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月15日，第三届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全
球产业高峰论坛暨北大生科校友会华东分会成立仪
式在杭州举行。来自产、学、研、投各界的诸多北大精
英和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凝
聚生命科学的力量”为主题，共同探讨和交流生命科
学领域发展前沿问题。

此次论坛由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校友会主办，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校
友会华东分会、杭州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诺

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海邦基金承办。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杭州市副市长谢双成、北

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吴虹在会上致辞。
谢双成在致辞中表示，生命科学产业是21世纪

最为活跃、最有创新价值、最具影响力的新兴产业，也
是与人类生存发展共同命运息息相关的学科领域。
杭州正在着力打造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核心集聚之
地，未来杭州将主动对接国家生命科学产业发展总体
布局，通过科技创新有力推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及

产业发展。
杭州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海邦基金创始人兼董事长姚纳新，中国科学院院
士程和平等多位北大校友和专家学者发表了不同主
题的演讲，交流各自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

下午的分论坛上，数十位北大精英和生命科学领
域的专家学者分别从技术产业化、医药与临床、创投
与融资三个方面分享了自身在生命科学产业奋进道
路上的历程、经验与成果。 本报记者 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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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3日，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举行学习
王一成主题演讲会，省农科院各个研究院所的11位科
技工作者作了动人的演讲。

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汤勇表示，全院上下将把学习
王一成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相结
合，进一步唱响主旋律、激发新动能，把学习活动不断
引向深入；争做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科技工作者，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坚持面向浙江“三农”发展重大需求，
面向农业科技前沿，积极投身主战场，为“三农”发展尽
心尽力，为科技进步担责担当，把论文写在浙江大地
上，把成果体现在助农增收中。

据悉，自省委书记车俊对王一成的先进事迹作出
重要批示以来，全省科技系统掀起了向王一成学习的
热潮，各单位结合自身岗位特点，形成了立足本职、恪
尽职守、创先争优、无私奉献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孟佳韵 通讯员 邵敏

浙江省农科院
举行学习王一成主题演讲会

本报讯 连日来，台州市椒江区企业捷报频传，
先后有 6 家企业分别入选 2017 年省级制造业与互
联网融合发展示范企业、试点企业和浙江国家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首批示范单位。

其中，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入选 2017 年
省级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示范企业，示范方向
为云工业；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选 2017 年
省级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企业，试点方向
为工业互联网；浙江星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新东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入选浙江国家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首批示范单位。

据悉，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云工业”
项目，是通过重新构建系统架构，将基于云计算及
相关技术打造高效、绿色、节能和自动化管理的云
平台，建立集中的基础运行平台，提供基于弹性计
算资源供给的能力，有效提升系统使用率及自动化
管理程度，降低建设运营成本。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是“主板
（PCBA）贴片生产工厂的智能化改造建设”项目。
项目拟通过实现主板贴片生产流水线工序联网改
造，推行制造执行系统（MES）管理系统、ERP 系统、
成品仓库条码管理系统等，生产全过程实行智能物
流、自动生产控制、自主质量检测验证。

本报记者 潘兴强 通讯员 蒋梦莹 王寅

椒江6家企业
入选省级示范试点

争创新业绩 喜迎十九大

第三届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全球产业高峰论坛在杭召开

在产业发展中凝聚生命科学的力量

本报讯 浙江省科技厅近日公布了2018年星创天
地备案名单。全省24家单位被列入2018年星创天地
备案名单。衢州总计两家企业被列入名单，柯城区沃
华循环农业智慧农庄星创天地榜上有名，成为柯城首
家星创天地。

沃华循环农业智慧农庄星创天地是一家集“生产
示范、成果推广、科研服务、科普培训、旅游观光”五大
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综合展示园。园区将现行
的单一线性农业生产转变为循环农业，推广“水资源
节约与有效利用、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土地资源节
约与合理利用”的集成技术，充分利用农业废弃物资
源，运用生物技术将农业废弃物资源转化为肥料，探
索低碳经济发展新模式。

该平台创建以来，已入驻8家企业，并将有市场潜
力的初创企业列入“种子孵化工程”，进行深度扶持，
加快企业成长；通过循环农业，整合衢州优势种植业
农产品、食用菌产业、水产养殖业，遵循种养加游有机
结合，形成现代种养加产业化发展的闭环经济体系，
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典型孵化农业创业企业1家——
绿盛合作社企业，实现都市型现代农业观光体验和产
业培育融合统一，帮助农民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收
入。 本报记者 徐璐璐

柯城沃华
被列入省“星创天地”名单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科技厅公布2017年省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名单，杭州市拱墅区天堂e谷榜上有名。

