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小记者下田间学“稻”理

院士专家共话“装备智能运维与健康管理”
为温州创新创业企业提供高端智力资源

本报讯 7月 11日，“科创中国”2023全国装备
智能运维与健康管理产学融合会议在温州举办。
院士专家、科技精英、企业家代表汇聚一堂，共话科
技创新，共议产学融合。

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胡
海岩表示，本次会议的召开是国内高端装备智能运
维与健康管理领域的一桩盛事，既是业内了解该领
域国际前沿技术发展的窗口，又是高校、地方研究
机构、企业科技资源聚集和协同创新的平台，对推
动智能制造领域交流与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开幕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教授陈
政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林京，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雷亚国，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廖广兰，正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监张应林，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总监张学森等专家受邀作主旨报告。

会上，中国振动工程学会温州智能运维创新联
合体揭牌、中国振动工程学会单位会员授牌，高端
智力资源将集中为温州的创新创业企业提供技术
支持。温州低压电器等多个产业领域的产学融合
项目在现场签约，签约双方将围绕科技、产业、创新
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助推温州“创新驱动示范市”
高质量发展。

记者了解到，本次会议为期 2天，围绕温州市
低压电气、汽摩配、泵阀、印包装备、食药装备、激

光光电等重点产业“高端化、智能化、信息化、品牌
化”发展战略，以“装备智能运维与健康管理”为主
题，特设产学融合经验分享、产学融合案例介绍、
智能运维与健康管理产品推介三大分论坛以及产
学融合研讨会，突出产学融合特色，创设长期落户
品牌，助力优化温州地区创新创业生态，打造联结
广泛、内涵丰富、专属有效的“科创中国”标志性活
动平台，推动落实“科创中国”平台科技经济融合
服务。

本次会议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创新部主办，中
国振动工程学会、温州大学、温州市科协承办，温州
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协办。 本报记者 叶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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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

浙江林业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23项成果获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
本报讯 近日，中国林学会公布第十三届梁希

林业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本届梁希林业科学技
术奖共评出获奖项目161项。

浙江省共有 23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项，
二等奖 14项，三等奖 7项，获奖数量占全国总数 1/
7。浙江农林大学南方特色坚果团队主持完成的

“香榧坚果采后品质提升关键技术及新产品开发”、
浙江大学主持完成的“大熊猫保护遗传管理理论与
技术”2项成果，获梁希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近年来，浙江林业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认真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努力推动林
业和草原现代化建设，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开
展科技攻关和自主创新，紧紧围绕现代林业生态保
护和产业发展的重大关键问题，锐意创新，勇攀高
峰，取得了一大批优秀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推
广应用和软科学研究成果，充分发挥了科技对林业
事业的驱动引领和突破带动作用，为助力科技自立
自强和乡村振兴，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出了
积极贡献。

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是我国林业和草原系统
的最高科技荣誉，每年评选一次。历届评选中，浙
江不仅获奖总数常年位居全国前列，获奖项目覆盖

面也更广泛，涉及种质资源、森林经理、生态保护等
多个林业学科，充分展现了浙江省林业科技创新的
综合实力。此次2项一等奖成果的取得是对浙江省
持续强化基础领域研究，突出林业科技社会服务，
林业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肯定，也标志着浙江
省在全国林业科技创新的赛道上，又迈进了坚实的
一步。

据悉，本届获奖项目中，自然科学奖17项，其中
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5项；技术发明奖 7项，其中一
等奖2项，二等奖5项；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137项，
其中一等奖6项，二等奖77项，三等奖54项。

本报记者 叶扬

柯桥举办全国化石爱好者大会
本报讯 日前，第十届全国化石爱好者大会暨 2023绍

兴柯桥古镇科普嘉年华活动在绍兴柯桥举办。
中国科学院院士戎嘉余、中国科协科普部基础设施处

副处长范宣涛、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监事长孙革、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张建成等出席大会开幕
式。古生物学家、科普专家和百余名化石爱好者齐聚一堂。

