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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科技厅日前下达了 2019 年度省软科学研究计
划项目，青田县申报的“重大传染病防控策略研究——以
输入性疟疾防控为例”获立项，这也是青田县历史上第二
个省级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该省级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由青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承担实施，主要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包括：调查分析高
疟疾区及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所在疫区华侨
人群分布及构成、回国人员感染现状等；掌握虫媒传播媒
介种群监测、季节消长规律；通过“无蚊村”创建，将媒
介控制在较低水平；提出减少重大传染病风险的对策，为
制定防控关键技术与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建立一套输入性
疟疾监测及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推动省内相关部门
出台浙江省传染病防治实施法规细则。

该项目的实施，对于提升青田县乃至浙江省重大传染
病防控工作水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文进

青田一项目
被列入省软科学研究计划

浙江舟山石化港区日前试用一款智能化
无人机巡检技术，该巡检无人机除了图像处
理、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数据分析外，
还能自动识别航拍视频和港口、库区漏油渗油
部位、油气浓度监测、高架管线压力巡察、台风
暴雨灾害后的巡查等，还能监控库区动火、动
土、高空作业的施工安全状态等，形成符合应
用环境及技术要求的安全生产数据。

图为智能化无人机监测码头靠泊作业安
全状态。

应红枫 摄

智能化无人机
应用于石化港安全监察

2018年 4月，“新和成”钱洪胜团队的“d-生
物素绿色合成技术开发与产业化”项目荣获浙江
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直接带动了动物营养及相
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同年9月，万丰航空小镇正式
开园，随着万丰“ALTO100”和“钻石DA20”两架
飞机冲上云霄，原本存于人们心中的私人飞机梦
成了现实……

近年来，来自新昌的企业逐渐在浙江乃至全
国的科技创新舞台上绽放光彩。经过十余年的发
展，新昌实现了从曾经的全省次贫县到如今的全
国百强县的完美跨越，并同时拥有销售超百亿企
业3家，上市企业9家，总市值超过1700亿元。这
里早已成为了众多企业开启“科技创新”之梦的
地方。

1990年，新昌合成化工厂 （新和成前身） 成
功研发了乙氧甲叉，凭借过硬的质量和相对较低
的价格，该产品打破了德国赫斯特公司垄断的局
面，迅速占据了全国的大部分市场份额。2017
年，“新和成”5万吨蛋氨酸项目顺利投产，有效
缓解了国内蛋氨酸的供需矛盾，进口蛋氨酸价格
随之猛跌。二十余年间，“新和成”的多款产品打
破国际垄断，从大山深处的小型厂商逐步发展成
国际维生素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这其中的发展

“密码”究竟是什么？据“新和成”负责人介绍，
早在十年前，“新和成”便瞄准了蛋氨酸项目，但
蛋氨酸因其工艺的特殊性，以及原辅料产品的物
理化学特性，面临着较大的环保压力，无法实现
大规模量产。为此，公司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和三
废防治技术研究，并将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项
目的成功经验移植到项目设计中，在提升新产品
研发能力的同时，加快了企业产业升级的步伐。

企业浓厚的创新氛围为当地吸引了许多优秀
人才。2014年，吴文彬刚从华东理工大学制药工
程与技术专业博士毕业后，便只身前往法国巴黎
综合理工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2015年 9月，刚刚回国的他从朋友口

中听到“新和成”，抱着试试心态的吴文彬给“新
和成”发去了简历，当晚他便收到了“新和成”
的盛情邀请。来到新昌后他参观了“新和成”众
多国际标准化的实验室后，便选择加入这里。“妻
子最开始并不愿意我在新昌这个县城发展，我便
带她来参观‘新和成’并向她介绍整个新昌县的
创新环境，她便觉得这里与许多一线城市相比更
有我的发展空间，之前在跨国企业上班的她也选
择跟随我来到新昌。”吴文彬告诉记者，这里有很
多与浙江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等专家相互交流
的机会，共同解决研发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安静
优美的环境更加适合潜心研究。

近年来，新昌县坚持“科技创新人才为先”
理念，重点实施“天姥精英”计划，每年安排
5000万元以上专项资金，并对引进的人才给予最
高100万元的购房补贴，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和创新
团队，并同时健全完善县领导联系优秀人才和人
才分析例会等制度。2014年以来，新昌已集聚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4人，“330 海外英才”计
划人才 19人，海外工程师、资深专家及海外留学
人员211名，研究生3834名。

