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过华盛顿马里兰大学的古

朴街景，也见过硅谷旧金山湾的

灯影摇曳，但 90后创业者崔彧玮

最爱的还是江南水乡。在位于青
浦的长三角赵巷科技绿洲园区

里，他开了一家研发商用清洁机

器人的公司———汤恩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崔彧玮说：“这里离上海
市区的繁华虽远，但离创业成功

的梦想很近。”

崔彧玮是个学霸———2006

年，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2010

年，进入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毕
业后到硅谷工作，与人工智能领

域专家杰夫 ·霍金斯共同撰写多
篇论文。2015年，美国 iRobot公

司推出世界上第一台以视觉导航

为工作原理的扫地机器人，给了
崔彧玮回国创业的灵感和方向。

崔彧玮告诉记者，智能扫地

机器人需要自主计算出最高效的

行走路径和清洁策略，这就需要
掌握导航算法、激光、雷达、通信

模块、机器人控制平台等多项核

心技术。还需要优质可靠的供应
链来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创业好比做木桶，需要在很

短的时间内，趁着机会窗口期，把
各个板块的木头找齐。这对任何

一家创业公司都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情。”崔彧玮说，在长三角，他做

到了。“产品所需的几十项核心技
术，都能在长三角找到合适的人

才和资源。”在南京、杭州、苏州、

上海，崔彧玮遇到了许多优秀合
伙人，有做手机模块的，有做电力

驱动系统的，有做激光雷达的。

“我们最核心的优势是公司

的垂直整合能力，我们具有从‘地

基’到‘塔顶’的自主研发能力。而
这得益于长三角产业链的完备和

三省一市的高度融合。”创业的事
敲定下来，崔彧玮开始寻找适合

的园区。长三角赵巷科技绿洲园
区吸引了他的目光，园区位于沪

苏浙交界处，以高科技产业园区

为定位，聚集人工智能、软件信
息、新材料等众多企业。更让崔彧

玮惊喜的是，园区距离苏州的工
厂很近，从概念研发到测试落地，

所有事情都能在一个小时的车程
内解决。企业初创阶段，长三角赵

巷科技绿洲园区还提供了 1对 1

的政策咨询服务。

翻看自己 5 年前写的日记，

崔彧玮感慨：“当年的我根本想不
到，来到长三角后，短短一年间，

创办的公司便开发出具有竞争力
的产品。”不久前，崔彧玮公司研

发生产的扫地机器人还在第四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亮相。他

说：“长三角是创业热土，在这片
充满机遇的土地上，可以去创造，

去收获。”
本报记者 杨欢 实习生 曹博文

90后学霸在青浦造梦

    要说迎园和同济大学的渊

源，或许只有牌匾上同济大学教
授、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

从周的题字，让人多了几分遐想。
然而，谁也没想到，若干年后，这

方位于青浦区金泽镇大观园片区
的院落，因为同济大学团队的入

驻，一改昔日略显萧索的气息，白

墙青藤掩映下，江南的园林里悄
无声息地融入了关于未来零碳

建筑的探索，而它如今有了一个
新的名字：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

究院。
时间回到 4月 23日，这一

天，由同济大学提议，东南大学、
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
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同

发起组建长三角可持续发展大学
联盟。长三角“八校联盟”要做的，

各扬所长，共同践行未来可持续
发展的可能性。

迎园，这个坐落在示范区内
的江南小院，也因此焕然一新。9

月 23日，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正式揭牌，迎园本身也成了承
载和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个

地标。因为地处淀山湖二级水源
保护地保护范围，园子不允许新

建和改善结构，但在原有基础进
行的以零碳排放为目标的修缮和

改造，足以令人耳目一新。

进院的砖道，是污泥加上环
保材料烧制的；会议室的面板，是

咖啡渣循环再生的；屋内的厕所，
全程无废物排放，污物经净化处

理可循环冲厕；空调、电灯用的是

屋顶光伏发电的直流电，48伏节
能且安全……园子里每一个不起

眼的角落，都可能藏着行业内最
先进的绿色低碳科研成果，这也

是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所
要展示的关于未来、关于可持续

发展的应用。而所有的改造，在

外观上巧妙地和中式庭院融为
一体。

低碳绿色为什么在建筑上做
文章？“对于房子来说，建筑的全

产业链占碳排放的 40％，使用能
耗占 10％，建筑材料、建筑过程

对于碳排放的影响很大。”同济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

记柳剑雄解释道，迎园作为长三

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基地”，
将不仅是一个剑指“双碳”目标的

科技创新平台，同时它也是一个
成果示范平台和科普基地。

“我们是一手牵‘八校联盟’，
一手牵企业，让产学研有一个更

好的合作平台，使高校的研究成

果能更好适应市场需求，研究成
果可以在市场上直接孵化、应

用。”据柳剑雄介绍，迎园里展示
的多项研究成果已经经由合作企

业在市场上投入使用，而这里的
每一点小突破都可能在未来的日

常生活中，与你我遇见。
本报记者 毛丽君

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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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未来生活的模样
区新面孔绿绿