会上，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地质研究院、成都自然博物
馆教授欧阳辉，浙江自然博物院原副馆长金幸生，上海科
技馆原馆长、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王小明分
别作了题为“现代自然科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之路”“发
现！发掘！探究亿年前的岁月！”和“场馆资源及其研学教
育体系的构建”的精彩报告。

开幕式上还颁发了化石爱好者大会纪念徽章，对柯桥
古镇的盘古化石馆和福建省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两
个化石网科普教育基地进行授牌，并启动了第三届“我身
边的化石”科普创作大赛。

当天还组织了“化石爱好者论坛”“科普嘉年华报告
会”和“盘古杯科普创作大赛颁奖仪式”等活动，推出了精
心准备的10余个会议报告，既有科研人员对化石和进化知
识的科学讲解，也有化石爱好者对成长之路的精彩展示。

柯桥区科协作为活动承办方，致力于探索新时期科
学传播的新方法、新思路，架起学术科学与社会大众的桥
梁，进一步推动地方科普宣传教育水平的提升。

本报记者 叶扬

杭州院士路第三期落成典礼举行
本报讯 2020年 10月，国内首条院士路在杭州落成，

21位院士代表一起漫步院士路，留下科学思考、智慧进取
的“火种”。近日，杭州院士路第三期落成典礼在杭州植物
园举行，同时2023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研学活动也正式启
动。这条“星光大道”再度闪耀。

这条以中国两院院士和科学家代表为主题的院士路，
是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携
手精心打造的，也是国内首条院士主题路。2020年建成以
来，在后续三年里不断拓展，已完成院士路二期、三期建
设。2020年，首批院士铜制立座手模亮相，潘云鹤、沈允
钢、闻邦椿等20位杭州院士用手模留下光辉的印记；2021
年11月，院士路二期建设完成，新增徐匡迪、叶培建、许庆
瑞等13位院士的手模；2022年11月，院士路第三期建设完
成，新增陈宗懋、朱道本、金翔龙等27位院士的手模，目前
院士路手模总数达60个。手模旁刻有二维码，扫描后可浏
览院士的详细介绍。

2021年，主办方还特别成立了以杭州中小学生为主体
的“院士路护路队”，师生们踏上这条镌刻着科学精神与崇
高信仰的道路，见证了科学家们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光
辉历程。

活动现场，潘德炉院士给学生们带来了一场题为“卫
星海洋遥感的故事”的主题报告。本次活动由杭州市科
协、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主办，杭州市院士专家中
心、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科协、杭州植物园承办。 杭柯

舟山首批省市级博士创新站授牌
本报讯 舟山市首批省、市级博士创新站授牌仪式日

前在“舟创未来”人才专享周启动仪式上举行。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党委书记梅德庆、浙江海洋大学党

委副书记王捷为舟山市首批省级博士创新站——浙江冠
素堂食品有限公司缪文华博士创新站，浙江恒和食品有限
公司杨会成、姜维博士创新站；市级博士创新站——浙江
自贸区宝星生物有限公司陈艳、唐云平、韩涛博士创新站，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张小军博士创新站，舟山
市普陀山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陈惠芳博士创新站，浙江平
太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赵巧灵博士创新站授牌。

去年以来，舟山市科协积极深化“三服务”，贯彻落实
“千博助千企”促共富行动，带领青年博士深入企业，倾听企
业需求，为企业和人才牵线搭桥。通过精准对接，已有33家
企业与青年博士建立博士创新站，在新船型研发、绿色船舶
技术、高性能吸尘器流道设计与优化、海洋休闲食品研发等
方面累计开展了技术研发项目合作65项以上，其中不乏新
兴行业技术合作，涉及智能制造、新材料、智慧海洋、智能船
舶、旅游休闲等多个领域，海洋特色显著。 郑茜尹