2011年，黄宁杰博士被 “微通道技术”项目
吸引加入三花，黄宁杰及其团队开创性地将微通
道技术应用到空调和家电热管理领域，短短几
年，三花便占据了全球空调微通道换热器领域50%
的市场份额。而早在 1984年，三花便开始聘请上
海交通大学教授担任技术顾问，着手研制电磁阀
和工业用阀，同时聘请上海电气厂工程师、资深
会计师帮助企业提高技术开发和内部管理水平，开
启了最早的三花“产学研”模式。近年来，新昌县
积极探索建立“飞地型”研发基地创新机制，在杭
州市滨江区、浙大紫金港众创小镇设立了两个新昌
政府企业研发基地，仅新昌企业与浙江大学技术合
作项目就有72项。

上世纪 90年代初，三花成功研制出四通换向
阀，美国兰柯公司获知后拟出资3亿元收购三花该

类业务，那时的三花不为所动。2007年9月，三花
将兰柯公司的四通阀全球业务收入囊中，晋升全球
行业领袖地位，而该收购同时入选国家商务部中国
并购经典案例。近年来，新昌企业累计实施并购53
起，资金超过190亿元。通过并购重组，新昌企业
核心竞争力大大提升，形成了一批国内乃至世界

“单打冠军”。而翻开万丰集团的发展历史，这家从
汽车零部件起家的传统制造企业逐步往智能制造方
向发展，并同时从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模块化冠军迈
入大交通领域的多项全球冠军。

2016年，万丰集团并购了国际领先的焊接机
器人应用系统服务商——Paslin公司。万丰机器
人产业在自动化铸造、打磨、清理等领域具有竞
争优势，成功打通了从机器人本体到大规模机器
人系统集成的上下游产业。随后，万丰科技成功
开发应用了高性能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自动化
智能化生产线，并把该技术与传统轮毂制造深度
融合，打造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工厂。万
丰集团董事办负责人说道：“有专家来万丰调研时
曾说到，我们在论文里写到的，没想到在你们这
已经实现了。”万丰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表示，
万丰集团始终秉持坚守实业、做强主业的初心，
如今的万丰集团已从新昌这个山区小城走向了全
世界，并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进行全球
性布局。

新昌县长期以来始终坚持“资源不足科技
补”“一届接着一届抓，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发展
思路，同时推动国家创新型县、国家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示范县创建，并把省级科技体制综合改革
试点及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
处。当新昌的兴起为“浙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活
力之时，创新的基因则早已深深地融入当地政府
与企业的血脉之中，丰富的“新昌实践”已为浙
江乃至全国县域经济升级，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
从科技强到产业优、生态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付曦地

坚持“人才为先”创新理念

新昌的创新强县之路越走越宽

绿色智造引领升华集团转型升级

日前，位于绍兴市柯桥区金柯桥科技园的绍兴灵
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电解法银离子抗菌产品，
通过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医疗器械质量监测中心
检测，并获得相关发明专利，开始进行产业化生产。

据悉，银离子是银原子失去一个或一个以上
电子形成的带正电荷的阳离子，具有氧化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常用于杀菌消毒。早在 2005 年，灵
星科技公司开始接触银离子项目，当时公司主要
从事纱线的研发生产，并与日本三菱丽阳达成技
术合作，成立研发团队，共同开展银离子抗菌植
入纤维的研发。2006 年，通过银离子电解法，首
批抗菌植入纤维小试成功。

据介绍，银离子电解法是把银提炼成无色无
味的液体银离子，再通过化学工艺将银离子液体
同聚合物带入，使纤维通体均一，在普通洗涤条
件下不会脱落，起到持久抗菌的效果。

电解法银离子抗菌剂的产业化生产，一直是
众多研究者的梦想。但是这一过程涉及银离子植
入均匀、只能低温染色和不能漂白等诸多技术难
点，早年受制于技术条件，难以实现。日本等地
企业虽然对电解法银离子抗菌剂有所研究，并且
成功研发银离子短纤，但只有当银离子含量达到
30%至 50%时，才具有相关的抗菌性，成本高企，
后期的产业化和中国市场应用较难。

为此，灵星科技公司利用国内最先进的纱线
研发、印染技术力量，经历 10 多年的反复试验，
先后投入3亿元，终于研发出银离子面料。经国家
针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在银离子纤维
占比6%的情况下，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
菌、白色念珠菌等菌落的抑菌率分别达 92%、
87.8%和85%，远高于国家（3A）级标准要求。

