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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 食 用 菌 专
家 ，蔡 为 明 自
2008年起带领
团队科技特
派员入驻金
华 武 义 县
开 展 科 技
创 新 创
业，帮助当
地 菇 农 实
现 稳 产 增
收，推动食用
菌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蔡为明带队开展了
菌棒专业化集中生产的新技术、
新模式的建立与推广，与当地菇农共同创办公司，
实现菌棒的专业化生产。这项技术惠及全县 90%
以上的菇农，并在省内外推广，仅武义县，这项技术
已带来累计节支增收超亿元。

他还与当地企业协同开展了新品种选育与示
范推广，育成优质香菇品种“浙香6号”，推动食用菌
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蔡为明建立由企业负责菌棒
生产、农户负责出菇管理的“1+N”生产经营方式，创
建亩产百吨香菇、百万元产值，可为农民亩增收 15
万元、企业增收5万元的“双百共富”模式。

从“做给农民看”到“带着农民干”，他让武义的
香菇种植业实现从脱贫产业向富民产业的转变。

守初心 敢创新 甘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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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科技厅主办，浙江省科技宣传教育中心、科技金融时报、钱江都市频道等承办的第三届“最美浙江

人·最美科技人”发布仪式10月17日在杭州举行。12位来自创新一线的科技人入选“最美浙江人·最美科技人”。他们为疫情防控连续

奋战，为科研攻关献智出力，为创新创业筑梦赋能，为科技惠民扎根一线，守初心敢创新甘奉献，为全省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在今年的疫情
抗击战中，尤其
敏带领公司的
骨干成员经
过 一 个 多
月的奋战，
紧急研发
出了全自
动POCT新
型 冠 状 病
毒核酸检测
试剂盒。这是
浙 江 省 第 一 个
获批的新冠病毒快
速诊断试剂，在抗疫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2005年公司创办以来，尤其敏就一直想发明
像“傻瓜机”一样人人能操作的检测仪器。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尤其敏在公司初创的前十年，在几乎
零收入的状况下投入近2亿元用于科研攻关。经过
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尤其敏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检测设备研发的技术壁垒被打破，实现了分子诊断
从高端产品到基层产品的转变，解决了基层医疗单
位无法使用复杂昂贵仪器的问题，将分子诊断带到
传染病多发的偏远地区、贫苦地区，在源头上实现
了病毒快速诊断。

尤其敏
杭州优思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

红、黄、绿三色
的“健康码”，是
疫情期间助力
企业复工复
产、帮助民
众 恢 复 生
活 秩 序 的
有力武器，
而这个“武
器 ”由 叶 军
带领团队日
夜奋战研发而
成。

今年 2月，在接
到杭州市政府提出
的研发需求后，叶
军与地方政府积极配合，率队迎难而上，仅用 48小
时就上线了“健康码”。之后用了两三天时间就在
全省 11个地市上线，7天时间推广到全国，彰显了
数字治理的“浙江智慧”。

同时，叶军专注于大型企业与组织的数字化转
型，2019年以来，根据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精神，叶军团队深入各个一线厅
局委办，将复杂的政务服务梳理成结构化、数据化
的计算机表达，先后开发了掌上办事APP“浙里办”
和掌上办公APP“浙政钉”，助力浙江政府数字化转
型。

叶 军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疫情发生后,73
岁的她毅然奔赴
抗 疫 最 前 线 。
临床救治方
面，创新性
地 应 用 四
抗 二 平 衡
策 略 和 人
工肝、微生
态、干细胞
三大技术救
治重症危重症
患者，显著降低
病死率。科研创新
方面，在新冠病毒的
生物学特性、发病机制、药物筛选、疫苗研究和诊断试
剂研制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从临床样本痰液、粪
便中成功分离获得14株病毒株,并进行全基因测序,发
现病毒变异趋势;在国际权威杂志《细胞》重磅揭示国
际首个新冠病毒全病毒精细结构；发现重症患者存在
细胞因子风暴;完成新冠肺炎肠道微生态结构的全面
深度评估;筛选出两株高效中和抗体的疫苗株,进行灭
活疫苗研究;研制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纸、新冠病毒抗
体检测试纸、数字PCR法核酸检测试剂盒等。