《奇妙科学秀》走进南浔大剧院
本报讯 日前，湖州市南浔区科协将《奇妙科学秀》搬

进南浔大剧院。现场，台上台下频频互动，学生们的脸上
流露出探索科学、追求真知的神情。

《奇妙科学秀》将脱口秀和科学实验表演相结合，寓教
于乐。在现场演员诙谐的演绎下，化学、物理、数学、生物
等平时很多人兴致索然的“费脑科目”，像磁铁般吸引住了
学生们的注意力。该表演通过大量的实验及互动，带领学
生们走出课堂，近距离体验科学实验，发现其中奥妙，了解
科学原理。

现场互动实验所产生的代入感，让学生们在知识的海
洋中流连忘返，沉浸在平常难以触及的科学世界中，把知
识性、趣味性、互动性发挥到淋漓尽致。

互动环节，家长和学生们一起投入到奇妙的科学世界
中，遇见另一个“脑洞超大”的自己。剧中主角毛博士发挥
寓教于乐的精神，一边做科学实验，一边向学生们解释背
后的科学原理。在激发学生们兴趣的同时，培养他们的专
注力与实践精神，让学生们在探索中发现，在快乐中成
长。 王薇

泰顺推进智汇山区赋能行动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蜂业学会组织国家蜂产业技术

体系、浙江大学、浙江省畜牧总站、浙江省农科院、金华市
农科院、浙江金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的十余名专家，到
温州泰顺县开展科技服务活动，指导中蜂产业发展，助力
构建和美泰顺，实现“甜蜜共富”。

专家团一行实地调研了浙江百万名匠蜂业有限公司，
与当地低收入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泰顺中蜂产业现状与
问题需求，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座谈会上，泰顺县科协汇
报“一县一业一学会”当前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以及
下一步工作思路。低收入养蜂大户就如何拓宽中蜂产业
销路和提高蜂蜜质量等相关问题与专家团进行了初步探
讨和交流。专家们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泰顺县中蜂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成效，并就泰顺县中蜂产业特色化发展道路、
产业链打造要点等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

本次活动还为当地的学生和家长开展“近距离”探蜜科
普研学活动。省蜂业学会理事长、国家蜂产业技术体系岗
位科学家胡福良教授给学生们带来一场精彩的“蜜蜂&蜂
蜜”科普讲座，授课内容生动有趣，学生们受益匪浅。陈乐乐

积极搭建科协与学会合作平台

在开放合作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吴晓东，党组成员、副主席武传宇一行赴之江实
验室走访省科协数字科技学会联合体，开展主题
教育调研。

调研组围绕“科协组织发挥国际民间科技交流
优势助力浙江开放提升的对策研究”“学会如何发
挥跨界协同作用，组织科技工作者进行跨专业、跨
领域、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和科技攻关，赋能地方产
业发展”“学会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助力浙江数字
经济‘一号发展工程’”三个主题开展调研。

座谈会上，省数字经济学会、省人工智能学会、
省自动化学会、省电子学会、省智能技术标准创新
促进会、省汽车工程学会、省智慧城市促进会负责

人分别围绕调研主题进行了交流发言。
大家一致认为，科协和学会是国际民间科技交

流的重要渠道，要积极搭建合作平台，充分利用国
际科技资源，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浙
江“一号开放工程”。同时，科协与学会要通过世界
青年科学家峰会、国际绿色低碳创新大会等高能级
学术品牌活动，增强全省科协及所属学会国际民间
科技交流的活力，助力浙江打造开放大省；要发挥
学会及学会联合体的组织优势和人才优势，跨界协
同，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发展需求，广泛联结高
校、科研院所、企业、新型研发机构，通过组建服务
团，开展学术交流、产业咨询、精准帮扶、人才培养
等方式，赋能地方产业发展。

吴晓东在调研座谈时指出，面对日趋激烈的
国际竞争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上升的外部
环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除了要持之以恒
加强基础研究，形成源源不断的原始创新源头
外，还需始终保持开放交流的通道，更加主动地
融入全球创新体系，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

