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相城区长三角先进材料研

究院内，分析表征平台市场部主任

赵冰冰正在向苏州本地企业推介研

究院内的高精度X射线衍射仪。祖

籍河北的赵冰冰是长三角先进材料

研究院的一员，也是上海交通大学

的一名老师。在苏州为企业解困，

在上海给学生上课，这是她的日常，

长三角早已成为她的“第二故乡”。

“没课时我会来苏州，为企业解

决问题。”赵冰冰在上海交大教授三

门课程——材料表征、晶体缺陷、材

料与文明。“通俗来讲就是教各种显

微镜怎么用，很多东西肉眼看不到，

所以需要各种各样的显微镜。”

上海交大是科技成果转化专项

改革试点单位，鼓励教师“将论文写

在祖国的大地上”，支持教师在外服

务企业或做科研相关工作。两年

前，赵冰冰开始尝试与苏州企业合

作，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去年年初，

赵冰冰加入长三角先进材料研究

院。“不同的工作重心和定位，让我

将理论知识和工业应用结合起来，

既能实现更好的授课效果，又可以

把习得的知识应用到企业服务中。”

赵冰冰感受最深的是长三角便

捷的交通。“有次去拜访浙江桐乡的

企业。研究院的老师从苏州相城区

出发，开车一个半小时到桐乡；我从

上海闵行区出发，同样花了一个半

小时。巧的是，上海到苏州也是一

个半小时。三方见面时，都在感慨

长三角一体化带来的速度与便利。”

赵冰冰在上海闵行区有幸福的

小家，在苏州高铁新城也租下了一

间人才公寓。上海与苏州城市风格

不同，休闲体验各具特色。每逢休

息日，赵冰冰会陪着孩子在苏州看

园林、逛老街，在上海登东方明珠、

游迪士尼乐园。“当人员流动起来的

时候，我们各地之间，不仅有技术、

知识的沟通，还会有情感的交流，这

种情感的交流，会增进我们‘长三角

人’的归属感。”

扬子晚报记者 张添翼

一边在校园授课 一边为企业纾困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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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松江区莘砖公路239号的

一幢大楼里，来自安徽合肥市科技

局国家实验室保障处的陆晓冬和来

自G60科创走廊九城市的交流干部

们，已在这里挂职工作了近一年。

自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办设立

以来，上海、苏州、杭州、合肥等地派

驻工作人员在沪办公，他们既是各

自城市的代表，又是G60联席办的

干将。作为G60联席办科创组副组

长，陆晓冬主要负责长三角科技创

新券统筹推进工作。

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券推行前，

合肥某家企业想要与安徽某一科研

机构合作研发，双方签订开发协议

后，先由企业全额支付合作费用，项

目完成后，再按照协议金额的一定

比例申领创新券。但伴随长三角一

体化的推进，原有的创新券局限性

凸显。“安徽企业如果要找省外服务

单位，需要自己去联系接触，还要让

省外载体在省内平台注册。”

2021年1月，长三角科技创新

券在上海青浦区、江苏吴江区、浙

江嘉善县、安徽马鞍山市通用，为

企业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所需要的

技术研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资

源开放等服务。“单个城市的科创

力量有限，但将长三角地区的科研

资源集中在一起，就能解决更多科

技攻关中的难题。”

去年9月入职以来，陆晓冬带领

科创组经过多轮走访磋商，在安徽

省科技厅支持下，扩大了长三角科

技创新券试点范围，将安徽合肥、宣

城、芜湖纳入试点。同时，科创组积

极配合并起草出台G60科创走廊联

合攻关实施办法，以“揭榜挂帅”等

方式，组织实施具有国际国内影响

力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联合G60科

创走廊龙头企业、应用型高校联盟

和科研院所力量，实现一批项目的

启动和阶段性成果。

距任期结束还有不到一个月，

陆晓冬和队友在工作上的投入并未

减少。“目前，联合攻关实施办法只

是初具雏形，还没有正式实施推广，

我希望能把这个接力棒以最好的状

态，交接给后一届的交流干部。”

