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科技成果专场推介会
日前在宁波科技大市场举行，共吸引该市能源化工、化工
新材料、生物医药、化工安全与环保等领域企业代表及相
关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负责人50余人参加会议。

成果推介环节，天津大学教授姜忠义带来的“仿生与
生物启发膜和膜过程”技术可使水处理膜通量相比传统
商品膜提高一倍以上；汪怀远带来的“表界面设计强化及
其在石油化工装备中应用”技术克服了环氧树脂涂层亲
水性、耐磨性差等缺点，突破国际上双疏涂层不耐腐蚀及
磨损的瓶颈，实现了长时间双疏减阻防腐耐磨。

一对一洽谈环节，宁波环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浙铁大风化工有限公司等多家甬企针对自身技术研发
和产业转型需求，与天津大学专家团队展开交流对接。
现场学术氛围浓厚，讨论交流热烈，多项技术成果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

此次专场推介会是宁波科技创新与产业应用联盟举
办的首场成果对接活动，11 月 15 日，宁波市科技创新与
产业应用联盟正式成立。宁波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活动对精准对接宁波企业技术需求，推动天津大
学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希望联盟继续发
挥创新服务平台优势，多举办企业技术需求（难题）诊断
及对接活动，促进产研融合发展。 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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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举行
科技成果专场推介

本报讯 12月6日下午，浙江省科技厅开展了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第一次集中学习培
训。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原主任、二级教授郭
祥才以“加强制度建设 提升治理水平——学习贯彻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题作主旨报告。

此次培训旨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深刻把握其重大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
意义，紧密结合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厅党组书记何杏仁，厅领导曹新安、章一文、孟
小军、厉勇，厅机关全体干部，厅属（代管）单位处级
以上干部、党务干部等参加培训。厅党组副书记、副

厅长宋志恒主持培训。 郭祥才指出，十九届四中全
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要充分认识十九
届四中全会的深刻背景和重大意义，深刻领悟十九
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基本精神，并积极贯彻十九届
四中全会的重大战略部署。

郭祥才以“两个一两个十三”，即一个鲜明主题 、
一个总体目标、十三个显著优势、十三个战略部署，
帮助大家梳理并详细介绍了《决定》的主要内容。同
时，针对《决定》中明确提出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等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要求，给予
了贯彻落实的指导性意见。

宋志恒在总结讲话时强调，本次培训辅导既全
面系统又突出重点，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指导。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领会全会精神，认真
消化吸收辅导报告，加强个人自学。结合即将召开
的务虚会，深入思考研究，分支部开展一次大讨论，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完善浙江科技创新体制机
制，推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
体思路和举措。

根据本次集中培训的安排，接下来省科技厅还
将以专家辅导、交流研讨、个人自学等形式开展深入
的学习培训，确保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张吉 朱珊珊

浙江省科技厅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第一课”开讲

完善机制提升科技创新治理水平

本报讯 浙江花园润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的产品“干眼综合治疗仪”，日前通过浙江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第二类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申请审查，成
为国内首家系统性治疗干眼症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干眼症通常是老年性的慢性疾病，但随着现代人
生活方式改变，比如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佩戴隐形眼
镜、化妆以及受环境污染影响等，干眼症患者人数正
在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升，并且患病人群呈年轻
化的趋势。

根据临床调研，眼科门诊中将近 40%的患者是干
眼症患者，截至目前，市面上针对干眼症没有行之有
效的治疗方法。可以说，干眼症治疗在医疗器械细分
领域还是一块待探索的“处女地”。花园润嘉公司通过
临床调查，结合多种治疗干眼症的途径，成功研发

“干眼综合治疗仪”，全面优化干眼症系统性治疗方案。
花园润嘉公司自主研发的干眼综合治疗仪主要由

系统主机、软件操作系统、一次性治疗头、蒸汽温热
湿房镜部分组成，通过主机协调控制，使眼部在蒸汽
热敷的环境中，通过温浴和气动按摩眼睑部位，治疗
阻塞型睑板腺功能障碍，达到缓解、治疗病症的效果。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 许欣雅

