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角逐金梭奖

日前，2024年绍兴市柯桥区“金梭奖”手工灌
香肠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安昌街道安华村文化
礼堂举行，来自全区的灌香肠能手参赛，角逐“金
梭奖”。

据悉，本次竞赛根据灌制香肠的速度、品相
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对获得第一名且成绩合格
的选手，授予“柯桥区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钟伟 赵炜

本报讯 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动员部署会暨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11月
22日在杭州召开。浙江省委书记、省长王浩主持大
会并讲话，为 2023年度浙江科技大奖获得者等颁
奖。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
话精神，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锚定全面建
成高水平创新型省份战略目标，以教育科技人才一
体改革发展和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为
主要支撑，以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
关键路径，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在以科技
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为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浙江新篇章提供强劲动力、奠定坚实基础。

浙江省政协主席廉毅敏，省委副书记、杭州市委
书记刘捷，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省
长、省政协联系科技工作的副主席，省法院院长、省
检察院检察长，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出席。

上午9时，大会开始。会议宣读《浙江省人民政
府关于 2023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中
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授
予杭州市等市县2023年度“科技创新鼎”的通报》。

王浩向 2023年度浙江科技大奖获奖团队代表
颁发奖章、证书。随后，王浩等省领导为获得 2023
年度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和 2023年度“科技创新
鼎”的单位和个人颁奖。

会议就《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 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课题作辅导，解读《关于加快建设

创新浙江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施方案（审
议稿）》并作任务分解。

王浩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
期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主持召开全省自主创
新大会，作出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重大战略
部署，并作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
署。特别是去年考察浙江时，明确要求浙江“在以科
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全省上下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破解浙江高质量发
展新的“成长的烦恼”，关键在创新；深刻认识站在新
起点，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十分紧要、势在必行，浙江有基础、有条件，必须做
好、也完全能够做好。要坚定信心、下定决心、主动
出击，锐意改革创新、强化担当作为，拿出爬坡过坎
的韧劲和只争朝夕的拼劲，大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
落细，奋力打开高质量发展新天地。

王浩强调，要牢牢把握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四梁八柱”和工作导
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紧紧围绕科技创新、产
业创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找准发展定位、明确
发展方向；坚持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做深做
透“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一体建设教
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
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两篇大文章；
坚持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充分发挥浙江市场经济
活力足、经营主体多、科技成果应用转化快的优势，
在“从 1到 10”“从 10到 100”的产业创新领域大展
身手；坚持系统观念、辩证思维，处理好继承与创新
的关系，把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工作部署进一步延续

好、集成好、深化创新好，并根据发展需要，研究实
施一批具有突破性的改革举措。

王浩指出，要按照“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
好每一年”的思路，科学确定到2027年的工作目标，
细化制定分领域目标，推动教育强省建设、科技强省
建设、人才强省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产业结构显著
优化，经济发展质效显著提升，前瞻谋划到 2030年
和2035年的目标任务。在此基础上，明确每一年的
重点工作任务，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加快建设创新浙
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要聚焦聚
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加快取得实质性突
破；聚焦聚力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推动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焦聚力统筹推进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
局，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聚力创
新基础设施和大项目大平台建设，加快筑牢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底座支撑；聚焦聚力迭代优化政策支持
保障体系，加快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王浩强调，要加强对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全面
领导，优化组织领导体系，健全专班推进机制，做到
政策一体谋划、机制一体完善、工作一体推进、考核
一体评价；加强工作调度，完善考核体系，营造最优
生态，树牢“谁发展得好就支持谁”的鲜明导向，进一
步激励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汇聚形成加快建设创新
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合力。

各设区市、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省直有
关部门、省属企业、本科高校，有关省级新区、高新
区、经开区、自贸试验区、综保区，国家实验室、部分
全国重点实验室、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部分
科研院所、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主要
负责人，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省获奖代表
参加大会。 余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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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动员部署会暨全省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杭召开

吹响加快建设创新浙江的号角

310项成果获2023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超95%获奖成果由企业牵头或参与
本报讯 11月 22日，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动员部署会暨全省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在杭州举行。大会表彰了 2023年度浙江省科
学技术奖310项，其中，浙江科技大奖1项，自然科学
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共 299项，国际科
学技术合作奖10项。

浙江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年度省科学
技术奖成果体现了浙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有机
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个强省”建设的新
成效，为涌现更多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标志
性成果、推动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
前列奠定了扎实基础。

综观此次省科技奖获奖成果，从“混凝土微观结
构解析与强韧化设计基础研究”到“视神经疾病微创
治疗关键技术开发与应用”等，研究内容广泛，覆盖

各个领域，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
发展。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均达到
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且全部实现了产业化或
推广应用，覆盖了“315”科技创新体系重点领域，有
力支撑“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均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或填补国内外空白，
并经过具体产业场景的验证，具备从“书架”走向“货
架”的坚实基础。

从创新主体上看，科技企业日渐成为重大科技
创新成果产出和转化的主体。获奖成果中，企业牵
头或参与的成果共286项，占95.7%。国有企业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牵头或参与的获奖成果共 90项；民
营企业获奖比例持续提高，牵头或参与的获奖成果
共207项，占69.2%，比上年提高10.7个百分点。