如何让人才跨省域自由流动，是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亟待破解的重要议题。从外国
高端人才工作许可互认到推荐外籍高层次
人才申请在华永久居留，从专业技术人才资
格和继续教育学识互认到机械专业高级工
程师职称联合评审……在示范区执委会营
商和产业发展部主管姜志双的办公桌上，记

者看到，从首个跨省域人才“十四五”规划出
台开始，两年多来，围绕“人才”这个关键词，
示范区已印发了 10 份“红头文件”，而这每
一份文件背后，都是一次对既定规则的打破
重建，横亘在人才自由流动前面的各种限制
被一点点移除，享受到一体化发展红利的人
群在实现零的突破后，正不断扩容。

10份“红头文件”里的人才密码

青吴嘉我我

跨域执业互认难
在上海市青浦区华新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就职多年的张百军被

派驻到江苏工作，去年 10月，他
就近在江苏省参加了二级建造师

职业资格考试，并顺利取得了证
书，而当时或许并不清楚，这张职

业资格证是有地域限制的，他在
江苏取得的证书，只能在省内注

册执业，换句话说，这张证华新公

司不认。“要么重考，要么换公
司。”这是张百军面临的难题。

“二级建造师证是项目经理
聘任必备的资格证，企业要培养

一个项目经理很不容易，我们是

青浦本地的建筑企业，公司本地
项目建造师比较多，想要招聘优

秀的项目经理比较困难，对于外
地的优秀建造师，我们是非常欢

迎的，也希望能留住他们。”华新
公司人事经理施涛的一番话道出

了建筑企业的难处，企业需要人

才，却可能因为职业资格证书不
能互认而错失人才，不是不想认，

而是客观上不能认。
如何打破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跨省域互认的壁垒，让人才
自由流动？示范区在这方面率先

迈出了制度创新的步伐。“职业资

格互认涉及考试、注册和执业、管

理和监督等各个环节，以二级建
造师为例，两省一市考试内容、分

数线都不一样，包括考试人员信
息的相关数据都是不互通的，但

我们坚持一个原则，人才重要的
是能力的认可，在这点上，各方的

认识是一致的。”姜志双说。

环环打通破壁垒
有了“能力认可”的共识，接

下来就是如何一个一个环节打通

了。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考试涉及
面广，涉及人数多。江苏、浙江每

年考试都有数十万人，因此在制
定过程中，既要考虑到三地考试

实际和连贯性，又要考虑互认的

要求，必须要强化顶层设计。
考什么、怎么算合格、怎么发

证、怎么互认……从具体问题出

发，执委会与一市两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沟通了一轮又一
轮，发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专业技术人才资格和
继续教育学时互认暂行办法》，又

出台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互
认的实施细则，将这一共识从操

作层面进行细化明确。“以二级建

造师为例，一市两省明确统一考
试大纲，统一购买试题，统一合格

标准。这就扫清了互认的障碍，实
际上也实现了一市两省对相关专

业从业人员要求的趋同。”
而姜志双没想到的是，考证

统一只是互认的开始，后续的数
据打通更为繁琐复杂。“考试人员

信息数据怎么互通？一市两省的
数据标准、结构完全不同，数据出

省的安全如何保障？制定统一的

数据标准，梳理相关的关键信息，

数据重新核对……为了数据，我

们会同相关的九个部门开了无数
次会，最后能做成，真的不容易。”

因为有了这一系列的前置工
作，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资格在示

范区内实现了互认，张百军的难
题迎刃而解，他在江苏考的二级

建造师证，通过“一网通办”系统
在华新公司注册执业，借着一体

化发展的契机，张百军成为长三
角职业资格跨省注册第一人。而

截至目前，示范区内跨区域初始
注册的二级建造师已有近百人。

“从无到有”走新路
“我在建筑行业 30多年了，

华新公司在青浦是比较有名的，

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不错的平

台。”张百军说，证书的认可，也是

公司对自己能力的认可，“职业资

格互认后，待遇更好，也有晋升的

空间”。
“企业用人更灵活，引进人才

更方便，选择余地也更大了。今天
我们又有一名建造师提交了注册

申请。”施涛更是直言，职业资格
互认，打破了人才流动的地域限

制，对企业来说是极大的利好。

“不仅在职业资格互认领域，
青嘉吴三地最近在做机械专业

高级职称的联合评审，这是一次
全新的探索，不仅突破了地域限

制，也突破了传统职称评审时学
历和资历的限制，真正把人才放

在了一个标准下评价。”在营商
和产业发展部副部长沈文化看

来，执委会工作更重要的意义在
于，探索如何破除人才跨省域流

动的瓶颈障碍，给予人才机会平
等的认可，让他们在投身示范区

建设时，没有任何职业发展规划
上的顾虑。

“我们就是要在无人区走出
一条路，让包括人才在内的要素

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自由流
动。示范区重点要实现从‘0’到

‘1’的突破，为长三角乃至更大范
围提供先行先试经验。”营商和产

业发展部部长朱正伟表示。
本报记者 毛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