去年底，由银离子面料制成的健康内裤，通

过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检测。

据介绍，该银离子在 80℃的温度下具有稳定
性，远高于传统纳米银产品，因此常被用于医疗
卫生用品。如今，其电解法银离子纤维已经中试
成功，开始生产健康内衣内裤、袜子等终端产
品。由银离子纤维制成的医用纱布，经绍兴一些
医院的伤口溃疡病人临床试用，止血抑菌、促伤
口愈合效果明显。

“电解法银离子产品的市场应用前景广阔，三
菱丽阳公司也授权我们开拓国内市场。”灵星科技
公司总经理金志华表示，目前公司已与一些厂商
合作开发终端市场，还注册了“亲衣尚”产品商
标，将在京东、天猫等平台开设窗口，未来将开
发更多的银离子纺织衍生品，并打造品牌。

钟伟 陶晓宇

“灵星”新产品获发明专利

能杀菌消毒的银离子纺织品问世

“打铜、修锁、补铜壶……”这句永康人耳熟能详的
方言，随着芝英镇胡祖坑村五金工匠胡周全走南闯北 39
年。昔日带着淳朴气息的乡间小儿郎的胡周全，如今已
成长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永康铜艺创作室带头人。

近日，在胡周全铜艺创作室，笔者见到了由白铜、
紫铜和黄铜制作而成的铜壶、铜罐、荸荠铜壶等一系列
精湛的手工技艺作品。融入了现代电力生产加工环节
后，传统小五金加工业焕发出创新技术的大光彩，令永
康铜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发熠熠生辉。

胡周全介绍，一把荸荠铜壶若是纯手工打制，需要1
天时间，经过 10 多道工序。而采用了机器模具定型加
工，日产量能达5只，效益明显增长。

此外，壶颈部分的处理光滑柔和，线条流畅，更是
手工难以达成的效果，现代工艺让产品品质和工艺都有
了较大改观。

2017 年，胡周全创作室创新和传承传统铜艺加工，
投入8万多元采购了2台冲床机器设备，需申请安装使用
三相电。为了保护和传承永康五金产业最具代表性的传
统铜艺文化，国网永康市供电公司受理报装后，派出芝
英供电所技术人员现场查勘，结合铜艺创作室的生产用
电情况，编制合理的用电方案。

传统铜艺加工引入了电气化生产，繁琐劳累的手工
制作释放出更大的生产力，这让胡周全如虎添翼。2017
年9月，其铜艺作品“浙江铜壶”“荸荠铜壶”参加第五
届金华市工艺美术精品展获得金奖和铜奖。

2018 年春节，胡周全制作的大铜罐在全国生态文化
村前仓镇大陈村现场煮制1万只粽子广邀村民品尝引来了
多家媒体争相报道，让永康铜艺更加声名远播。 章周宇

永康传统铜艺
引入电气化生产

杭州水处理中心
喜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近日，总投资 68 亿元的浙江龙盛控股新材料国际创
新研究中心及产业化等11个产业项目落户绍兴杭州湾上
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批重量级项目落地，将对加速推
动上虞新材料产业高质量集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围绕把新材料产业打造成重要支柱产业，绍兴市上
虞区提出，要加速打造杭州湾畔千亿级新材料产业群。
突出高分子新材料、电子信息材料、功能性金属材料以
及前沿新材料等四大板块，聚焦新能源汽车、航空航
天、半导体、医疗器械、环保以及军民融合等新材料应
用领域，打造锂电池、高端金属材料、高分子新材料、
半导体电子信息材料等特色产业链。

新和成特材生产的 PPS 入选国家产业振兴项目，成
为国内唯一成熟稳定的高品质供应商，产品国内市场占
有率70%以上；中科恒泰与中科院化学所历经8年，联合
开发的 PMI 复合材料，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新型材料，纳
入工信部中国制造2025工业强基工程，被中车集团用于
高铁轻量化车身材料；中化蓝天成为全球继杜邦后第二
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PVF 薄膜制造商，跻身波音合格
供应商……说起上虞新材料产业的亮点，杭州湾上虞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金山中如数家珍。

经过 20 年的创新开拓，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材料产业实现了滚雪球式的增长，目前拥有新材料企
业 46 家。“近两年来，新引进新材料项目 15 个，协议引
资200多亿元。”金山中说，上虞在高分子材料、电子信
息材料和功能性金属材料等应用领域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新材料产业链条，部分企业已在环保、汽车、电子信息
应用领域取得了突破。

目前，上虞区正着力构建“1+5+4”的创新发展格
局。“1”是提升基础化工，实现化工企业数量、排污总
量下降，亩均税收、产出总量上升的可喜局面；“5”是
建设5个特色产业园，包括新和成新材料产业园、电子信
息材料产业园、汽车应用产业园、军民融合产业园、国
际合作产业园；“4”是重点打造未来小城、产业协同创
新平台、中试转化平台和“4+2”综合监管服务平台等 4
个功能平台。 陈晓潮 范文忠