李兰娟院士团队还首先提出“无意识密切接触
者”概念,为疫情研判、个体健康码管理等奠定了理
论基础。同时,及时总结与推广经验,为全球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提供“浙江经验”“中国方案”，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疫情发生后，张
严峻带领团队与
时间赛跑，连
续一个多月
24 小 时 不
间 断 地 进
行样本检
测 ，加 速
研 发“ 防
控 、检 测 、
治 疗 ”等 领
域 的 关 键 技
术，着力解决疫
情防控工作中的关
键问题。

经过不懈努力，张严峻团队在
2020年1月24日成功分离到了新型冠状病毒毒株，
在全国省级疾控系统中率先做到“四个第一”：第一
个分离到新冠病毒毒株，分离出的毒株用于疫苗研
制、药物研发、诊断试剂生产，并成功完成新冠灭活
疫苗种子筛选和种子库建立；第一个获得新冠病毒
全基因序列；第一个建立上线自动化全基因组检测
平台，合作开发新冠病毒基因组软件MPV1.0，将原
来数小时的疑似病例基因分析缩短至半小时，并精
准检测出病毒的变异情况；第一个建立生物安全样
本追溯系统，实现标本转运实时定位可追踪、路径
可查询，为“精密智控”提供技术支撑，带领团队最
早完成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临床前研究并在 Science
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

张严峻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所所长

2020 年 7 月 ，
中国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
北斗三号全
球卫星导航
系 统 建 成
并 开 通 ，
大规模应
用 于 北 斗
导航系统中
的射频芯片
和 相 控 阵 芯
片，有效支撑了
系统的快速建成。
而这些高端芯片则是郁
发新和他的团队研发而成的。

郁发新自2002年进入微波亳米波射频芯片研
发领域后，带领团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连续攻
克多项技术壁垒。

此外，郁发新创立的由浙江大学和多家高科
技民营企业组成的浙江省微波毫米波射频产业联
盟，也大大加速了我国射频产业链彻底自主可控
的进程。

郁发新
浙江大学航天电子工程研究所所长

作为浙大二院
心血管内科主任
医 师 ，胡 新 央
执 业 近 20
年，热爱并
深 耕 干 细
胞 治 疗 心
梗 的 临 床
转 化 科 研
工 作 。 自
2003 年 以
来 ，胡 新 央 一
直从事干细胞移
植修复心肌组织的
研究，特别是围绕“干细胞
移植后在心肌梗死局部的定植
存活率低而导致细胞移植疗效不理想”这一关键科
学问题，开展了系统性研究，提出并建立了干细胞
的低氧预处理方案，显著提高了干细胞疗效。功夫
不负有心人。2018年，胡新央所在的研究团队完成
的心梗治疗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登上了权威期刊《循
环研究》封面，她也成为了该领域内少有的几位走
上世界舞台的中国女科学家。

同时，作为浙大二院的一名科研管理者，胡新
央始终秉承“明确目标，突出特色；把握重点，找准
服务着力点”的理念，全心全意为医务科研工作者
服务，在推动科研管理上也取得了系列成绩：2020
年浙大二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 128项，位居
全国第四，连续10年位列浙江省各大医院榜首。

胡新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助理

从 事 造 纸 化 学
品研发以来，姚
献平创新成果
丰 硕 ，先 后
主持科研项
目30余项，
获成果奖
30余项。

他 攻
克 了 非 木
浆增强世界
性技术难题，
节约了大量木浆
纤维；发明了抗干扰
型再生纸专用增强剂，提
高再生纤维强度，为我国造纸行业
提质增效、节能减排做出了重大贡
献。发明了淀粉衍生物粉体连续流态管道化新工
艺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并创建国际首条绿色生
产线，实现年 40万吨产业化规模，在我国该领域绿
色化发展起引领和示范作用。他主持承担的国家
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淀粉衍生物粉体连续流态
管道化清洁制造新工艺”实现无废水、无废气排放，
能耗不到常规工艺的 1/4，院士专家鉴定认为关键
技术居国际领先水平。