近年来，拱墅区加大分类指导，优化、完善运营机
制和业务模式。一是多种模式建设平台载体。建设
规模超过 50 万平方米，引进培育各类企业超过 900
家，涵盖了校企合作、政企合作、企业自建等，汇集了
钱迅雷、黎恒等一批国家级创新创业导师。二是积极
探索科创先进孵化模式，形成具有产业特色园区。截
至目前，该区已获评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8家，包
含国家级孵化器2家，省级孵化器2家，市级孵化器4
家。 张瑛强

拱墅新增一家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本报讯 10月13日，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
长周国辉在中国水稻研究所、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
业研究所和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调研时强调，要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
别是科技创新思想，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加快推进院所改革和创新发展，进
一步融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努力为我国农林
领域科技创新和浙江“两个高水平”建设作出更大贡
献。

周国辉表示，中国水稻研究所、亚林所、茶科所
等“国字号”大院名所落户浙江，是浙江科技创新事
业发展之大幸，衷心感谢三个研究所对浙江经济社
会发展和科技创新工作的大力支持和有力支撑。三
个研究所都非常有特色，在全国都有非常高的地位，
而且和浙江的关系非常紧密，始终有着相依相伴的

联系。浙江有着美好的自然生态、广阔的市场需求
和浓厚的创新环境，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对未来五年
作出了“两个高水平”“六个浙江”和“四个强省”等重
要部署。不久前召开的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对全面
落实人才强省工作导向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三个
研究所进一步发挥科研和人才优势，一如既往地支
持浙江科技创新事业发展，辐射带动浙江农业、林业
领域科技创新，进一步支撑浙江相关产业发展、生态
文明建设和农民增收致富。

周国辉提出五点具体建议：一是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即将召开的党的十
九大精神，认真总结建所以来的工作经验，不断深化
改革创新，明确下一步发展的思路、战略、定位和举
措，进一步深化对总书记科技创新思想的认识。二是
自觉践行“两山”理论，把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作为最

重要的两个环节，既做好保护绿水青山的文章，又做
好科技成果转化金山银山的文章。三是充分发挥浙
江的自然资源禀赋，积极融入浙江“大湾区”“大通道”

“大花园”建设，做到“立足浙江、面向全国、放眼世
界”。四是更好发挥科研领军作用，牵头组织实施浙
江省育种专项等科研项目，带动引领省内相关高校院
所提升科研水平，加快提升区域协同创新能力。五是
更加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改革体
制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让科研人员有
更多的获得感。特别要大力学习宣传王一成、姚玉峰
等先进事迹，激励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党员干部积极投
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伟大实践。

周国辉表示，省科技厅将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
三个研究所发展，进一步加强对接和联系，努力当好
科技“店小二”，提供更加优质精准的服务。 史杰

周国辉调研三家在浙“国字号”农林院所提出

践行“两山”理论 加快创新发展

本报讯 浙江农林大学理学院陈亮博士日前以
第一作者身份，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发
表了题为《Ion sieving in graphene oxide membranes
via cationic control of interlayer spacing》（《通过阳离子
控制层间距实现氧化石墨烯膜的离子筛选》）的学术
论文。

该论文提出并实现了用水合离子自身精确控制
石墨烯膜的层间距，展示了其出色的离子筛分和海水
淡化性能，并用理论计算、上海光源的X射线小角散

射（BL16B1）和精细吸收谱（BL14W1）实验阐明了机
理。相关研究成果解决了氧化石墨烯膜在水处理、离
子/分子分离以及电池/电容等前沿研究领域中的重
大难题，为其进一步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验基
础。

据介绍，石墨烯膜用于离子筛分和海水淡化一直
面临巨大挑战：对像纸一样的石墨烯纳米片，要精确

“装订”成石墨烯膜，保证其层间距固定并精确到1/10
纳米这么小的尺度，非常困难；更具挑战的是，石墨烯
膜在水溶液中还会发生溶胀导致分离性能严重衰
减。陈亮及其团队的研究工作，证明了离子与石墨烯
片层内芳香环结构之间存在水合离子-π相互作

用。这种作用像桥墩一样支撑石墨烯片层，精确控制
了石墨烯膜的层间距，而不同大小的水合离子相当于
不同大小的“桥墩”，进而对应于不同的层间距。对于
具有最小水合直径的钾离子，由于钾离子的水合层较
弱，进入石墨烯膜后水合层发生形变，导致特别小的
层间距。这样，经过钾离子溶液浸泡的石墨烯膜能阻
止水合钾离子自身的进入，有效截留盐溶液中包括钾
离子本身在内的所有离子，同时还能维持水分子通
过，实现一边是离子溶液一边是纯水的水处理效
果。 该研究不仅为石墨烯膜的设计制备提供了理论
与技术指导，也为其他二维材料在分离膜领域的研究
开辟了新思路。 陈胜伟

