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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浙”里新质生产力

向“新”跃升

扫一扫发现
“浙”里新质生产力

好吃又长得快，更适合腌制高品质火腿

有着大理石纹的“雪花猪肉”来了

雪花牛肉因其味美且营养价值较高而闻名遐
迩，那么，有着与雪花牛肉一样美丽大理石纹的

“雪花猪肉”，您吃过吗？6月 20日，在浙江省农科
院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记者见到了纹路清
晰、“雪花”相间、肉色鲜红的金乌猪肉。

金乌猪由该所优质猪育种研究团队选育，已
通过为期两年的新品种中试，在浙江省农科院5月
30日发布的 2023年度 8大重大科研进展中，榜上
有名。

“这个金乌猪包含较高比率的中国四大优质
名猪之一——金华两头乌的血统。”团队负责人潘
建治研究员告诉记者，因此兼具两头乌猪肉质优
良、繁殖力高和国外引进品种生长快、产肉性能高
等优势性状，是历时 13年选育出来的优质高效黑
猪新品种。

“选育过程大概分为两个阶段。”潘建治介绍
说，2011—2015年是杂交聚合制备育种材料阶段，
用杜洛克 2个品系与金华两头乌通过杂交、回交、
横交等组合选配，制备了包含 50%、25%、37.5%两
头乌猪血统的各种群体，经过生长、屠宰、肉质等
性能测定与猪肉品尝评价，兼顾优质与高效，确定
了金华两头乌血统 37.5%群体作为金乌猪选育的
基础材料；2016—2023年是群体继代选育与推广
应用阶段，利用多性状平衡选择策略和现代分子
辅助选种技术，推进了 6个世代的横交固定、持续

选育，并在 2021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实施完成了新
品种中试，获得商品猪生产
中试企业的高度评价。

经中试和权威机构测
定，该猪种肌内脂肪含量高
达 4%以上，而洋猪品种只
有 1%~2%。“没有脂肪的精
肉是没有灵魂的。”潘建治
评价道。而金乌猪肉“雪

花”明显，肌内脂肪含量丰富，吃起来更加鲜嫩多
汁、易咀嚼，肌肉中天冬氨酸、肌肽、肌苷等风味物
质含量高，充分保留了地方猪种肉质风味等优势
特色。

潘建治说，通过分子标记位点辅助选育，实现
了金乌猪培育群体毛色快速统一为黑色，受消费
者欢迎的肋骨数也获得增加，比两头乌多 1对，肋
排肉比例高，肥瘦适宜的五花肉、夹心肉多，皮的
厚度偏薄，特别适合烹制白切肉、干菜扣肉，也可
为加工酱肉、高品质火腿提供优良原料。

金乌猪不仅好吃，各项生产效率指标也得到
大幅提升，30至 100千克体重阶段日增重达 688.7

克，饲养 7个月就可达 110千克的出栏体重，体重
增长速度远快于金华两头乌，而且有更好的耐粗
抗逆特性，无论是在现代化规模猪场、传统小型猪
场养殖，还是在农户简易猪圈圈养或山地放牧，都
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

据介绍，目前金乌猪已获省内 8家、省外 1家
养殖企业应用，纯种商品猪年产规模达 2.5万头，
支撑创立了“桐香黑猪”“农科金乌”“向阳乌猪”等
多个优质猪肉品牌，有望替代原始地方品种和外
来品种，助力自主猪种业发展和养猪业优质化转
型，满足消费升级需求，展现出重大的应用价值和
广阔的推广前景。 本报记者江英华文/摄

图为育种团队骨干黄菁副研究员在介绍金乌猪肉的性状特征

王浩在杭州专题调研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作时强调

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 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

本报讯 3日，浙江省省长王浩在杭州市专题调研
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
要讲话精神，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持之以恒实施“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
程，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省建设，增加高质量科
技供给，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做好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
供战略支撑、注入强大动能。

湘湖实验室是浙江省唯一一家农业领域的省实
验室，以农业核心种质资源生物制造为主攻方向，着
力破解农业领域重大科学与技术问题，突破农业“卡
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实验室主任李培武院士向王浩

介绍了近两年来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生物固氮、小
麦赤霉病防治等方面取得的突破。王浩给予充分肯
定，要求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和运用推广力度，为全省
生态高效农业发展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他指出，实
现农业现代化，科技创新很关键。要深入实施“科技
强农、机械强农”行动，建好用好湘湖实验室并发挥
好省农业科创平台的关键性作用，大力推进农业核
心技术创新，持续加强在农业生物技术、绿色智慧
高效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质量与生命健康等新兴
交叉领域科技研发力度，力争尽快取得一批标志性
成果，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在谢径安·传化农创
村，王浩走进农业科创中心数字种苗工厂育种大棚，
察看农作物长势，要求牢牢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
动，立足资源禀赋加快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绿色

农业，进一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更好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

白马湖实验室两年来聚焦太阳能转化与催化、氢
能与储能、能源清洁低碳利用等领域持续攻坚克难，
为全省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关键支撑。王浩参观科研
设备和技术产品展示，与实验室主任高翔院士深入交
流，对新能源领域取得的科研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勉
励科研团队在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路上矢志奋斗、勇
攀高峰，推动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更好服务国家和省
重大战略需求。王浩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
民生，要围绕推进能源科技自立自强，深入实施绿色
低碳发展和能源保供稳价工程，聚焦海上风电、新型
储能、碳捕集利用等重点领域，通过省实验室等科创
平台，集聚整合更多创新资源，进一步推动产学研深