花园润嘉在国内首次研发成功
干眼综合治疗仪

本报讯 近日，“自主创新 温州探路”——温州
自创区建设周年成果图片展巡展在温州市龙湾区行
政中心开展。

据悉，此次展览通过新使命、筑基石、齐发展、培
硕果、创未来五大板块集中展示，聚焦实验室、智慧
车间和创新团队，深挖细选各类创新平台与科技企
业，以多角度触摸温州创新发展新脉动，感知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全市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成果，营造全社会全力推动国
家自创区和环大罗山科创走廊建设的良好氛围。

在观看图片展后，龙湾区委书记陈应许指出核
心区形象要聚焦，联动推进科技城南起步区、中国眼
谷、空港区块、文昌创客小镇等重点板块，打造产业
鲜明、要素集聚、配套完善的科创高地；核心指标要
领跑，积极谋划，对标对表，争取明年各项综合指标
实现新跨越；标志性研发机构和企业要培育，大力推
进产业集群整合提升，狠抓平台建设，树立创新标
杆，让自创区氛围热起来。他强调，龙湾要争做自创

区“探路者”，提早研究部署工作，分解任务，为引领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再创新高度。

过去的一年，是温州高新区（龙湾区）自创区创
建的开局之年。以行动纲领为指引，以“含金量”十
足的政策为突破口，龙湾区通过开展产业结构优化、
创新平台建设、资源培育链接、体制政策创新等工
作，下好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构建起以新兴“产
业链”、高端“创新链”、资源“要素链”、生态“服务链”
为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积极发挥自主创新

“主阵地”作用。
作为自创区八大专项行动重点之一，龙湾积极

探索开放平台建设，北大-温州激光与光电子联合研
发中心北京飞地实验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与上海嘉
定菊园正共商科技合作基地、离岸科技企业孵化器
建设，建立两地科研资源共享机制，启动“院所实验
室开放日”活动，建立起两地创新券互兑机制。打造
新兴“产业链”，推动“中国眼谷”、瑞浦能源、北斗产
业基地、数字经济产业中心等重大项目落地、建设、

投产，“中国眼谷·温州眼视光人才创新创业示范园”
建立。

为下好自创区建设的“关键一棋”，龙湾强行动、
重融合、优服务，率全省之先推出“环保贷”服务，为2
家企业成功授信融资400万元，率全市之先出台自创
区“金十一条”政策和新经济企业培育办法，构建“5+
X”全方位、强激励的政策支撑体系，并落地总规模10
亿元的温州首只人才基金——“温州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投资基金”，成功获批全市唯一的国家高端人
才引领型特色载体，获得三年最高 5000 万元国家财
政资金支持。

据悉，2019 年 1～10 月，龙湾完成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9.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2.5%，规上工业研发费用同比增
长30.7%。今年龙湾区评价32个定量评价指标中有
29项实现增长，总体提升明显；在全省科技进步统计
监测综合评价中位列第五位，为全市第一。

通讯员 陈梅 本报记者 徐慧敏

下“先手棋” 立“主阵地”
龙湾“四链”亮相自创区创新成果展

本报讯 2019 智慧海洋高端论坛近日在舟山召开。
围绕如何促进海洋信息技术在海洋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应
用，与会专家对海洋信息化建设的新进展和有关构想进
行总结和阐述，对未来发展提出了前瞻性的思考。

会上，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与舟山市政府、清华大学公
共安全研究院、中国舰船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在海洋信息基础设施和海洋通信
技术等相关领域开展深度应用研究；还发布了海洋工程
专业知识服务系统，服务信息包括海洋领域文献资源、海
洋特色科学数据资源和专题信息产品等，为政府、高端研
究专家、工程科技人员和社会公众提供多手段多层次服
务。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潘德炉院士建议以国家
智慧航洋建设工程牵引，厘清通导遥一体化对海洋测绘
与环境遥感的核心技术，并通过学科交叉、军民合作，实
现需求统筹、长远与近期统筹、星地统筹以及硬件与软件
统筹。他还对舟山智慧海洋经济发展提出建议，可以围
绕“岛、渔、港、油（游）、涂”进行打造。