浙江农林大学石墨烯膜最新研究成果登上《自然》杂志

离子筛分和海水淡化获重大突破

本报讯 第十九届西湖国际博览会·中国（杭州）
“光大银行·紫光杯”国际珠宝玉石艺术品博览会将于
10月26～30日在浙江展览馆举办。

本次博览会以“天工开物，匠心传世”为主题，将邀
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重量
级嘉宾出席，展场珍宝纷呈，不仅满足了杭州市民对兼
具观赏及投资价值的精美珠宝的殷切需求，也展示出
中国匠人的工匠精神以及其独有的东方文化魅力。

大会通过名家交流、展品呈现、新作首发、工艺评
选等环节传播传统玉石文化，创造全新的艺术体验。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共设 120 个展位，展览面积超过
3000平方米，有70家从事珠宝玉石艺术品创作加工的
参展商到会。博览会展品齐全，种类繁多，囊括了翡
翠、和田玉、猫眼石、南红、钻石、琥珀、岫玉、玛瑙、蜜
蜡、绿松石、祖母绿、彩宝、珊瑚、欧珀、珍珠、贵金属、水
晶等材质在内的多种艺术品，满足了各个层次的珠宝
玉石爱好者。

此外，展会期间将举行 2017“光大银行·紫光杯”
作品评比活动。 本报记者 林洁

国际珠宝玉石
艺术品博览会月底开展

继今年 6 月杭州公交全面使用手机扫码乘车
后，10 月 12 日，义乌也全面推行公交移动支付功
能。市民在乘公交车时只要在手机上下载有关App
软件，并用手机完成注册，即可利用微信或支付宝进
行实时充值。上车时只要打开付款二维码，对准扫
描器扫一下即可，由此可避免没带零钱的尴尬。目
前，该市已对所有 BRT 站台及部分其他线路的近
500辆公交车安装了移动支付用的扫码器。

龚献明 摄

义乌公交
启用移动支付

本报讯 手机容易滑落，掉地上易摔碎，就给它加
个手机壳；宇航员要在外太空活动，宇航服必须考虑外
太空辐射、低温等环境对宇航员身体健康的影响……
这些问题都与人因工程有关。10月14日，以“人因设计
创新中国”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在
杭州梦栖小镇举行，15位两院院士和众多专家分享人
因工程研究成果，研讨人因设计发展规划，深化人因工
程在智能装备、创新设计、医疗健康、智慧城市、互联网
和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引领与促进作用。

人因工程是什么？它是工业文明以来逐渐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致力于人机
环境系统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设计应用。目前

已在航空航天、国防安全、交通运输、医疗卫生、装备
制造等行业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会上，浙大党委书记邹晓东表示，人因工程倡导
“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近30年来，在国家载人航天
工程、“863计划”、“973计划”及大型飞机、航母、高铁、
核电站等国家重大计划和专项支持下，在人因工程学
研究与应用方面取得大批原创性理论和研究成果。

“发展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前沿技术和
颠覆性技术，离不开人因工程支撑。”科技部基础司
副巡视员周文能表示，国家发展的新一代新型网络
技术、绿色智能制造技术、生态绿色农业技术、智慧
城市和数字技术等十大产业技术体系，都有人因工

程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求人因工程在理论和技术上，
满足当下产业创新发展的需要。

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主席、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副总设计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陈善广说，人因
工程的科学思想、设计方法论和技术将在推进信息
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智能装备、可穿戴智能产
品、虚拟现实技术、人机交互等技术快速发展，有效
推动人与机器的有机结合，提升产品品质和国际竞
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大会讨论通过了《发展人因工程，助推“中
国制造2025”行动倡议书》。

本报记者 林洁 通讯员 俞珠花 丁毅强

“杀手锏”技术离不开人因工程支撑

本报讯 由科技部指导，科技部火炬中心与宁波
市科技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宁波）
现场赛于10月15日举行。挑战赛针对具体技术创新
需求，通过“揭榜比拼”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解决
方案的创新众包服务活动。

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本场大赛瞄准全市智能制
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技术领域，挖掘了106项企业
技术需求，其中与专家共赴企业开展现场诊断的项目
有80余项。

大赛采取现场公开挑战和竞争对接两种模式。
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家庭烹饪油烟中烟气VOCs净化
技术研究”“四工位牙科旋转刀具磨床”和“柴油车尾
气催化还原脱硝的催化剂制备方法”3 个技术难题亮
相现场，由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常州大学、昆明
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宁波诺丁汉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技术中心等单位的9个团队参加公开挑战赛。另外，
有42个研发团队来到现场与抛出25个难题的相关企

业进行面对面的竞争对接。
据了解，现场挑战赛由赛委会组织专家和难题企

业共同对解决方案及陈述答辩情况进行现场评标，择
优选取，促成合作。现场挑战赛每项难题设优胜奖一
名和优秀奖若干名，分别给予 5 万元和 1 万元奖励。
竞争对接采取现场对接、洽谈、磋商方式进行，由企业
自主确定最终意向合作单位。

本报记者 孟佳韵
通讯员 王虎羽 胡莎莎

聚全国创新资源 解地方企业困境
第二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宁波）现场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