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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聚力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

浙江完成10家省技术创新中心布局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浙江省科技厅获悉，浙江启

动建设第二批 4家省技术创新中心，即省飞机复合
材料技术创新中心、省激光智能装备技术创新中心、
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和省绿色石化技术创
新中心。至此，十大省技术创新中心完成布局，战略
科技力量持续强化。

省技术创新中心是浙江技术创新中心体系的核
心组成部分。2021年，浙江省印发《关于加强技术创
新中心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快构建技术创
新中心体系，明确提出到 2025年，建设省技术创新
中心10~15家。

首批 6家省技术创新中心于 2022年启动建设，
已引进院士8人、国家海外引才计划专家11人，承担
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20项，涌现出了国内首个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工厂操作系统、面向国家深海
作业的涤纶工业丝缆绳等一批“硬核”成果，为推进

“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此次新建的 4家省技术创新中心，将继续聚力
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抢占一批前沿技术制
高点，并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带动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融通创新，支撑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

省飞机复合材料技术创新中心将依托杭州市钱
塘区航空航天“万亩千亿”的新产业平台，主攻高性
能碳纤维复合材料原材料、大尺寸复合材料构件制
造装配工艺、大尺寸复合材料产品专用装备等三大
方向，破解高韧预浸料、共固化工艺、自动铺丝装备
等“卡脖子”难题。

省激光智能装备技术创新中心设在温州，主攻高
性能激光器、智能加工头等高端核心元器件和航空航
天、船舶等领域尖端应用激光加工成套装备等“卡脖
子”技术，为浙江和全国提供自主可控的激光智能装
备与技术，支撑引领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

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位于台州，拟突
破数控机床领域技术、产品壁垒，解决数控机床数字

化设计和高性能关键零部件等方面“卡脖子”技术，
推动浙江数控机床产业高端化发展、做强做大相关
产业。

省绿色石化技术创新中心地处宁波，将聚焦节
能降耗零排放、石化行业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
减量化资源化利用和高效分离清洁生产等四大方
向，攻关节能低碳和清洁环保的石油化工新工艺，带
动浙江石化产业向低碳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提升石
化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助力浙江从石化大省到
石化强省跨越。

浙江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浙江将发挥好技
术创新中心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大效能，针对不同
领域的竞争态势和创新规律，继续探索技术创新中心
不同类型的组建模式、治理结构，深化体制机制创
新。同时，加大对技术创新中心的支撑保障力度，提
升技术创新中心的集聚效应，为争创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甘玲 通讯员 王明月

招才引智桥头堡助推浙江高质量发展

浙江在京院士之家揭牌
本报讯 2月 2日，“浙江在京院士之家”揭牌。

这标志着“浙江院士之家”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浙江院士之家’是浙江集聚高端人才科技创

新和人才引育的新平台，是‘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
的提升，承载着集聚院士智力、开展学术交流、孵化
科技成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产业发展等功能。”省
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谢志远表示，“通过用好院士
之家‘高端智库’，有利于我省打造高端智力集聚地、
技术创新策源地、成果转化示范地，打造面向全国、
服务浙江的科创新高地。”

截至目前，全省“院士之家”已累计柔性引进合
作院士 223名，吸引“两院”院士到访 965人次，开展
各类高端学术交流活动112场，开展院士行活动262
次，引进项目落地和成果转化155项。成立“浙江在
京院士之家”，搭建团结凝聚在京院士的“连心桥”，
是省科协推进人才强省、创新强省、助力共同富裕的
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的一次务实行动。

随着“浙江在京院士之家”的揭牌，“浙江院士之
家”已实现全省“11+1”全覆盖。“浙江在京院士之家”
将发挥招才引智的桥头堡作用，更大范围、更高维度
集聚在京院士智力和创新资源，并与省内院士之家
形成内外联动，吸引更多院士专家到访浙江、选择浙
江、建设浙江。

“浙江在京院士之家”的成立，也吸引了众多在京
院士的目光。作为在京院士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超算领域专家郑纬民表示：“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在京
浙江人，满怀桑梓之情，都非常乐意，也希望为家乡做
点事。有了‘在京院士之家’，我们又多了一个了解家
乡、亲近家乡、为家乡多作贡献的平台和渠道。”

