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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 ! ! !

长三角区域如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 如何加快科技成果落地产业化!

日前"第四届长三角科技成果交易博览会举行"以#技术赋能数智引领$为主题"

共话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点

热热

视
点

农业科技造出“稻梦空间”

! ! ! !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加快

长三角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类优

质要素高速"高效"高质量聚合的

必然选择# $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吕昭平表示#

!通过多方共同努力%围绕构

建协同推进机制%培育科技产业&

培养科技人才% 探索出一条可复

制&可推广的院地合作新模式%加

快形成一大批科技成果产业化落

地项目% 推进产业技术进步和加

速转型升级# $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

华认为$长三角科交会这一科技

服务品牌$不仅打通了科技成果

和产业发展的转化路径$而且很

好地服务了广大企业技术创新

需求#

!近年来%知识产权一系列

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密集出台%如

同航空母舰&驱逐舰&护卫舰等

航母集群般地打造强大而完整

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蔚然形成

知识产权事业空前发展的欣欣

向荣态势# $

!!!长三角知识产权发展联

盟郭国中秘书长强调$ 要不遗余

力地推动知识产权成果转化$驱

动着我国社会经济科技的高质量

发展#

!更深入地挖掘长三角地区

高价值&高水平的科技成果供给%

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的融合

发展% 加速科技成果与产业资源

的精准对接# $

!!!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

主任王震表示$ 要以服务长三角

产业提升%人才发展为重点$通过

一站式管理和服务$ 推进上海和

长三角之间的互动对接$ 为长三

角优化升级提供强有力的科技资

源支撑&

!科创生态的打造面临诸多

挑战%需要各个地方加强合作%比

如各地政策的协同配套% 形成创

新共治% 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和

资源禀赋#同时%需要大力发展专

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 促进各地

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 充分发挥

科技服务机构的市场化& 专业化

作用# $

!!!在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副

所长吴寿仁看来$ 区域创新是当

前我国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

为我国科技创新高地$ 长三角地

区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组织参展科交会旨在加快

我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强我市与长三角区域资本&产业&

技术和人才资源的有效对接%探

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协同

创新发展的新经验和新模式# $

!!!浙江温州市科技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长三角科交会既搭

建了企业% 平台展示科技成果的

舞台$ 也架起了企业对接长三角

高校%科研院所科创资源的桥梁&

!做前端研发的设备一般价

格昂贵%在研发阶段使用需求并

不饱和# 因此%我们希望这些设

备能够开放共享%降低我们的研

发成本% 也有利于整合相关资

源# $

!!!传感%存储%计算'简称

感存算(一体化$是物联网技术

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长三角

科交会上$长三角感存算一体化

联盟正式成立$安徽合肥本源量

子企划部经理朱国云直言$希望

能接触到更多长三角区域的单

位$也可以更好地融入产业链创

新链#

!太仓积极响应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 长三

角科技创新优势资源通过会展的

方式传导到太仓% 并以新兴产业

交流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特点%助

力推动太仓成为创新要素的集散

地& 创新成果的转化地% 为拼出

'太仓速度(% 全力振翅高飞贡献

科技力量# $

!!!江苏太仓市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本届长三角科交

会吸引了太仓市 "# 家数字经济

产业领域的企业参展$涉及无人

机全自动巡检巡逻系统%智能传

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多个新兴

领域#

吕倩雯 曹博文 整理

走进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闵行院区，

“祝贺罗利军团队获得2020年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横幅格外醒目。说

来也奇妙，在一个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水

稻主产区———上海，有这样一群科学家，

他们不只泡在实验室，田间地头也是他

们最长情的陪伴。“孺子牛、拓荒牛、老黄

牛”的“三牛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

漓尽致。

来自浙江省台州市的梅捍卫是这支

团队的一员。他是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

中心研究员、上海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导师、市农业领军人才。自2002年跟随

罗利军团队来到上海，他已在此耕耘了

18年。在高树掩映的农业生物基因中心

两层小楼里，记者听他讲述了和水稻打

交道的那些事儿。

台州!种子专家"在沪专攻节水抗旱稻

结缘水稻种子
梅捍卫的老家在浙江三门

县———一个以小海鲜闻名的地方。而
当年父亲的一句无心之言，让梅捍卫
与种子谈起了近 !"年的“恋爱”。“当
时，那是全国唯一一个种子学专业，
毕业有优势。”就这样，梅捍卫考取了
浙江农业大学（现浙江大学农业与生
物技术学院），开始和种子打交道。彼
时的他，对农业和粮食并没有多少概
念，但他身上，有一种一旦选择就不
轻言放弃的劲儿，学着学着，他爱上
了这个不起眼却极其重要的学科。