上虞构建“1+5+4”创新发展格局

杭州湾畔崛起千亿级产业群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在京揭晓，杭州水处理
中心参与的“均相离子膜制备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国
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金可勇教授、高从堦院士分列第三、
第六完成人。

离子交换膜由于其特殊的离子选择性，在特种分离、化
工生产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可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稀
土、电子刻蚀等领域中废酸液和废碱液的回收和循环使用，
含盐物料的分离纯化或者含盐废水的“近零排放”，是国家
战略性材料，但是该项技术一直以来被以日本为首的国家
技术封锁和价格垄断。

杭州水处理中心作为国内最早研究离子交换膜技术应
用的单位，以高从堦院士为首的技术团队通过与中国科技
大学等机构多年的合作技术攻关，解决了离子膜制备和应
用中的多个技术问题，成功开发出国产均相离子膜材料并
实现了离子膜的高性能化和系列化开发，实现了均相离子
膜材料的原始创新和膜制备—膜装置—膜应用等整套技术
的集成创新，填补了国内均相离子膜产业化的空白，打破了
以日本为首的国家对我国相关技术封锁和价格垄断，使进
口均相离子膜的价格从原 2000~3000 元/平方米降至 500~
700元/平方米。 余涛

升华集团实施的两化深度融合绿色安全制造
信息化示范区重点项目“集团管控与业务一体化”
日前通过最终验收。湖州市、德清县有关部门组织
专家到该企业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审核验收。

“集团管控与业务一体化”项目于2013年10月
开始实施，项目内容主要包括管理控制一体化、资
金管控与现代金融服务平台、智能制造与产业链协
同、电子商务与移动应用等四大部分，下面又细分
为管理控制一体化系统、资金管控与现代化金融平
台、莫干山家居大规模定制整体衣柜智能制造等10
个子项目。

其中，管理控制一体化项目以金蝶EAS系统为
核心，已成为升华集团贯通上下的一体化管控平
台。该子项目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率先在集团所
属企业云峰新材试点，然后逐步在华源颜料、浙江
轻纺、升华金融等子公司推广。该子项目的实施，
为整个集团信息化建设搭建了适宜的平台，既能满
足集团管控的需求，又实现了一级子公司业务管控
与内部协同运营，二级子公司人、财、物、产、供、销
等高效运作与执行。

莫干山家居大规模定制整体衣柜智能制造是
升华集团两化深度融合的典范。莫干山家居借助
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了大规模定制整体衣柜产品
族成组规划数字化模型数据库，构建了基于复杂环
境下大规模定制整体衣柜CIMS系统平台。这一系
列先进软件系统与信息技术的应用，大大缩短了定
制衣柜的设计与加工周期和交货周期，提高了一次
性合格率。

智能化物流管控系统平台建设为升华物流的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
力，升华物流已逐步构建协同平台系统、仓储管
理、基础支撑平台、物流园区管理、设备管理、园区
一卡通管理、监控等信息化管理系统，并集成现代
物联网技术应用于一体的智能化管控系统平台，
这些平台的建立，进一步提高了物流园区的运营
效率。

“云之家”是升华集团两化深度融合绿色安全
制造信息化示范区重点项目——集团管控与业务
一体化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旦前夕，浙江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公布了浙江省第二批上云标杆企业

名单，升华集团名列其中。“云之家”系统于 2015 年
5 月在集团所属企业浙江轻纺试点，并逐步推广到
集团总部及下属其他兄弟企业。

升华集团以资源“上云”为主，与阿里云达成合
作协议，将智能化物流园区系统上云；以管理上云
与业务上云为主，组建升华集团“混合云”。“云之
家”与其他相关系统平台无缝对接，实现移动审批
与移动报表推送，便于中高层管理人员操作与管
控，提升了工作效率。

下一步，该企业将以数据上云为主，持续推进
资源“云化”、管理“云化”、业务“云化”，促进集团
内、外部经营业务数据的高效采集，逐步实现数据
集成与共享，将部分本地数据中心向云数据平台迁
移，支撑企业实现云端数据同步。

“集团管控与业务一体化”项目将按照总体规
划、分期实施、集团管控、深入应用、决策支持的原
则来实施，其远期目标是基于战略管控与财务管控
相结合的管控模式建设智慧型企业总部，实现“大
数据、云计算、平台化、移动应用、智能化”。

赵新荣 张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