下一步，浙江省科协将与浙江省政府驻京办紧
密合作，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大局，合力做好

“建家交友”的文章，通过院士之家的常态化“全天候
服务”、精准化“全过程服务”和系统化“全方位服

务”，在智力成果转化和创新资源等方面，助推浙江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叶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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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授信 15万元，随借随
还，可以在手机上操作……”近日，
在位于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的副
食品市场商圈里，黄岩农商银行的
工作人员正在为经营户提供信用贷
款服务，并现场展示了操作流程。

“不用抵押，不需要担保，放贷
速度也快捷。”经营户玉尖拉说。玉
尖拉来自云南，在黄岩经营一家茶
叶专卖店，眼下随着疫情防控政策
的调整优化，她决定抓住云南春茶
上市的时机，扩大经营规模，但由于
货款未收回、房租待付等问题，她的
备货遇到资金堵点。

正在玉尖拉一筹莫展之际，在
黄岩区少数民族联谊会的牵线下，
黄岩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在春节期间
及时上门，通过“信用贷”等金融服
务，以低息免担保的优惠政策及时
解决她的燃眉之急。“了解到相关情
况后，我们经过细致调研，通过拥有
7亿多条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信
息的数据池，免去她寻找担保或者
其他抵押的附加条件。”黄岩农商银
行北城支行行长余康辰说。

新年伊始，黄岩区聚焦企业的
重点难点、个体工商户的痛点焦点
等问题，积极以金融活水增强企业
发展信心、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助力
企业“开门红”。当前，该区精准承
接落实国家、省、市稳经济系列一揽
子政策，落实落细《区经济稳进提质
45条》及面向文旅行业、物流困难行
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纾困
政策，其中，黄岩农商银行出台“十
一项稳经济促发展举措”，包括推出

“助力贷”专项产品、发放“免息券”、
综合降费、实施贷款延期机制、搭建
快捷服务通道等，全力为企业发展
提供金融支撑。

跃森模塑是一家以生产销售塑
料日用品和汽车配件为主的企业，
产品销往印度、埃及等多个国家。
年前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该企业大
量货物压仓无法运出，导致客户货
款无法到账，再加上上游原材料暴
涨，企业日常运营压力增大。这段
时间，黄岩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主动
为其办理“助力贷”专项产品，随着
100万元的货款资金入账，该公司现
金流短缺的状况得以缓解。

“把资金流稳住，企业的生产也
能稳住大半。我们这些举措就是为
了提振企业信心，稳定市场经济发
展。”黄岩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
长段臻说，“我行和黄岩区经科、税
务部门一起列了一份筛选名单，涉
及1.7万户中小微企业和5万户个体
工商户，通过持续的摸排普查，制订
更多符合商户、企业需求的举措。”
截至目前，黄岩农商银行已为该区8
万多户个体工商户和企业授信 200
多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 135.4
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 109.1亿
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 35.4 亿元
和23.3亿元。 章鸣宇 黄微

浙江大学科研团队在《Cell》杂志上发表封面文章

揭示周围神经遗传病的关键机制
本报讯 腓骨肌萎缩症（CMT）是一组临床上常

见的周围神经遗传病，发病率约为 1/2500。根据致
病基因的不同，CMT可分为几十种不同的亚型。就
CMT患者总数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非常庞大
的数字，然而具体到某些亚型的患者数量却非常稀
少，因此CMT被收录到国家《第一批罕见病名录》。
长久以来令人困惑的是，这几十种CMT致病蛋白在
细胞中的定位和生理功能各异，似乎没有任何明显
的共性，然而这些突变蛋白却会导致CMT患者表现
出非常相似的临床症状。这个被称之为“疾病遗传
异质性”的谜团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广大神经科学
家和临床工作者。