新民晚报记者 吕倩雯

一张科技创新券 打通长三角科创路挂职干部

“人来人往”的科创密码

改 革 开 放

初期的“星期日

工程师”，拉开

了长三角科创

合作的序幕。

一体化上升为

国家战略后，勇

当我国科技和

产业创新的开

路先锋，是中央

赋予长三角的

重大使命。如

今，随着政策共

享、交通共联、

市场共通，三省

一市科创人才

交流愈发紧密。

新民 晚 报

联 合 扬 子 晚

报、钱江晚报、

新安晚报开展

联 合 报 道 行

动，走近在长

三角跨域工作

生活的科创工

作者，探寻这片

一体化沃土上

“人来人往”的

科创密码。 盛夏时节，安徽合肥高新区，合

肥博焱视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吴茂乾正接待来自上海的合作伙

伴。前不久，他还率领团队赴张江高

科技园区、G60科创走廊考察对接，

加速在上海的布局。公司核心团队

从合肥起家，尖端技术发轫于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在加速融入长三角一

体化的进程中，他们的芯片产业也在

这片热土上落地生花。

2021年，有感于中国在芯片领

域受制于人，吴茂乾结合自身计算

机学科的专业基础和多年来的创业

经历，主动转型，联合创立博焱视

芯。他和团队开发的博焱视芯神经

元同构AI芯片技术，在业界率先实现

超高速视觉智能处理的性能指标。

芯片产业不能“单打独斗”，长

三角发达的工业基础，为产业集群

发展提供了支撑，也为科创企业带

来源源不断的机遇。“走出去”主动

对接沪苏浙等成熟发达的市场，成

了吴茂乾和团队的必由之路。

“客户在哪里，我们的应用研发

中心就跟到哪。”吴茂乾深知，产业

化发展需要循序渐进，技术突破后，

就期待服务更多群体。一年多来，

他们的客户不仅遍布长三角多个地

市，还逐渐辐射全国。在互相牵引

的过程中，实现一场场“双向奔赴”。

区域间的优势互补，为科创企

业铸就梦圆之路。在市场开拓期

间，吴茂乾感受到安徽的实干精神，

特别是对科创企业的早期扶持。在

加速融合过程中，他也体会到沪苏

浙市场主体的活力、创新与规范。

目前，博焱视芯的核心技术已

广泛应用于色选、矿选、军工精准制

导、智慧交通、新能源电池生产检

测、工业4.0、汽车自动驾驶等领域，

在芯片产业不断打出发展声势。“我

们生逢伟大时代，将专注于核心技

术的研发和产业化，迎难而上，早日

实现‘为中国制造2025装上一颗中

国芯’的报国梦想。”吴茂乾说。

新安晚报记者 陈牧

多向奔赴 一年客户遍布长三角芯片研发者

“个人的命运、企业的发展，应

该与国家的战略紧紧相拥。”杭州云

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

长黄步添的老家在浙江温州，骨子

里有股闯劲，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

机专业，读研期间就尝试创业。

这几年，区块链技术风头正劲，

加之长三角科创氛围日渐浓厚，黄

步添利用专业优势专攻数字金融领

域，成绩不俗。2014年创办云象以

来，八年间公司从30平方米的实验

室变成了3000平方米的独立办公大

楼，“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次跨越”。去

年，他牵头的项目《高浓缩多方存证

视频安全关键技术与应用》获2021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这几年，黄步添经常坐高铁在长

三角穿行，有感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升国家战略后带来的快速发展。

“长三角地区对于新兴技术的接纳程

度和应用意愿，都非常高。”

目前，长三角地区共有八市入

选数字人民币试点测试。云象网络

深度参与了数字人民币平台的核心

技术支持，公司与上海、江苏等地的

金融机构交流甚密。黄步添说：“能

明显感受到，商业银行面对新技术

场景应用的迫切性，对长三角区域

内的合作充满期待。”

在黄步添看来，上海、杭州、合

肥等地都在打造各自的科创平台，

“因此我建议，长三角各地在构建创

新体系时，要优势互补，避免重复建

设，真正在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共同

开展开放创新，加快建成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最近，黄步添和团队正着手做

一件事，联合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之江实验室、上海期货交易所等高

校和机构，一起加快攻关区块链核心

技术及推动在长三角区域的国家区

块链创新应用试点。“就像阿甘一样，

我们在区块链这条路上奔跑，努力

成为区块链数字金融领域的王者。”

钱江晚报记者 周夏林

从实验室到办公楼 攻关核心技术区块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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