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教融合

9月15日，浙江省教育厅、浙江工商大学与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10×1000
金融科技基础课程”结业典礼。本次项目是教育
开放的新尝试，也是教育界、企业界和高校紧密
合作的典范，更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

浙江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牟凌刚表示，
本次10×1000金融科技基础课程项目高度契合

“高校所需、师生所爱”，希望未来各方继续加强
协作，持续优化 10×1000 金融科技基础课程项
目方案，努力打造“学在浙江”金名片。浙江工商
大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胡金生希望未来能有更
多机会与蚂蚁集团这样的行业领军企业深入合
作，推动产教融合，共同努力推进数字经济蓬勃
发展。 本报记者 赵琦

山海交融 引才汇智

甬丽合作推进丽水精密制造产业
本报讯 9月 17日，2023“甬丽合作”高端装备

精密成形技术协同创新大会在丽水举行。
大会主题为“共享高端装备科技成果，赋能工

业产业智慧升级”，由丽水市科协、宁波市科协联合
主办，邀请了专家、学者交流和分享高端装备与智
能制造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来自相关领域的企事
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等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

丽水与宁波，一个是浙江山区生态“绿心”，一
个是浙江沿海经济“核心”，甬丽山海协作已走过二
十余年。两地立足“丽水所需、宁波所能”，坚持“山
有所呼、海有所应”，发挥资源互补优势，聚焦产业
培育、项目建设、创新驱动等领域，推动产业合作、
创新驱动、人才共享，携手协力促进经济社会融合
发展。

宁波市科协主席刘立群表示，大会旨在关注当

前高端装备精密成形领域的科技创新需求和产业
发展需求，通过两地科协协调交流与引导，组建专
家团队深入企业开展技术服务，解决企业技术难
题，推进两地在该领域的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她
建议，两地科协应进一步健全在共享院士专家资
源、交流学会资源、引进海外智力、共建科普基地等
方面的合作机制，开放共联，为两地的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自丽水实施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
升工程以来，精密制造产业呈现出发展势头强劲，
行业企业之间形成了协同创新、资源共享的良好局
面，逐渐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条。2022年，精密智
造产业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704.08亿元，同比增长
9.1%，预计到 2027年，有望形成丽水市首个千亿级
产业集群。”丽水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沈根花

说，专业技能和创新思维的人才是推进丽水精密制
造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丽水鼓励
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同开展
技术研发，推动产学研结合，提高产业人员技术水
平和企业创新能力。

现场，举行了浙江百事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
十家博士创新站授牌。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宁波
分院与丽水学院签署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高端装备精密成形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协同创
新、提升产业能级、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展
开系列合作。

当天下午，助企专家团队就分赴遂昌、松阳、龙
泉、青田、丽水开发区开展实地调研工作，为精密制
造产业企业提供规范化、专业化、精准化的指导与
服务。 本报记者 徐军

宁波市科普宣传周启动
本报讯 9月 15日，2023年全国科普日宁波主

场活动暨宁波市科普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大连理工
大学宁波研究院举行。宁波精心设计推出“六大活
动”，通过科普报告进基层、科技创新成果展示、科
普进乡村、亚运主题科普宣传、科技志愿为民服务、
云上科普竞答等形式，以弘扬科学家精神、科技成
果普及、科技助农、知识讲座等为主要内容，紧扣优
势产业，立足科普惠民，助力创新发展。通过一系
列社会需要、公众喜欢、服务面广的科普活动，激发
全民科学梦想，营造良好创新氛围，为提升公众科

学素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汇聚众志。
此外，在为期一周的活动期间，宁波市各级科

协系统、科普教育基地、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学
（协）会将推出 200多项科普活动，为公众送上科普
大餐。

启动仪式上，为宁波市科学家故事众创空间
授牌，为宁波帮博物馆、钟观光纪念馆等浙江省科
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授牌，同时，授予了屠呦呦旧居
陈列馆、谈家桢生命科学教育馆、周尧昆虫博物馆
等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牌匾，为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的一、二、三等奖获奖青少年颁发了
奖项。

