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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2019中国（浙江）全球科技精准合
作交流会暨“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青年科学
家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开幕式上，41个国际合作项
目进行了现场签约，杭州市拱墅区莱克孵化器和芬
兰AI WAY 公司合作项目芬兰-莱克AI孵化平台签
约，成为该区首个国际孵化平台。

芬兰-莱克AI孵化平台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北
欧的科技创新交流，加快集聚芬兰等北欧国家的创
新创业资源，加大海外科技成果、技术和人才引进，
为杭州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科技创新支撑。芬兰AI
孵化器将借助杭州莱克孵化器有限公司和芬兰 AI
WAY公司双方的资源和优势，吸引芬兰等北欧科研

机构、技术公司以及高层次人才与浙江高新技术企
业对接，并帮助浙江的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通
过项目孵化、天使投资和联合研发等服务，打造成集
招商引智、科研飞地、技术合作等功能的平台，为企
业和人才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目前已引进计算机视
觉技术的位置识别、智能车灯、智能湿度控制项目等
多个项目到杭州落地，其中计算机视觉技术项目已
与杭州荣旗科技签约。

近年来，拱墅区实施“创新平台三化建设”攻坚
行动，着力构建更优产业生态。2019年，已完成创建
运河汽车互联网产业园 1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运河汇跨境电商园1家省级孵化器、莱克企业孵

化器1家市级孵化器。此外，还有浙大城院CC梦工
场等4家机构省级众创空间，WECO空间等2家市
级众创空间，各项创建指标均超额完成。

本次代表签约的莱克孵化器，致力于引导大企
业大集团为创业者提供“开放技术平台+产业资
源”，并提供专业的财税、法律、专利和政策申请、科
技成果转化、股权投资以及上市并购等一站式专业
化服务。

下一步，拱墅区将继续加强对辖区内孵化器和
众创空间的指导和支持，加大科技投入，集聚科技资
源，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着力提高创业孵化能
力，推动孵化器和众创空间高质量发展。 陈益波

引进北欧创新资源 构建更优产业生态

拱墅打造首个国际孵化平台

人造肉、冬天开放的油菜花、彩色的水稻……今
天落幕的2019浙江省农博会可谓“花样十足”，其背
后是满满的“黑科技”。

生活在泰顺高山，吃着中药材长大，跑满100万
步才能端上餐桌的“跑步鸡”成了农博会上的“小网
红”。这款由浙江一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的土
鸡基于区块链+物联网技术，鸡脚上佩戴智能追踪
溯源脚环，跑满100万步才出售。扫一扫鸡脚上的
二维码，还可以即时察看这只鸡目前的已跑步数、领
养天数、性别、养殖户等数据。据悉，该种土鸡整个
生长期7~8个月，市场价为168元/只，每只重量在2
公斤左右。

小黄鱼的人工培育难题一直未被攻克。日前，
省农科院的科研团队率先突破小黄鱼人工养殖技
术 ，记者在省农科院的展位上就见到了该品种。省
农科院高级工程师詹炜告诉记者，目前人工养殖的
小黄鱼已达到100多万尾，达到了这个领域人工繁
育的成功标准，意味着攻克了小黄鱼人工养殖难题。

记者了解到，第五代苗种 100 余万尾小黄鱼已
下海进行网箱养殖，明年3~5月，市民就可以在餐桌
上品尝到这款美味的人工养殖小黄鱼，价格在160~
200元/公斤。

如果来到4号馆，一定不可错过省农科院展位
上一锅刚烧好的大米——华粳308号。该品种是省
农科院病生所分子设计育种研究所将南粳46号和
月之光进行培育并筛选的优质粳稻。据项目负责人
王华博士介绍，他自己曾在日本留学8年研究水稻，

回国经过近10年的潜心选育，这款食味不输日本越
光的新品种诞生了。

记者品尝了一口用该品种烧的饭，吃起来口感
Q弹有韧性，香甜可口。据王华介绍，今年华粳308
只在嘉善种了250亩，亩产量达到500~550公斤，是
第一年上市销售，数量有限。

此外，一款植物保护人工智能平台——爱植保
App引人注意，该款App通过区块链技术，可在线识

别植物病虫草害，获取防控参考资料与专家远程指
导。同时，行业专家和管理人员通过爱植保平台，可
实时获取特定作物或特定区域植物病虫草害的发生
情况及流行趋势，发布知识讲座和技术成果，为用户
提供远程指导。浙江大学物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袁
康培是这款App的开发人员之一，他告诉记者，这款
App设计很人性化，通过语音识别，可用不同地区方
言讲解释疑。 本报记者 陈路漫 文 蒋闻 摄

