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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杜蕾

“一展一会”融合嬗变

院士专家论道产智融合
随着经济与科技不断发展进步，材料科学已经从一种单纯的应用科学变成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

关的科研重点，在这种大行业背景下，淄博在过去十八届论坛成功举办的经验基础上，传承发展，成功
举办第一届中国（淄博）新材料产业国际博览会暨第十九届中国（淄博）新材料技术论坛。“一展一会”
新模式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此次新材料技术行业盛会，对于此次大会，院士
专家也留下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
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都有为
表示，自1950年至今半导体材料
经历了三代发展，半导体新材料

“宽禁半导体”将为未来5G甚至
6G网络的发展打好材料基础。
都有为认为，手机已进入5G时
代，需要高频、低损耗，高稳定性

的磁性材料。这对新材料产业
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目前5G网络全覆盖最大的
发展掣肘在于芯片产业的发展
进程，芯片产业的发展则取决于
材料科学的不断进步。材料科
学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发展中
十分重要，所以当好新材料浪潮
的排头兵，就能紧抓5G网络甚
至6G网络发展的时代红利，这
是淄博走上经济社会发展快车
道的又一有力途径。

都有为院士是淄博的老熟
人，早在2007年，他就与山东超
瑞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建
立了院士工作站，共同致力于低
频旋转磁场治疗系统的临床试

验与研究。都有为院士说，他非
常感谢淄博，他从事的是磁学基
础理论研究，有些磁性材料尤其
是医疗磁性材料在淄博得到转
化应用。

每一种材料都是社会发展
物质基础的根本，材料科学是推
动经济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
20世纪70年代，人们把信息、材
料和能源作为社会文明的支柱。
80年代，随着高技术群的兴起，
又把新材料与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并列作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
标志。现代社会，材料已成为国
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为企业增“智”为项目补“钙”

4家企业研究生工作站揭牌
9项目现场签署合作协议

10月19日，第一届中国
（淄博）新材料产业国际博览
会暨第十九届中国（淄博）新
材料技术论坛——— 校城融合
项目对接洽谈活动，张店区
第四届校城融合发展合作论
坛暨2020“创响中国”张店站
启动仪式在齐盛国际宾馆举
行。来自山东理工大学、青
岛科技大学、中科院广州能
源所等高校院所的30余名专
家教授以及淄博市50余家企
业参加了活动。校城融合将
高校教师的“智”与企业直接
结合，为项目增加科技“钙”
量，通过政策引导，让产学研
融合步伐加速。

以融合促产业升级

淄博市校城融合工作始
于2016年，几年间融合范围
由最初的山东理工大学一所
高校覆盖到全部9所驻淄高
校，再到市外高校。通过逐
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动
校地人才全面对接、深度融
合，高校科技、人才、学科优
势与淄博市经济社会发展精
准对接，实现校地合作共赢。
校城融合的作用也得到极大
释放，山东万群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樊德海是抱着
寻找智力支撑的角度参会
的，他说，对于他们这种成长
期的企业来说，缺少研发力
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公司
的智慧工地项目、大数据监
管平台项目都是很有发展前
景的项目，通过校城融合这
种模式，可以与高校进行对
接，通过协同创新实现共同
成长。校城融合让小微企业
也能拥抱科技梦想，这对企
业来说的确非常有利。”

山东理工大学党委常
委、副校长易维明对淄博市
长期以来为学校建设发展给
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并表示将继续围绕张店区产
业发展需求，大力实施“一人
双岗”计划，持续共建淄博市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深
入对接张店区人才技术优势
和创新发展需求，拓展合作
领域，优化融合模式，力争校
城融合取得突破性进展。青
岛科技大学党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张洪坤表示，青科大
将坚持科研兴校，紧跟时代
发展要求，不断深化产学研
合作，持续推广“青科大模
式”，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促进实现产业的跨越式
升级。

淄博能源研究院姜洋院
长介绍了研究院自成立以来
取得的重大成果，表示将继
续发挥能源研究院“动力源、
助推器、人才库”作用，助力

淄博市经济社会发展，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

会上，山东理工大学研
究生院为张店区4家企业新
建研究生工作站授牌；山东
理工大学、青岛科技大学、中
科院广州能源所的教授专家
与达成合作意向的9家企业
签署合作协议；10位高校专
家教授进行了科技成果发
布，淄博市6家企业进行了技
术难题及人才需求发布；会
后，各专家教授与企业负责
人进行了进一步对接洽谈。

以融合促项目引进

淄博市科技局一级调研
员张旭东介绍了全市校城融
合发展工作取得的成果，尤其
是与山东理工大学、青岛科技
大学、中科院广州能源所在产
业创新平台、创新创业、人才
引进、科技成果转化等多方面
的产学研合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他强调，今年，校城融合
项目对接洽谈活动作为第一
届中国（淄博）新材料产业国
际博览会暨第十九届中国（淄
博）新材料技术论坛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也正表明了淄
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校城
融合发展工作。