欧洲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2023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高会军，大连
理工大学宁波研究院院长郝海代表科技工作者作
科技自立自强科普宣讲，倡议广大科技工作者要
坚守时代使命，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将
科研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服务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 本报记者 徐军 通讯员 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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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手球馆率先用上6G关键技术之一——RIS智能超表面技术

一张薄板让信号增强10倍

本报讯 只要在亚运场馆外放置一张看似平平
无奇的薄板，即使是在用户密度较大的环境里，场
馆内的观众在观看比赛时仍可体验到500M的下载
速率和 120M的上传速率，与场外朋友实时分享激
烈的比赛战况……这项技术，就是入选了第十九届
亚运会智能应用重点项目的“基于智能超表面RIS
的新型移动通信技术在亚运场馆的示范应用”。近
日，记者在浙江工商大学手球馆看到，RIS智能超表
面已经完成正式赛的应用部署，将在比赛期间大显
身手。

“RIS智能超表面”产品由东南大学崔铁军院士
及金石、周小阳教授团队与杭州钱塘信息高等研究
院共同研发，该技术是一种基础性创新技术，有着
可编程电磁特性的人工电磁表面结构。“智能超表
面”被认为是6G关键技术之一，它可以解决场馆中
5G网络覆盖空洞补盲、室内覆盖增强、边缘覆盖延
伸、边缘速率提升、同频干扰抑制等现实问题，大幅
提高室内外无线通信信号强度，提升通信覆盖范
围，从而显著提高无线通信质量。

“简单来说，RIS智能超表面可以安装在任意位
置，当基站电磁信号打过来时，RIS按需反射电磁信
号到覆盖弱区域并自适应调节信号角度，从而实现
网络无缝覆盖。”据东南大学电磁空间科学与技术

研究院执行院长周小阳教授介绍，经过测试，
同个位置信号能增强 10倍以上，同时还能补
充信号盲区，将有力提升办赛和观赛的质量。
此外，用户在场馆移动时，动态智能超表面反
射波束仍可以及时准确跟随用户，信号强度和
速率均保持稳定。

低成本、低能耗是“智能超表面”技术的显
著优势。周小阳表示，中国的 5G基站建设推
动较慢的一大原因是由于其存在建设成本高、
功耗大、信号稳定覆盖难等问题，智能超表面
硬件成本低，且能减少站点密度，相比基站，成
本和功耗大幅降低。据计算，达到相同传输速
度，应用RIS技术可节省 1/4的基站建设成本
和30%~40%的运营成本。

“智能超表面”产品还拥有易部署、易隐
藏的特点。目前，公司共研发了全频段智能超表
面RIS产品、信号屏蔽膜和信号增透玻璃、建筑装
饰材料等形态的产品，还可根据用户需求量身定
制，与室内装饰融为一体，兼具科技与美观。此
外，智能超表面是无源、准无源产品，移动方便，用
户可根据需要随时调整摆放位置，达到更好的使
用效果。

智能超表面的应用场景很广阔，高层住宅、地
下停车场、高铁、电力传输网、人群密集处……这些
一贯信号较弱的区域，都可实现无线信号的稳定连
接、快速传输。

“相比于其他的 6G的相关候选技术，RIS技术
可以说从原创到关键技术攻关到场景领先，都是

中国首创的。”周小阳介绍，该技术也获得了国际
的认可，在第 48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透明智
能超表面”产品从众多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
发明金奖。据外媒报道，全球移动通信标准化组
织 3GPP正在推动将RIS（智能反射表面）作为“标
准6G技术”。

目前，该项技术已在杭州亚运会场馆“大小莲
花”、手球馆、杭州亚运村等进行两轮测试，均取得
不错的效果。亚运期间，该项技术将在“大莲花”、
手球馆、轮滑馆、击剑馆等大型场馆正式投入使用，
使现有 5G无线网络能量覆盖更均匀，能量利用更
高效，为绿色低碳亚运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陈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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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5日，“科创温州 产
业聚能”2023 年浙江大学温州研究
院建设推进大会在温召开。