有关专家还围绕东海渔业资源重建、智慧岛礁系统、
水下智慧感知与通信、海洋物联网应用、国家海洋大数据
中心建设等构想进行了交流。 林上军 何伊伲 周善平

智慧海洋高端论坛在舟山举行本报讯 今年是浙江省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制度15周年，12月11日，浙江省公益林建设与效益
新闻发布会在杭州举行，会上浙江省林业局党组书
记、局长胡侠就浙江省公益林建设与效益有关情况
进行了介绍。

2018 年，全省省级以上公益林建设规模达到
4535.68万亩，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9.01%、林地面积
的 45.03%,累计发放补偿资金 135 亿元。与 2004 年
相比，全省公益林面积净增1611.35万亩，增幅达到
55.10%，构建了以钱塘江等八大水系源头及其两侧
的树状分布为主体，以铁路、公路和沿海岸线等周围
带状分布为骨架，以大中型水库、自然保护区、森林
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块状分布为基础的森林生态保
护屏障。检测结果表明，2018年全省公益林涵养水
源197.75亿吨，相当于1400多个杭州西湖的蓄水量，

固定二氧化碳1225.52万吨，相当于全省人口一年半
的需氧量。

胡侠表示，公益林建设不仅在涵养水源、保育土
壤、固碳释氧、净化大气、森林防护、森林游憩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还在增加社会就业、提高农
民收入、提升生活品质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近
年来，浙江省通过招聘管护人员和带动森林旅游、农
家乐、林下经济等相关产业发展，增加社会就业人
口 31.35 万人，万亩公益林平均增加就业人数 69
人。2018年，公益林户均增加收入1854.63元，人均
497.37元,公益林重点县户均增加收入2310.92元，人
均 633.27 元，全省公益林补偿资金惠及林农 330 万
户1300 余万人。

杭州临安白沙村曾是靠砍树为生的“木头经济
村”，依托公益林保护带来的“好山、好水、好空气”吸

引了大量游客慕名而来，年经营收入9000余万元，完
成从“卖木头”到“卖生态”的转变。2018年，全省森林
休闲养生产业产值达到2084亿元，占全省林业总产
值的三分之一，排名全国首位。

15年来，浙江省曾先后10次提高补偿标准，公
益林最低补偿标准从最初的每亩8元提高到目前的
每亩 31 元，源头县和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每亩 40
元，其公益林补偿资金还有效充实了村集体经济，仅
2018年就有6.77亿元直接补偿到1.66万个村集体，
有力促进了农村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医疗、养老等公益事业发展。另外，还通过公益林补
偿收益权质押贷款，全省探索出公益林资源变资本
的实现模式，有效破解了林农融资难、融资慢、融资
贵等难题。目前，全省累计发放额已超过5亿元，重
点林区县已实现全覆盖。 本报记者 付曦地

浙江发布公益林建设与效益“成绩单”

森林休闲产业产值居全国首位

随着“一带一路”进程的推进，有着“小商品
之都”之称的义乌市吸引了大批外商常住，仅江
东街道鸡鸣山社区就居住着74 个国家和地区
的 1388 名境外人员。为让常住义乌的境外人
员融入社区生话，该社区除了吸纳外籍人员参
与社区治安巡逻、纠纷调解、垃圾分类等公益活
动外，还联合工商学院、文化等部门机构，在社
区活动中心开展汉语和义乌方言培训，让艺人
手把手向外籍人员传授地方戏婺剧表演基本
功、道情说唱技艺等传统文化，使外籍人员尽快
在这方热土中成为“新义乌人”。

图为近日租住在鸡鸣山社区的境外人员，
跟着当地道情传承人宋松芳，有板有眼地学唱
义乌道情。

张建成 金烨 李云升 摄

境外人员
迷上义乌传统文化

相信很多读者都到过海边或江滨逛沙滩玩沙
堆，如果你用手反复拍打湿沙堆或用脚多蹬两下湿
沙滩，就会发现脚下的砂土开始变软、向外渗水并逐
渐沉陷下去。与这个原理相似，地震液化是指饱和
砂土或粉土在地震循环剪应力作用下产生剪缩趋
势，导致超静孔隙水压力上升、有效应力下降，土体
部分或完全丧失抗剪强度，变得如液体一般的物理
过程。