教科人一体贯通加快推动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

出。一等奖成果中，浙江大学牵头 33项，省属高校
牵头 12项，其中浙江工业大学牵头 8项，为争创“双
一流”大学筑牢基石；十大省实验室、十家省技术创
新中心“双十”平台牵头或参与的一等奖成果12项，
较上年度增长 71%；青年科学家牵头 16项，较上年
度翻了一番；女科学家牵头6项。

这些成果进一步体现浙江省统筹推进“双十”平
台建设和“双一流 196工程”建设明显成效。此外，
浙江省持续推进人才互聘、成果互认，教科人一体贯
通取得实效，涌现出一批“编制在高校、科研在平台、
转化在企业”的重大成果。

本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还遴选了一批在生命健
康、社会科普等领域的优秀成果。医疗卫生领域获
奖成果共33项，其中一等奖成果6项；科普成果获奖
4项，起到较好的科普引领和示范作用。 何冬健

最高可贷50万元，个人保障额度最高可达322万元

温州为技能人才和企业定制金融服务

本报讯“没想到，凭借技能得到了 300多万元
的保额。”11月24日，叶慧技能大师工作室签下了温
州首笔“技能共富保”技能人才综合保险，曾获评“浙
江工匠”“中国汽车服务金扳手奖”等荣誉称号的技
能人才叶慧为此点赞。这笔保险根据工作室性质定

制专属服务，包含意外险、家财险等，让技能人才增
技增收更有保障。

今年以来，温州积极推进“技能强城”行动，优化
资源配置，发挥金融引导作用，为技能型企业及技能
人才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包括推出“技能共富
保”“技能共富贷”等金融产品，个人保障额度最高可
达322万元；技能型企业最高可贷1000万元，技能人
才最高可贷50万元。

“技能共富保”由政府指导、商业化运营，针对技

能人才、技能人才家庭、技能型企业推出三大系列保
障计划，涵盖个人意外、责任、健康风险，家庭的财产
风险及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等内容。温州区域内取
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专项职业能
力证书的技能人才均可享受该金融服务；温州属地
技能型企业享受保险产品包含企业财产、雇员意外、
产品责任、出口应收、内贸应收、科研保障等内容。

今年以来，温州累计向技能人才和企业发放贷
款1万多笔，全市新增技能人才7.8万余人。 王艳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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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宇航员为什么喜欢吃
川菜？为什么冰淇淋冰冻几个月后
会更硬？通过育种可以改善过敏原
问题吗？11月 24日，一场以“打
破砂锅问到底：科学‘食’光机”
为主题的“科学咖啡馆·菠萝科学
季”活动在杭州西湖体育馆举行。

这是“科学咖啡馆”与“菠萝
科学奖”首次携手。本次活动邀请
2024“菠萝科学奖”候选奖项中的
主创团队与专家学者、食品产业企
业家们共聚一堂，围绕日常生活中
舌尖上的科学事件，进行充满好奇
心与探索性的创想对话，探讨食品
领域前沿科技与创新，碰撞思想火
花，促进科学跨界交流。

作为浙江省科协推出的新科
学传播模式，“科学咖啡馆”与

“菠萝科学奖”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秉承着前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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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性平台，打造一个自由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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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科学领域跨界交流。

现场，台湾大学特聘教授、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天文学博士
孙维新针对“宇航员为什么喜欢吃
川菜？”进行了分享。他表示，在
太空环境下，宇航员的肠胃会变
差，受到太空微重力的影响，人体
体液会向上涌动，很容易引起面部
肿胀、鼻窦阻塞，这样会使得味觉
和嗅觉不敏锐甚至失灵。

“当你捏着鼻子时是吃不出糖
豆味道的，一旦你放开手，气味会
帮助我们确定食物的味道。”孙维
新还带着观众做了“鼻后嗅觉”测
试，大家纷纷拿起五颜六色的糖
豆，捏着鼻子进行咀嚼。

孙维新解释，捏着鼻子的状
态 便 是 宇 航 员 在 天 上 “ 鼻 窦 阻
塞”的状态，所以航天食品制作
时会需要添加更多刺激性调料，
才能使宇航员尝到与地球上接近
的味道。而川菜的调味料能够较
大程度地刺激宇航员的味觉，因
此他们更喜欢吃川菜。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果树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中山、浙
江寿仙谷植物药研究院副院长杨继
鸿、浙江工商大学食品微结构实验
室副研究员李腾、杭州认养一头牛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负责人孙美
玲等分别从各自研究领域分享了有
趣又好玩的科学研究。

如何看待跨学科的科研合作机
会？未来产品创新如何借鉴跨学科
思维？怎样在保证食品美味的前提
下，利用科学技术开发出更符合人
们健康实际的食品？现场还特别策
划了圆桌论坛，专家学者们分别结
合各自领域，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当天，活动现场洋溢着浓厚的
好奇心，吸引了许多青少年的积极
参与。人体冷冻技术是否真的能够
实现复活？菠萝为何在蘸上盐水后
会变得更加甜美？各种水果是否都
能进行杂交？小朋友们纷纷举手，
向专家们提出了他们心中的疑问。

2024“菠萝科学奖”的关键词
为“食物”，围绕主题“打破砂锅
问到底”特别设置了发明、医学、
生物学、物理、心理学等十大奖
项，其评选既富含强烈的生活创意
与好奇心，背后也蕴含着周密的科
学理论基础与研究成果。

本报记者 叶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