会上，浙大温州研究院院长叶志
镇院士发布了“全球首条全固态钙钛
矿量子点扩散板产线”与“锌溴液流
电池中试产线”两条新产线，“CO2捕
集膜装置”“新型相变智能材料防雷
系统”与“家用厨余垃圾处理机”三个
新产品。

由温州锌芯钛晶有限公司研发
的全固态钙钛矿量子点扩散板能让
显示屏幕色彩更鲜艳、更饱满、更逼
真、更清晰、“像素”更高，且材料更
环保、更便宜。锌溴液流电池产线
由锌时代能源有限公司研发，集高
安全、低成本、长寿命、易集成、易运
维于一身，现拥有 20 项锌溴液流发
明专利。

截至目前，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
已有 6 家产业化公司完成产线搭建
与投产，进入中试与规模化生产阶
段。这批产线作为科创产品的孵化
池，将最大化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
也意味着温州材料产业新力量正崭
露头角。

此外，研究院三大新产品首次
发布。温州灵碳金刚科技有限公司
推出二氧化碳膜捕集装置，该款新
品配备 9 支捕集膜，可实现二氧化
碳年捕集 5000 吨，为碳中和加码并
为后续的资源化利用提供黑科技基
础。温州雷行泰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颠覆传统避雷技术，推出新型相变
智能材料防雷系统可实现雷电能量
99%吸收，1%取电吸收，实现雷击区
域内保护效果达到 99.9%，较之传统
避雷针等避雷产品，可进一步减少
雷电后火灾发生概率。浙江锌芯友
好环境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的家
用厨余垃圾处理机概念新品，可实
现餐厨垃圾无需干湿分类，做到一
个五口之家三个月无需倒一次垃
圾，为厨余垃圾源头化处理提供更
经济、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研究院将持续推动一批科技成
果从浙大校园到温州落地转化，先后
推出了 12款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创
新产品，推动技术产品化取得长足进
展。至此，研究院所研发各个智能高
科产品，已分布于光电、能源、环境、
电气、数字技术、生命健康等领域。
会上，研究院还进行了订单签约、海
外高层次人才签约、龙头企业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与融资仪式，并举行了温
州新材料产业发展论坛。

通讯员 艾彼 本报记者 徐慧敏

莲都：激荡科协力量推动科创科普两翼齐飞
本报讯“‘科学博士’的手上蹿出了一大把火

焰，好神奇啊！”“我看到‘科学博士’手里的干冰爆
炸成一团烟雾了！”……在丽水市莲都区城西学校
的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科学小实验的无限科
技魅力。

点燃科技创新梦想，普及前沿科技知识。9月
17日，2023年丽水市莲都区全国科普日启动仪式暨
人工智能科技展在莲都区城西学校拉开序幕。

活动现场，随着科普大篷车的缓缓驶入，一台
台科技互动设备在学校室外体验区逐个“下车”。

“VR机器人”“VR太空船”“VR飞行器”“心跳”“声
光反应测试”“旋转的银蛋”“小球运动”……20余
台设备瞬间铺满了城西学校大院，项目涉及了
AR、VR、物理学、声学、光学、人体科学等诸多科学

领域。
在城西学校体育馆内，对称排列的十余张方形

桌台格外醒目。“格斗机器人”“竞技机器人”“拳击
机器人”尤其吸引男孩子争着体验，“书法机器人”

“象棋机器人”“派送饮品机械臂”引来了成群的物
理小学迷们的好奇探索。不少大学生志愿者变身
科普达人，向参加活动的小学生们讲解起各个“科
技项目”背后的科学原理，让孩子们在互动中快速
学习新奇的“前沿科技”。