在取得了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种
子学方向的硕士学位后，梅捍卫进入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中国水稻研究
所品种资源系工作。都知道“民以食
为天，食以稻为先”，作为世界三大农
作物之一的水稻，一直以来是关乎我
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坚实
基础。从上世纪 #"年代起，我国超级
稻研究如火如荼，产量也持续攀升，
与此同时，一道新的难题也逐渐浮现
在农业科学家们的面前———水稻是
一种需水量很大的作物，稻田要高
产，要付出高水、高肥、高投入的代
价。因为我国水资源匮乏，$"%以上
的水稻种植地区都是需要望天落雨
的缺水型中低产田，“水”成了一道
“紧箍咒”，让水稻产量的突破举步维
艰。“那时起，我们团队就开始了资源
的引进和筛选，逐渐转向攻坚节水抗
旱稻。”梅捍卫回忆。

新世纪到来，上海市农业生物基
因库立项，总投资 !"""多万元，跻身
当年上海市十大项目。&""&年基因库
大楼建成，“巢”已搭好，只待“凤”来。
经专家介绍，时任上海市农科院院长
的潘迎捷前往中国水稻所拜访罗利
军团队。要从“国家队”到“地方队”，
又要离开生活多年的杭州，大家有些
犹豫。潘迎捷等上海相关领导“八顾

茅庐”，满满诚意打动了团队，也就是
那年，梅捍卫作为科研团队中的核心
成员来到上海，开始从事水稻抗旱性
和养分高效等特性的研究。

坚守边缘领域
梅捍卫记得很清楚，刚到上海，

团队的“实验室”建在了青浦重固镇。
“研究抗旱性需要对照实验，可一旦
用上了遮雨棚，两组的实验条件就不
对等了，所以我们采用了‘水分梯度’
的方法。”他介绍。沟渠怎么挖、排水
孔如何打……团队“摸着石头过河”，
“实验室”逐渐变得有模有样了。研究
团队通过遗传群体，梳理出抗旱机
理，进而通过分子标记获取的数据，
开展遗传定位研究。“研究还发现，缺
水的地方往往也缺肥，土地相对贫
瘠，我们也在低氮、低磷条件下开展
了资源筛选。”尽管在上海这样一座
摩登都市里，农业似乎是边缘领域，
但梅捍卫却乐在其中。

后来，“实验室”搬家了———来到
了青浦白鹤镇，梅捍卫给出的这段经
历的关键词有些出人意料：拌沙子。原
来，那里的土比较黏，干旱后很容易
开裂，解决方法就是掺沙子。“我们旋
耕了很多遍之后，沙子还只是浮在表
层，所以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拌’出
了我们需要的土质。”梅捍卫回忆。

又经历过奉贤庄行的“三迁”后，
如今，在金山廊下镇，一座全国最大
的数字化水稻基础研究平台———约
'"亩的水稻抗旱性鉴定大棚已然建
起。“这里装备有国内最大的四台田
间作物高通量表型检测系统，有人形
象地叫它们‘水稻 ()机’。”梅捍卫介
绍，“它们来回扫描着田间生长的水
稻苗。从冠层温度、持绿性、卷叶程
度，到枯死叶比例、叶片蒸腾量、叶片
叶绿素含量等等，水稻各种鲜为人知
的表观形状，都能被‘水稻 ()机’细
细捕捉。”

在梅捍卫看来，这是数字技术赋
能农业基础科研的一次有益尝试，通
过系统的抗旱性鉴定，可快速筛选出
优质节水抗旱品种，大大减少科研人
员育种时间。

第二故乡安家
在上海工作了近二十年，梅捍卫

也早已在“第二故乡”安家，享受着
“两点一线”的平凡生活。在这里，梅
捍卫和他的“水稻抗逆遗传研究组”
从水稻耐深播特性的资源鉴定、群体
培育、遗传定位、回交改良等方面开
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他们通过极端
个体混池测序快速定位出 '*个关联
染色体区域，开展光照处理中胚轴样
品的转组测序分析，预测出十余个可
能的候选基因，通过回交转育方法，
培育适应机械化旱直播的新品系。也
是在这里，完成了我国水陆稻地方品
种群体和美国康奈尔大学收集的全
球多样性水稻品种群体等共计 *+"

余份材料的表现鉴定，并形成了国际
一流的水稻抗旱性表型鉴定技术体
系，研究成果登上了国际舞台……

梅捍卫说，基因研究并不轻
松———工作重复性很强，很容易倦
怠；分析的过程尤为痛苦，还可能因
为某个环节出了差错，整个实验报
废。“农业科学的研究，每天都会让你
有不一样的发现，或者说，每天都有
更新的成果推动着你往前走。”他说，
“科研设备也在更新换代，给了我们
更多创新的可能。”
“对了！”梅捍卫话锋一转，“我们

团队还有好几位来自浙江的成员。在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他们成果
不错，都在上海安了家。大家对未来
的发展也都很有信心！”他告诉记者，
研究团队也主动接洽长三角地区的
合作伙伴，“或许在不同人手里，节水
抗旱稻会有不一样的突破”。

本报记者 郜阳
梅捍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