在姚献平几十年的科研生涯中，他始终秉承着
“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理念。他先后创办
的 16家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4
家，技术和产业化规模均居国内领先。

姚献平
杭州市化工研究院院长

海康威视是我国
数字安防和人工
智能领域的领
先者，在十
多年飞速发
展 的 背
后 ， 浦 世
亮和他的
团 队 功 不
可没。

作为海
康威视技术领
头 人 ， 浦 世 亮
早在 2006年就已开
始进行智能技术的研发
布局，研发的诸多智能技
术，大量应用于海康威视的前、后端和中心控制
产品。

14年来，浦世亮带领研究团队致力于人工智
能核心技术研究，不断向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看
齐。他带领团队在多项国际顶尖AI学术竞赛中夺
得桂冠，授权专利 101项，主持开发了视频感知
AI开放平台，帮助用户简单、快速地构建自己的
智能算法，解决了产业智能化进程中应用场景
化、碎片化的难题。该平台被科技部认定为“视
频感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开放平台”，数百
家企业基于该平台实现了产业智能升级。

浦世亮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作为省级科技特
派员，浦锦宝自
2014 年起就扎
根于磐安县
新渥街道，
为 磐 安 县
的 中 药 材
栽 培 产 业
提 供 精 准
帮扶。

浦锦宝
对大盘山自然
保护区进行药用
资源本底的调查始
于2005年，期间，还在保
护区管理局建起了保护
区实验室，开展多种药用植物的人工繁育、栽培技
术、产地加工等研究，并建立了药材的规范化生产
SOP全面质量评价体系。同时，他还组织中药材规
范化栽培和药膳知识培训，手把手地指导当地药农
规范化种植中药材，在树立磐安道地药材品牌的同
时，努力提高药农的经济收益。在他和团队的持续
努力下，磐安的中药产业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中医
药研究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疫情期间，浦锦宝还带领团队积极开展新冠肺炎
中药制剂的研发，短短几个月，就获得了清解抗感合
剂等6个医院制剂备案文号，在减少重症发生、缩短治
疗周期、助力复工复产复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浦锦宝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药用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凭借多年的临
床经验，盛吉芳
在省内疫情还
未开始流行
前 就 未 雨
绸缪，紧急
召集科室
骨干制定
应 急 防 治
方 案 。 在
2020 年 1 月
19日感染科收
治浙大一院第 1
例确诊患者时，她所
在的科室已经做好了充
分的准备。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盛
吉芳提出启用联合抗病毒、适当延长激素应用控制
细胞因子风暴、正确氧疗、积极抗感染等措施，指导
全省危重患者的会诊、临床救治，带领团队推动全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救治成功率高达99.8%。

在此基础上，盛吉芳第一时间总结临床经验，
与专家团队共同形成新型冠状病毒浙江诊疗方案，
参与编写新冠肺炎防治手册。这份手册全球共有
228个国家累计数百万人下载阅读。同时，她与专
家团队通过远程连线向全球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
享新型冠状病毒诊疗经验，解读救治方案，为各地
抗击疫情贡献“浙江经验”。

盛吉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

2016年，鲍虎军
作为专家组核心
成员参与起草
了之江实验
室的立项报
告 和 建 设
方 案 ，在
2018 年加
入 之 江 实
验 室 后 承
担了构建自
主人工智能开
源平台的研发任
务。为响应国家的
战略需求，他带领团队
自主开发了之江天枢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并围
绕开源开放平台打造生态体系，通过规模化效应，
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发展。

作为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视觉和混合现实
等方面的研究专家，鲍虎军在虚拟环境的高效建
模和实时绘制、虚实混合环境的实时移动注册和
融合呈现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研究成果。他自主研发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驱
动引擎与支撑软件平台，并在一批知名公司的产
品和系统以及一些国家重大工程中得到了深度应
用，极大地提升了我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
的研究水平。

鲍虎军
之江实验室副主任

蔡为明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