随着“阿尔法机器人军团”组团开舞，现场活动
氛围逐渐步入高潮。在科学实验奇幻表演环节，

“科学博士”通过大约 20分钟的时间带领孩子们领
略了“掌中火”“水火不容”“干冰大爆炸”“干冰变
色”“大气压”“空气大炮”“消失的水”等7个项目，引

得现场500余名中小学生们惊呼不断。
莲都区委副书记朱芝贵表示，基层科协组织要

发挥科普主力军作用，要锚定建设百万级人口现代
化城市的长远目标追求，携手广大市民朋友及科技
工作者和科普志愿者把握当今科学发展的大势，通
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推动
新时代科普事业再上新台阶。

莲都区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活动的主办
方，区科协通过把“科技课堂”搬进校园的方式，为
青少年和科技教师提供了科学教育实践与交流的
平台。接续锚定建设百万级人口现代化城市长远
目标，区科协将持续团结带领基层科协充分发挥科
普主力军作用，助力推动科创科普两翼齐飞。

本报记者 徐军 施洋洋 通讯员 舒跃军

“智汇余杭”系列路演活动开场
本报讯 “智汇余杭”科技成果转化系列路演活动

——之江实验室智能物联专场近日在杭州技术转移转化
中心路演厅落幕。近40位来自上市企业、科创企业、投
资机构、银行、媒体的代表参加。

“智汇余杭”科技成果转化系列路演活动由余杭区科
技局主办，杭州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承办，活动旨在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对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助力杭州市构筑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首选地，助推余杭区构筑首选地第一区。

项目路演环节，智能教育知识库、高价值蛋白酶、
风力发电机叶片检测、三维光声断层成像技术、高精度
超声扫描显微镜、算法驱动机器人的材料自驱研发、智
能手语生成、玩伴机器人等8个项目参与了路演展示，各
项目负责人均为深耕智能物联领域的专家，他们分别就
团队背景、产品介绍、技术能力、商业模式和市场前景
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华旦天使投资、天使湾创投、浙
江天堂硅谷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毅达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轻工业研究所、浙江理工大学、中
国银行余杭支行等专家代表作为评委。他们对项目进行
了专业的点评，同时与项目负责人就项目亮点、转化需
求与未来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项目路演完成后，有部分企业表现出了兴趣，并示
意后续进行对接。”智能手语生成项目负责人李萌坚说，

“很感谢主办方提供了一个资本、企业和政府之间交流的
平台，使得我们的项目得以展示，同时也很感谢评委专
家的点评互动，为我们的项目提供了一些实战方面的帮
助，指导我们项目能更好地转化落地。”

本次活动是区科技局“智汇余杭”科技成果转化系
列路演活动的第一场，也是深入服务科技成果转化，为
创新项目铺桥架路的一次积极尝试。下一步，区科技局
将积极引导各类创新资源要素聚集，持续探索科技成果
转化体制机制创新，借助品牌路演等多项活动，着力破
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搭建起让资本、产业与科研人员

“碰面”的渠道，实现更多成果落地转化，打通科技成果
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杨柳树 通讯员 杨扬

临平科普研学线路地图发布
本报讯 9月14日，在2023年全国科普日暨临平区科

普宣传周启动仪式上，杭州市临平区科普研学线路正式
向公众发布。

临平科技馆科普研学自 2022年以全新的形象“科探
出发了” 亮相，以“童眼看家乡、童心探科技、童语话
科普”为定位，目前已经开发了12处研学活动基地，组
织完成23场活动，21所学校近1400人参与，2024年拟增
设研学基地10处。

临平科技馆依据临平区人文特色、产业特色、环境
特色等建立了科技+系列研学课程资源库，包括科技+生
态环境、科技+乡村人文、科技+智能智造、科技+医药健
康四个系列特色科普研学课程。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家
乡的自然风情、科技企业、非遗文化，让科普研学活动
成为临平科技与文化对外展示的窗口。

临平科技馆馆长汤凌表示，此次临平区科普研学线
路地图的发布，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学生走出校门，“走
进”厂门、馆门，同时也期待与更多的临平区企事业单
位共建科普研学基地，构建“大科普”格局，进一步培
养学生们热爱科学、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赤子情怀。

本报记者 蔡家豪 通讯员 汪金金 肖品 宋艳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