地震时一旦场地发生液化，建在场地上的建构
筑物会丧失基础承载力而产生倾斜甚至倒塌。同时
液化后的砂土如液体般从场地的裂隙向上涌出，出
现“喷水冒砂”现象，导致原有地面发生不均匀沉陷，
破坏地下基础设施和上部结构。地震之后灾区需要
尽快重建家园，首先需要科技专家调查灾区场地和
地基的震害情况，尤其在软弱土地区要可靠评价地

震液化灾害的范围和程度，并提出合理的防治措施，
为后期重建工作的科学上马保驾护航。因此，场地
液化判别一直是岩土地震工程领域的核心课题，为
地基和基础抗震设计提供科学依据，是提高我国高
烈度区重大工程服役安全性、增强城镇防震减灾能
力和地震韧性的重大需求。

浙江大学教授周燕国承担的浙江省自然科学基
金杰出青年项目“时间效应对砂土抗液化强度影响
规律与定量评价”近期通过了结题验收，该研究成果
综合考虑地质年代和地震应力历史的影响，定量评
价时间效应对土体抗液化强度的影响规律，对提高
场地液化判别可靠性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工程价值。

在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周燕国带领
他的研究团队针对现有地震液化判别研究对地震影
响下的时间效应界定难题，首先研发了用于超重力
离心机的机载压电元波速测量和微型静力触探装置
与测试技术，使之在超重力、高工频噪音、高倍缩尺
的严苛环境下具备精确测量岩土体小应变弹性波速
和大应变触探端阻的能力，为模型试验中土体原位
力学指标的实时表征提供先进测试手段。其次，建
立了描述砂土力学性能损伤和恢复的表征函数，包

括以超静孔压表示的损伤函数和以剪切模量表示的
震后恢复函数，定量描述地震液化前后发生在土体
上的时间效应；利用超重力振动台模型试验重现各
种地震历史，通过机载压电弯曲元和静力触探联合
测试，揭示震后砂土力学指标随时间的演化规律，验
证所提出的时间效应表征函数的合理性。再次，开
展砂土液化震害实例研究，建立了考虑时间效应的
新型实例数据库，提出基于损伤和恢复函数的原位
实例数据修正方法，为解决当前工程界最常用的砂
土液化判别简化方法中“原位测试指标与地震事件
时间不一致”的矛盾提供了新途径。

在上述研究进展基础上，该团队一方面通过进
一步发表科技论文和申请发明专利，引起国内外同
行对地震历史下的土体时间效应问题的重视，共同
改进现行液化判别简化方法，提高其判别可靠性，并
应用于示范工程；另一方面，本研究研发的软弱土物
理力学特性联合表征技术和超重力振动台物理模拟
技术，可广泛用于地震液化相关的应用基础研究和
工程咨询，通过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的结合，进一步
推动本研究取得持续创新。

本报记者 金乐平 通讯员 王楠 陆丹旸

震后重建,先评价软弱土地震液化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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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迈得医疗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
式上市，成为台州首家登陆科创板的企业。台州成为继
杭州、宁波之后，全省第三个有企业登陆科创板的地级
市。

迈得医疗位于玉环，成立于 2003 年，主营业务是医
疗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掌握安全输注类、
血液净化类耗材智能装备的核心技术，是国内唯一可以
生产成套血液净化类自动化设备的企业。

作为登陆科创板的第 58 家企业，迈得医疗总股本
8360 万股，本次发行股本 2090 万股，发行价 24.79 元/
股。截至昨日收盘，该股报 31.03 元，较发行价上涨 6.24
元，涨幅为25.17%。

目前，该市上市公司已达 54 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
总数51家，列全国地级市第4位；51家A股上市公司中，
制造业企业占比达94%。 台科

台州首家科创板企业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