透过农博会看农业“黑科技”

小黄鱼人工养殖 区块链助力植保

本报讯 第五届浙江大学校友创业大赛综合行
业赛日前在杭州高新区（滨江）海创基地举行。本次
大赛参赛项目既有定位于尖端科技的新型研发，也
有服务于普罗大众的惠民创举，涉及人工智能、平台
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在内的诸多领域。

28支在预赛、分赛中胜出的创业团队获得了此次
决赛的入场券。经过角逐，最终“启智纳米书写膜”“ 灾
害预警研究与应用”分别获得本次大赛A、B组的一等
奖。据悉，本次的获奖项目可享受优先落户高新区（滨

江）的福利，享受滨江区优质的产业政策和配套服务。
在墙上涂鸦可以想擦就擦，既可以让小朋友们

随心所欲地发挥探索的天性，家长们也不用担心家
里的墙壁遭到“破坏”了，来自杭州的“启智纳米书写
膜“项目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据该项目负责人
介绍，该项目通过使用独有的配方专利技术，实现高
性能耐书写涂鸦表层。看起来和正常墙面无异，实
则当孩子在墙面涂鸦时，妈妈完全不用顾忌墙面被
画脏，孩子涂鸦的笔迹一擦即可。

线上买衣服不需要再去比照复杂的尺码表了，上
传自己的全身照，人工智能就会自动为你匹配最适合
的尺码，让你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顶级裁缝师”的
量身服务。“基于AI的人体建模与测量”可以为消费
者带来网络购物的全面升级。据负责人介绍，只需用
手机拍正面、侧面两张照片并上传，既可以获得精确
3D人体模型和测量数据。利用该技术，既可以提高
减少购物退货率，还可以实现线上定制服装。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雷婷婷

浙大校友创业大赛突出创新惠民

纳米书写膜：墙上涂鸦想擦就擦

本报讯 11月22日，2019年BOT数据智能创新
应用国际大赛·杭州赛区总决赛首次在杭州举行。
BOT杭州赛区以“数据智能+”为主题，参赛项目涉
及人脸识别支付系统、智能交通安全大数据平台、智
慧照明物联系统、智能仓储机器人、智能生产管理平
台等领域。

BOT即Brain of Things，是国内专业化人工智能
大赛。大赛发起于2016年，旨在服务并推进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产业技术和应用创新。
今年BOT大赛由绿城产业服务首次引入杭州，并通
过赛事平台整合了行业龙头企业、高校协会、创投机
构及孵化载体等各方资源，为创业者搭建跨界、引
流、融资的渠道。

经过1个多月的征集与筛选，最终11个项目登
上杭州赛区总决赛的舞台。经过最终角逐，由杭州
飞鹄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AI账本”项目、杭州趣安
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人工智能睡眠系统平台&设
备”、杭州好好开车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智能驾驶
大数据”分获冠亚季军。

“AI账本是财务领域的自动驾驶。”杭州飞鹄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道，AI账本可以实现不同会
计准则数据计算，分红计算、税务计算、波动校验、错
误识别、误差归因、智能问答等功能，真正帮助企业
实现零门槛使用会计服务，提高标准化、数字化，以
实时可靠的财务税务数据，帮助企业从财务角度优
化企业结构，防范经营风险，提高企业信用规范。

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副主任徐进在现场分享
了多个数据：目前常年工作生活在未来科技城的人
才达到了30万人左右，人才集聚支撑着产业创新发
展。他还表示，来自上海的BOT大赛能够办在杭州
未来科技城，这是长三角战略的“资智对接”，是上海
的资本资源、智力资源与未来科技城创新创业热土
的结合。

据悉，此次大赛由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指导，
绿城产业服务、中电海康、华院数据主办。接下来，
三甲项目还将代表杭州赛区参加在上海举行的2019
年BOT数据智能创新应用国际大赛总决赛，和各大
赛区优胜者同场竞技，争夺总决赛冠军。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陆周萍

BOT杭州赛区聚焦“数据智能区+”

AI账本，开启财务领域的“自动驾驶”

