新的
‘智高点’，还实现了建设一个工作站，引进一名院
士专家，带来了一个专家团队，取得了一系列科研
成果，壮大了一个企业、拓展了一项产业、致富了一
方百姓的良好效果。 80多项科研成果的转化，让老
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采访中，市科协党组书记、
主席谢康说，“在市上下一步建立重点产业链链长
制后，还可以实行‘重点产业+链长+链主企业+院
士专家团队’的做法，让院士专家工作站在产业提
质增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12 月 9 日 16 时许，天地信号接通，一个悬浮在
空中匀速自转的小小陀螺出现在同学们眼前。 “欢迎
来到‘天宫课堂’！ ”清脆清晰的声音响起， 化身“太
空教师”的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
富出现在画面中，“天宫课堂” 第一课在中国空间站
正式开讲。

中国科技馆的地面主课堂被布置成了蓝色调，
一组组圆形排布的桌凳就像一颗颗蓝色的星球，置
于其间的天和核心舱 1：1 模型和神舟一号返回舱实
物，更是令学生们仿佛置身浩瀚宇宙之中。

“飘”在核心舱里的三位航天员相互配合，首先
带领大家参观了航天员的太空家园。 空间站里布置
着家人的合影和可爱的毛绒公仔， 让王亚平休息区
的小小角落显得尤为温馨。

王亚平仔细向同学们展示了“太空厨房”里的微
波炉、冰箱、饮水分配器和食物，还演示了航天员如
何利用太空跑步机、太空自行车等设备在轨锻炼。

有同学好奇，在太空中能像在地面一样行走、转
身吗？叶光富现场做了转身的动作，结果却是上半身
向右转，下半身向左转。 “怎么才能实现转身呢？ ”叶
光富伸出右手开始不停画圈，成功转身！主课堂内爆
发出同学们热烈的掌声。

“完全没想到，真是太神奇了！ ”天地间物理现象
的不同深深震撼了北京市第十三中学高一学生刘奕
赫，“老师说这是一个角动量守恒的问题， 现在我们
还没有学到，但是我特别感兴趣，课后就想去了解一
下为什么他会出现这种情况！ ”

水膜和水球实验是赢得同学们惊叹声和掌声最
多的一个环节。王亚平用一个金属圈伸进水袋，拿出
时水竟在金属圈内形成了一层水膜， 再往水膜上继
续加水，水膜越来越厚，最终变成一个大水球。

“失重状态下，水的表面张力大显神威，才能做
出地面无法做出的水球。向水球注入一个气泡，水球
则倒映出一正一反两个人像， 这是气泡将水球分割
成了两部分，分别成像的结果。 ”一边做着实验，王亚
平一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实验原理。

接着，她将蓝色颜料注入水球，水球变成了漂亮
的深蓝色。她又将一片泡腾片放进水球，水球中开始
产生越来越多的小气泡， 却因为没有浮力而停留在
水球中。 蓝色的水球中，黄色的气泡若隐若现，正像
是一颗小小的地球。

“地球是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摇篮，但人类不可
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如今我们拥有了自己的空间
站，相信未来，中国人的脚步一定会踏入月球、火星

和更远深空。 ”王亚平说。
干货满满的授课中，三位“太空教师”演示了微

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人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
神奇现象，并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航天员还
与地面课堂师生进行了实时互动交流。

太空中看到的风景有什么不同吗？ 在空间站中
氧气和水是如何循环的？ 在太空中睡觉会飘来飘去
吗？可以上网玩游戏、看电视吗？冲上太空、返回地球
是不是像过山车一样刺激？ ……来自中国科技馆地
面主课堂和广西、四川、香港、澳门四个地面分课堂
的同学们接二连三向航天员老师提问， 并一一得到
了解答。

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馨园分校五年级
学生王思烁是一个小小航空迷， 身为学校航模社团
的一员，她对蓝天充满了向往。 “我还有很多想问的
问题，这次没能提问，回去之后要请教老师。长大后，
我想成为像王亚平老师一样优秀的女航天员， 去探
索宇宙的奥秘！ ”

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也是继 2013 年
神舟十号航天员首次太空授课后， 我国航天员再次
进行太空授课。从神舟十号到神舟十三号，从天宫一
号到中国空间站， 两次太空授课彰显着中国载人航

天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也打开了孩子们认识太空的
大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 后续，“天宫课
堂”将持续开展太空授课活动，积极传播载人航天知
识和文化，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航天科普
教育。

“这次时隔 8 年的太空授课在新的 ‘教室’———
我们自己的空间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给人很大的
想象和实践空间， 十年后也许这些孩子就可以进入
空间站讲课！ ”参与本次太空授课内容设计的太空授
课科普专家团成员、 北京交通大学理学院副教授陈
征激动地说， 这一堂太空课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精
彩的实验和现象，更重要的是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促使他们去观察这些现象，进而去思考、去探索，把
科学思维的种子种进心里。

将近 1 个小时的太空课到了尾声， 王亚平为同
学们送上了和 8 年前首次太空授课同样的祝福：“飞
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限。 同学们，期待下次
再见！ ”

我们相信，下一次再见，不用再等 8 年。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李国利 宋晨）

从 “卡脖子 ”到 “智高点 ”
———我市用好院士专家工作站转化科技创新成果

记者 周健

12 月 9 日，学生们在北京中国科技馆观看王亚平（右）展示如何在太空中饮用再生水（图三）。 当日，“天宫课堂”第一课开课，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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