有没有可能不同的致病蛋白最后通过一个“殊
途同归”的共同机制引发相似症状？

2月3日，浙江大学医学院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
白戈课题组联合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
中心李劲松院士课题组在《Cell》杂志以封面文章在
线发表了研究论文。该研究揭示了应激颗粒异常是
介导不同亚型腓骨肌萎缩症的共同致病机制，为针
对多亚型腓骨肌萎缩症广谱治疗药物的开发提供了
重要理论基础，也为其他疾病遗传异质性的机制研
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研究发现，虽然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不同腓骨肌萎
缩症致病蛋白在细胞中的定位各异，但在应激状态下
这些腓骨肌萎缩症致病蛋白会表现出相同的细胞定
位，进入应激颗粒中并与其核心蛋白G3BP发生异常
互作，引起应激颗粒异常，使得周围神经应对环境不
良刺激的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周围神经病的发生。

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中，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
个共识：大多数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都是遗传因子
和环境应激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应激状态下，应激颗粒的形成可以避免蛋白
的错误翻译，有效地组织利用细胞中各种信号分子
和能量资源，使细胞更好地应对环境中的不良刺激，
提高细胞存活率。当环境压力解除后，细胞内的应
激颗粒发生解聚，翻译复合物和各种信号分子迅速
恢复功能，帮助细胞恢复正常运转。

在此项研究中，崔琴琴等研究人员首先以导致
腓骨肌萎缩症2D亚型的甘氨酰 tRNA合成酶突变蛋
白为切入点展开研究。当运动神经元面临不良环境
刺激时，原本定位在细胞质中的甘氨酰 tRNA合成酶
突变蛋白会进入新形成的应激颗粒中，并与应激颗
粒中的核心蛋白G3BP发生异常相互作用。

研究人员通过活细胞荧光成像、邻近标记、定量

蛋白质谱、STORM超分辨成像等技术发现，甘氨酰
tRNA合成酶突变蛋白与G3BP的异常相互作用不会
影响应激颗粒组装-解聚的动态变化，却会显著干扰
以G3BP为核心的应激颗粒蛋白网络，导致大量非应
激颗粒组分异常滞留在应激颗粒中，从而扰乱了细
胞正常的应激反应，导致运动神经元抵御外界不良
环境刺激的能力明显下降，更易发生轴突退变。

研究人员还进一步鉴定出了甘氨酰 tRNA合成
酶突变蛋白与G3BP的结合位点位于其“内在无序
区”，通过破坏两者的异常结合，能够消除甘氨酰
tRNA合成酶突变蛋白对应激颗粒的干扰，改善运动
神经元抵抗不良环境刺激的能力，有效缓解腓骨肌
萎缩症2D小鼠模型的疾病症状。

最后，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个机制可以进一步扩
展到其他腓骨肌萎缩症2亚型。通过对20几种不同
类型腓骨肌萎缩症 2致病蛋白进行测试，研究人员
发现这些原本定位在细胞内不同部位的蛋白质，在
应激条件下大部分都可以进入应激颗粒并且与
G3BP发生异常相互作用，引起应激颗粒异常，导致
运动神经元应对环境不良刺激的能力下降。这些发
现表明应激颗粒异常很可能是介导不同亚型腓骨肌
萎缩症的共性致病机制。 本报记者 林洁

图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纬民（中），浙江省政府驻京办党组书记、主任毛瑞福（左），浙江省科协党组
书记、副主席谢志远（右）为“浙江在京院士之家”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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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包国际凤凰科创IPO 创新中心位于杭州钱江
新城核心区市民街99 号世包国际中心，是一个集凤
凰智能研究院、时尚产业联盟、众创空间、孵化器、邻
里关系为一体的产业商圈。

项目建筑面积12 万余平方米，按照统一布局和
建设的原则，共建建设省级科技孵化器、省级创投孵
化器、共享办公众创空间、2.5 次元VR 直播商城、国
际组织资源交流中心、独角兽孵化器、国际企业总部、
国际领袖俱乐部。

中心将形成集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VR 商
城、IPO 创新中心为一体的产业格局，引领地方经济
快速发展。欢迎全省科技企业进驻！

合作方式：办公空间出售出租、商铺经营权出售或
联营。联系电话：0571-87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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