本报讯 孤独无比、只生长在舟山群岛的特有珍
稀树种普陀鹅耳枥不再“无后”了。笔者最近获悉，
历经科技工作者20年努力，普陀鹅耳枥这种原本在
地球上仅存1株的濒危植物，不但攻克了人工栽培
育苗难关，而今又实现了野外种群自然有性繁育，有
望彻底摆脱濒危状态。

“看！这是天然下种生长的普陀鹅耳枥。”近日，
在离舟山老城区约15公里的定海区马岙街道一普
陀鹅耳枥种群基地，在项目技术支撑专家、舟山市林
科院教授级高工俞慈英的指点下，笔者看到了一株
株高低不一的普陀鹅耳枥幼苗。根据年份不同，它
们高度分别在5厘米至112厘米之间；虽根茎细小，
却是凭借母树身上落下的种子，借助阳光雨露，自己
破土而出，如今亭亭玉立。

普陀鹅耳枥于 1930 年被植物学家钟观光发现
于舟山普陀山，当时全球仅存 1 株野生母树。自
2000年起，由俞慈英领衔的舟山市林业科技工作者
开始系统开展普陀鹅耳枥的拯救行动。先后攻克了
该树种的种苗繁育和人工种群建设难关，建立了播
种、扦插、嫁接、组培繁育技术体系和人工种群营建技
术；至2008年，人工培育苗木数首次突破万株大关；
到2015年12月累计突破4万株大关，并建立了普陀
鹅耳枥专类苗圃和腾坑湾、马岙人工种群基地。

2017年，舟山林科院承担实施“普陀鹅耳枥野外

回归及迁地保护研究”项目。此举目的在于让普陀
鹅耳枥可以不依赖人工培植，实现野外种群的天然
更新、自然回归。

通过立地选择与微环境改造、种子雨促成、土壤
种子库的建立和保护、立地与微环境维护等一系列
艰难探索研究，2018年12月，在普陀鹅耳枥人工种
群马岙基地内，俞慈英终于发现了林下天然更新小
苗。不久后，在普陀山老母树下及茶花园子代林下
也相继出现了人工促成的天然更新幼苗。这是普陀
鹅耳枥拯救工作一个里程碑式的技术成就！该技术
进一步熟化后，有望让普陀鹅耳枥最终摆脱人工育
苗造林，完全实现自我天然更新。

与此同时，项目组还将精心培育的普陀鹅耳枥
苗木应用于城区、风景区、寺庙等的绿化之中，并尝
试让它们漂洋过海、“远嫁”他乡，先后在杭州、宁波、
衢州等地开展异地引种驯化试验，不断扩大迁地保
护区域范围和人工种群规模。迄今为止，项目组已
在市内外建立普陀鹅耳枥野外人工种群30余处，种
群个体数量累计已超过1万株。

“野外回归和天然更新技术的突破，意味着普陀
鹅耳枥的有性繁殖障碍得到了有效破解，为该濒危
物种最终实现自我更新和维持奠定了重要的技术基
础。”看着300余株可爱的幼苗，俞慈英激动地说。

林上军 何伊伲

“地球独子”普陀鹅耳枥摆脱濒危

11月23日，第二届全国医院物联网博览会暨中国
国际医院物联网产品展览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大会以

“智慧医院、万物互联”为主题，以多种论坛形式聚焦医
院物联网技术最新发展趋势，共同探讨与回应当前医疗
物联网技术和产业领域对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成
果、新技术、新应用发展的深度关切。

主旨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储君浩所作的“传感
技术与智慧医疗”，工信部原副部长杨学山所作的“从医
疗健康物联看物联网的本质”，复旦大学医学后勤管理
研究院副院长罗蒙所作的“5G+AI，探索未来医院”，引
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兴趣。

据了解，与全国医院物联网大会同步举行的中国国
际医院物联网产品展览会，展出面积超出 30000 平方
米。大会还对医疗物联网技术和产业领域“十大优秀案
例”“十大贡献人物”和“优秀论文”进行了表彰。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 杨壮波

俞慈英站在树苗旁

第二届全国医院物联网大会举办

5G+AI，探索未来医院

（上接A1版）
陆建强认为，首先并购企业要具备全球格局，站在

系统性、长周期经济结构变迁的角度重新构建产业布局
策略；其次要具备共创格局，站在并购交易各方整体利
益最大化的立场上重新构建价值创造和利益分享策略；
还要具备开放格局，站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竞争机制
的角度上重新构建更好地达成高水平并购的交易策略；
最后要有未来格局，站在新兴产业革命与人工智能时代
的角度重新构建并购重组模式创新与持续迭代新策略。