创新能力。
对于学会工作，吴晓东强调：一要树立国际视

野，形成开放生态。以专业化、国际化为目标，以学
国际惯例、法则为路径，找到与国际化组织存在的
差距，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能力，不断推进学会
高质量发展。二要找准关键赛道，打造前沿优势。
通过举办具有国际、全国影响力的品牌学术会议，
提升学会的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聚焦关键核心
技术和前沿领域，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瞄准重
大科学问题，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推动科技
创新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三要厘清资源任务，形
成协同攻关创新机制。要注重两个层面的协同：学
会之间的协同、政府-企业-学会-金融之间的协
同。四要发挥智力优势，形成科技智库力量。围绕
科技创新前沿和社会重大关切，有效汇聚广大科技
工作者智慧，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围绕传统产
业升级、新兴产业战略布局，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项目成果落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
撑。 本报记者 叶扬

本报讯 读万遍“粒粒皆辛苦”，不如下田来
体悟。为了让青少年深入了解现代农业科技的
应用，嘉兴市科技馆组建了一支科学小记者团出
发去“锄禾”。

7月 10日，富有探索精神的科学小记者们来
到嘉兴市农科院，这里是浙江省科学家精神教育
基地，科学小记者们通过参观科普展示厅、与农
业科学家面对面、体验农科院试验田等活动，感
受优质的农业科技产品，了解前沿农业科学家的
工作内容，从而激发对科学的兴趣和科学家精神
的培养。

科普馆承科普馆承““精神精神””

“古代农民伯伯顶着烈日‘锄禾’，现代农业科
技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同学们都知道袁隆
平爷爷，像他一样的农业科学家们是怎么开展工
作的？”带着疑问，小记者们第一次走进位于王江
泾镇的嘉兴市农科院。小记者们首先走进科普展
示厅参观，了解农科院的研究工作。

嘉兴市农科院始建于1956年，长期以来该院
利用稻麦育种的传统优势及新兴的蔬菜、瓜果、苗
木育种技术，为效益农业服务，实践科技兴农。今
年 5月，这里还入选了第二批浙江省科学家精神
教育基地名单，也是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嘉兴市
科普教育基地。

试验田学试验田学““稻稻””理理

科学小记者们来到农科院的水稻试验田参观。
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此时已经有了点点金色。

“这是早稻，马上就要成熟了。”为了不让“成
果”被小鸟偷吃，工作人员还为稻田罩上了网。

“为什么成熟的水稻田里没有水？”“为什么实
验田有的品种高、有的品种矮？”“水稻需要授粉
吗？”“真的有彩色稻谷吗？”……

跟着工作人员穿过网罩走进试验田，从小生
活在城市、对农业生产知识的了解和关注较少的
孩子们各个都是好奇宝宝。

“你们知道吗？再过十多天就是‘水稻双抢’
的日子了，既抢收早稻，也抢播晚稻。‘双抢’这个
时机对农民伯伯和我们科研人员十分重要，影响
着全年的科研工作。我们每天都要顶着烈日在试
验田里忙除杂草、收割水稻，确保育种工作顺利进
行。比今天可累多了。”听完这番话，孩子们明白
了水稻科研工作的复杂，水稻种植的艰辛和“一粒
米”的来之不易。

实验室种实验室种““理想理想””

在育种室，科研人员利用生物标本带孩子们

了解了水稻从一粒种子到发芽在育种室的不同形
态；在实验室，科研人员提取水稻DNA的复杂过
程让小记者们看得专心致志。在科学家与小记者
面对面环节，经济作物研究所马燕欣，水稻育种研
究所张馨月，生物技术研究所李白、种高军，农科
院四位不同领域的科研工作者解答了孩子们的满
满好奇心。

“一粒稻穗从最初的播种起，经过灌溉、施肥、
收割、制造、贩卖……累积了种种的力量与辛苦才
能成就一粒米。”通过这次活动，嘉兴市科技馆撒
出一粒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种出无限希望。

本报记者 叶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