今后，将加快推进山东
理工大学争创国内一流大学
和省市共建高校建设，重点
支持“环理工大学创新带”
（齐创大厦）、大学科技园、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智慧
农业创新平台、齐文化协同
创新中心等重点平台建设，
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学科产
业对接、创新平台建设、人才
招引、创新创业等方面，鼓励
山东理工大学引领其他驻淄
高校与淄博市深度融合发
展。加强与青岛科技大学、
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等市外高
校院所的对接交流。全面落
实淄博市与青岛科技大学、
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的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充分发挥青科
大鲁中研究院和淄博能源研
究院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
实施市外校城融合发展计
划，联合组织“科技活动周”、
召开专场科技成果洽谈会等
形式，推动淄博市与青科大、
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的合作在
已有基础上不断深化，进一
步加强与专家、学者、科研机
构的联系与沟通，引进更多
合作项目和人才。希望各高
校院所与淄博市一起，把握
重点、坚韧实干，以更有力的
担当，推动校城融合发展工
作再上新台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孙银峰 王莉莉
通讯员 李德法 张琦

“在中国的材料体系中，淄
博有独特的优势和地位。传统
来讲，淄博陶瓷材料做得非常
好，在高分子材料，如氟、硅、纤
维等工程类塑料方面也有优势。
另外，新能源用到的材料，比如
说能源电器用的隔膜材料，最近
淄博新材料行业在部署一些电
子通讯方面的材料，这些材料代
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淄博在

材料体系方面是有优势也有一
定地位的。”中科院院士、润滑材
料与技术专家刘维民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刘维民认为，许多企业地区
现在把新材料作为战略新兴产
业，很多地区、很多城市也都很
重视新材料发展，淄博有很多机
会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从材
料产业销售的规模上来讲，还不
够大。材料的品质方面可能跟
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材料产业对淄博当地经
济的贡献，还没有达到政府的期
望。在材料的研发、研发的平台
以及从事材料研究研发的人员
队伍方面，还是有些欠缺。今年
新材料论坛延续了对新材料领
域的关注和重视，同时，淄博市
科技局也在跟中国科学院以及

部分知名高校展开交流和接触，
通过借助外部的力量来促进、推
动淄博材料产业的发展。刘维
民认为这些措施非常好，有利于
推进淄博新材料产业发展。

刘维民院士与淄博的合作
比较多，去年他和他的团队与淄
博市联合成立了淄博高端合成
润滑材料创新中心，布局和规划
了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
究所、兰州大学、山东大学等高
校院所的6个科研项目入驻淄
博，目前科研团队已经与多家企
业开展了合作交流。谈及未来，
他说目前淄博市正在筹建绿色
化工与功能材料山东省实验室，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于淄
博来说意义重大，抓住这个实验
室建设良机，借智借力发展能够
很好地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科技
大学矿业与安全工程学院名誉院
长宋振骐表示，淄博最初是一座
矿业资源基础雄厚的城市，淄博
人在煤炭、能源等方面作出了突
出贡献，同时淄博的陶瓷材料和
产品也在世界闻名，随着煤炭资
源越来越少，淄博的城市产业转
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材料行业

作为淄博经济发展的一个方向，
在淄博转型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责
任。在新材料方面，淄博的纳米
材料发展迅速，同时淄博的装备
制造业也一直走在行业前列，在
现代智能制造方面有突出贡献。

“淄博有很多好东西，我要
送给这座城市一些好建议。怎
么把城市发展起来？首先要考
虑如何发挥原有优势，更重要的
是要把人的思想培育好，建设好
优秀的人才队伍，在打好文化理
论基础的前提下，培养出特别能
战斗的精神。这次会议是一个
新的起点，也是新的平台，意义
重大。材料科学是社会发展的
基础之一，淄博一定要牢牢抓住
新材料的发展优势。”宋振骐说。

他认为，淄博要实现快速转型发
展，下一步需要在智能装备、智
能信息装备等产业下功夫，需要
建立起有理论指导、软件开发和
信息数据库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转型升级固然最需要创新，但也
需要“守旧”，守住旧有产业优势
是淄博转型升级走在前列的基
本要求，同时还要注重人才的引
进与培养。

科研差距的克服主要靠科
技，而科技发展要靠人才与教
育，人才就是城市发展的资本，
希望下一步在淄博的高校能把
产学研结合好，把年轻人的拼搏
精神培育好，让这座城市的年轻
人着眼于世界前沿核心技术，为
城市转型发展积蓄力量。

都有为：
抓住5G建设机会 当好材料科学排头兵

刘维民：
抓住绿色化工与功能材料引领产业发展

宋振骐：
人才是城市发展的资本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蒲忠宁 宫瑞瑞 王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