据了解，白沙泉并购金融街区开街两年多来，已实
现注册企业445家，基金管理规模超1800亿元，累计实
现税收2.88亿元。国药集团、浙能集团等知名企业的金
融及并购业务相继落地，浙银招新丝路能源基金、浙江
大健康产业基金等多个百亿基金落地，街区并购全产业
链初步形成。 本报记者 林洁

本报讯 第二届“浙能杯”智慧能源创新创业大赛初
赛日前在杭州市浙能创业大厦举行。最终大型低温工
程技术、虚拟电厂、制氢加氢设备、氢燃料电池等15个项
目成功晋级总决赛。

大赛由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长兴县政府共同
主办，旨在发挥浙能集团的“产融研”综合优势、企地研学
深度融合立体优势，是浙能集团打造能源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面向社会吸引顶尖技术人才的重大举措，也是浙能
产业园“筑巢引凤”、完善项目招商平台的大胆尝试。

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国内外168个高质量创新创业
项目报名参赛，项目聚焦新能源（光伏氢能）、燃料电池、
节能环保、互联网等相关领域，集聚了来自美国、德国、
挪威等多个国家以及中科院、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的产业优
势、技术优势和项目资源。35个优秀项目入围初赛，其
中前5名的项目直通总决赛。

总决赛计划于12月上旬在杭州举行，决赛优胜项目
将有机会进入浙能集团“爱迪生计划”和浙能研究院科研
合作通道，并优先匹配进入浙能创投基金等机构投资绿
色通道。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 田华峰 余欢

“浙能杯”智慧能源双创大赛
15强将逐鹿总决赛

本报讯 近日，余杭“院士之家”举行启用仪式。
余杭“院士之家”以良渚新城为中心，联合闲林和未

来科技城板块打造“一中心多点全域”建设布局。目前
启用的良渚梦栖小镇创新中心，计划为院士专家创新项
目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梦栖小镇国际会议中心、树兰
国际医疗中心等周边基础配套设施为院士专家提供多
元化服务和保障，切实打造院士以及专家团队在余杭生
活工作的温馨家园。

目前，余杭正在全面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着力打
造“热带雨林式”创新创业人才生态系统，并制定一系列
配套扶持政策。

“院士之家”是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升级版，截至2018
年底，余杭共建有院士专家工作站25个，柔性引进院士
专家及团队成员 231 名，院士专家工作站新增产值约
187.67亿元，新增利润约25.4亿元。共计开展合作项目
189个，其中国家级项目58个，省级项目42个，授权专利
632项。院士专家团队为余杭“全域创新”发展提供了有
效支撑。 本报记者 张巧琴

余杭“院士之家”正式启用

本报讯 2019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
成果近日发布。在发布的“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榜单
中，宁波市鄞州区科技创新指数首次排名全国百强区第
一位，比去年上升两位。

鄞州依靠科技创新驱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取得显
著成效。去年，全区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为 17550
件、9945件，其中最能代表区域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申
请量、授权量分别为7201件、1524件，4项数据持续位居
全市第一、全省领先地位。全区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为47.42件（宁波市为29.87件）。 张文胜 吴芝宇

鄞州科创指数居百强区首位

上虞国家风机检验中心通过验收
本报讯 绍兴市上虞区筹备建设3年的国家风机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近日通过国家质检中心验
收专家组及省市场监管局考核评定，填补华东地区同类
产品国家质检中心的空白。

上虞是全国知名的“中国风机之乡”，2016年，区政
府投入资金4000万元，以“国内一流、国际互认”的建设
定位，高起点谋划、高标准部署、高质量推进国家级质检
中心建设。三年来，中心不但拥有完善的国内领先的质
量技术基础，其包含的通风机空气动力性能的风室测试
系统、风机检测项目的检测能力、空气动力性能检测范
围三项检测能力更是全国之最。

目前，这个国家级质检中心拥有3名全国风机标委
会委员，4名省风机标委会委员进驻，并配备有80%技术人
员为中高级工程师，46%技术人员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一
流人才梯队。未来，中心还将继续深耕科技创新，致力于标
准制定、专利发布、项目研发等技术活动，为全区126家风机
企业转型升级及新旧动能转换注入强大的创新动力，持续
推动风机产品的标准和质量稳步提升。 陈晓潮 丁培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