度融合，更好牵引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加快把新能源
技术和关联产业培育成新的增长点，推动经济社会绿
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省智能感知技
术创新中心，王浩详细了解智能感知前沿技术研发情
况。他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
力军，要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的生态，集
聚各类资源，支持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王浩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推进科创平台牵动科
教人贯通改革，建立完善预算编制、项目实施、资金配
置、人才使用等协同机制，切实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
益，进一步促进高水平大学、高能级创新平台、高层次
人才要素互通、优势互补，加快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
良性循环，全面锻造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硬核能力。

卢山、姚高员参加调研。 余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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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2日，浙江省科协大
楼科学咖啡馆正式启用，并举行以

“科企融汇 共筑新质生产力”为主题
的浙江省科技型企业家产业对接首
场活动。此次活动致力于科技型企
业家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结合，促进
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发展，为科技研
发、产业落地与政府支持三方搭建高
效沟通交流的平台。

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志镇以
“发展新材料产业，促进新质生产力”
为题，发表了“浙江省科技型企业家”
主题分享。他表示，科技创新与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需注意以下四点：一是
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学成果转化应
用；二是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
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
硬科技；三是利用科技提升传统产
业；四是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

作为浙江省最具创新力青年科
技型企业家之一，杭州鲁尔物联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胡辉作了

“深耕安全物联，共筑科创引擎”主题
分享，阐述了青年科技型企业的科创
路径。他认为，创新不是目的，创新
的产品和服务是发展的目标。“新生
代企业家是幸运的，我们要在学习
老一代浙商精神的基础上，加持创新
生产力，敢做拓荒者和产业领跑者，
把产品做好的同时，尽好社会责任。”

解锁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钥匙是
什么？作为浙江省科技型企业家入
库人选，龙兴（杭州）航空电子有限公
司董事长胡兴认为，关键要做产业升
级。他介绍，飞机智造产业链非常
长，是近百万亿级的大产业。龙兴航
电作为民营企业，克服技术垄断、资
质获取难、成本高等多重挑战，为中
国大飞机产业提供了多种国产技术
为主导的航电产品以及智慧化解决
方案。

杭州衍进科技有限公司（Life⁃
Foundry) 创始人&CEO晁然则分享了

“利用合成生物学加速构建新质生产
力”。他从生物制造领域分析，成果
产业化非常偶发、投入大、周期长。
立足杭州的区域特色，他表示：“相较
更大的产能，我们需要更优质的产
能。在杭州这样人才密集、智力密集
的地方，可以加大生产型服务业的比
重，来帮助构建以生物制造为基础的
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

现场，浙江省科协学会部部长张
恒、浙江省创投集团总经理胡永祥、
余杭区副区长罗建强、萧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俞万昌，分别就智力支持包、
金融支持包、政策支持包进行推介。浙江省数字经济学
会常务副会长章丰发布了“科技型企业家创业营”计划。

罗建强表示：“杭州市余杭区将在前期的空间和人
才招引上进行补助，支持研发、设备投入。我们坚信‘你
负责茁壮成长，我负责阳光雨露’，也相信与创新同行，
就是与未来同行。”

此外，咖啡馆特别设置了项目成果展示及交流对接
区，邀请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浙
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三大科研机构，向现场嘉宾发布最
新科研成果，让科研 idea从实验室“走出来”。浙江传媒
学院教授朱永祥还带来了一场科创公开课，分享了企业
家打造个人 IP的理念和方法。

作为浙江省科协推出的科学传播模式，“科学咖啡
馆”通过一杯专业的“科学咖啡”，打造更宽阔舒适的交
流空间，旨在秉持前沿、开放、协同的理念，搭建以“人”
为核心，以“咖啡”为媒介，以“科技”为主题的线上线下
结合的专业化、社交型平台，打造一个可以自由聚会、交
换意见的科学空间，探讨前沿科技与创新，碰撞思想火
花，促进社会各界的交流。 本报记者 叶扬

专家学者、投资者与企业家的共同心声——

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推动和创新驱动
本报讯 一场以“向新向实，聚力

有为”为主题的科技投资论坛，日前在
广西桂林举行。

经济学专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教授华民分享了《文化与发展》这一研
究新课题。他用古今中外大量的例证
表明，世界各地的发展，表面上是以经
济数字来呈现，而从深层次看，无不因
文化背景、价值观在推动或掣肘。什
么样的文化土壤，就会结出什么样的
发展“果实”。从社会的大文化到企业
的小文化，都深刻影响着发展模式及
发展方向的选择，从而为人们分析、思
考发展问题和趋势打开了新的视角。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蒋岳祥从
宏观逻辑的角度，阐述了不确定性的
内在规律，他鼓励企业家和投资者打

破思维定式，勇于面对不确定性。在
充满变数和挑战的环境下，富有创新
精神的企业，必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生力军。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100位专家、学
者、投资人、投研机构代表及企业家与
会。多位企业家结合各自的创业经历，
强调了人才、核心技术、企业文化、把握
机遇能力、坚韧不拔的企业家精神等在
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与会代表还实
地参观了在桂浙商企业广西新桂轮橡
胶有限公司。

桂林市有关部门介绍了当地的资
源优势与产业布局，希望包括浙商在
内的更多企业家走进桂林，把创新的
脚步及优质的项目留在桂林，成为桂
林市的“最佳合伙人”。 本报记者

再捧“科技创新鼎”背后的瓯海创新之路
见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