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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0月22日讯 今天，记
者从淄博市科技局获悉，本届新
材料技术论坛系列活动取得丰硕
成果。此次论坛共征集发布了
130家高校院所7000余项高新技
术成果，活动期间通过新闻媒体、
网络等多种形式重点推荐了1300
余项。80余家高校院所、200余位

专家及淄博市1200余家次企业、
2100余人次参加了洽谈，新材料
技术论坛各项活动共达成合作项
目281项，其中合同17项、协议
123项，达成合作意向141项。

经前期的联系沟通及活动
期间的进一步洽谈，通过组织院
士专家、海外院士、高端人才、欧
美同学会淄博行等活动，34位院
士及团队与淄博市企业签订合
作合同及协议8项，初步达成合
作意向17项，解决技术难题50余
项；21位海外院士专家与淄博市
企业达成合作意向40项，现场签

订4个海外院士工作站协议；22
位高端人才专家带技术、带项目
来淄交流创新创业成果，共达成
合作协议及意向44项。中科院
化工与新材料、青岛科技大学

“青科稷下科技讲坛”科技成果
专题对接洽谈会、山东省农科院
科技扶贫专场、校城融合项目对
接洽谈等专场对接活动共有13
个高校院所的60余位专家参加，
其中30人发布了100余项最新科
技成果，现场对接项目100余项。

此次新材料论坛无论参与
人数还是规模层次都创历年新

高。活动期间，一大批院士、专
家发布科技成果，得到了社会各
级积极响应，一大批科技型中小
企业负责人纷纷参会，从中寻找
转型的契机。淄博市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本届新材料
技术论坛各项活动共达成合作
项目281项，这些项目既符合全
市主导产业发展方向，又具有较
高的创新性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将为淄博市新旧动能转换汇聚
更多新动能。大众日报淄博融
媒体中心记者 孙银峰 通讯
员 李德法

本届新材料论坛硕果累累
达成合作项目281项 征集发布7000余项高新技术成果

自古文人雅士就喜欢菊花，
因为它象征长久、长寿、独善其
身，因而，菊花纹饰也备受钟情。
在宋代定窑白瓷、耀州窑青瓷
上，它常常以印坯的装饰形式出
现，就是用刻有花纹的模具在将
干未干的瓷坯表面印制，菊花造
型花瓣繁密、枝叶茂盛，在釉的
包裹下，线条醇厚、玲珑婉约，呈
现着素色的纯净。

进入清朝，釉彩多达57种，
画工臻达巅峰，菊花纹更加工笔
写实、娇艳明丽，尤其当它以粉
彩表现时，又会温润一新。绘制
粉彩时，画师会先将玻璃白料添

入轮廓内，之后点染彩料，向阳
处少点彩，背阴处反之，画面就
显现出了立体效果。在这种技
法下绘制的菊花，纤细的花瓣浑
圆饱满、光晕流转，因白料柔和
了色调，使得菊花出尘之余更添
柔情。

而不同纹饰与它搭配，碰撞
出的“谐音梗”寓意往往也灵动
可爱。如果它和鹌鹑同画，则象
征“安居乐业”，如果鹌鹑恰好有
九只，则寓意“九世居安”；如果
它近旁有一株松树，就是“松菊
永存”；如果它身上再跳来一只
谐音为“官”的蝈蝈，那就是表达

“官居一品”的祝愿了。
如果说“温柔生动”为釉上

粉彩菊花的性格，那茶叶末釉下
的菊花可就古朴内敛得多了！

茶叶末釉是唐宋时期的铁
结晶名釉。它青杂黄色，像茶叶
末的色彩；那股耐人寻味的劲

儿，又神似品罢佳茗后的余韵悠
长，因而被直呼作“茶叶末釉”。
褐绿白三色的菊花纹置身在茶
叶末釉的深闺里，有种“半遮面”
的朦胧雅致，又极度和谐地与釉
色一道展现着古朴沉稳的神韵。

茶叶末釉曾在淄博失传多
年，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创办在博山下河街的山东省第一
个官办窑厂“陶瓷工艺传习所”让
它重新活了过来。不仅如此，工
匠们更能完美地烧制出茶叶末釉
下彩“鳝鱼黄花卉纹象耳尊”，釉
下的菊花等彩绘，在传递着传统
吉祥寓意之余，更让人感受到的
是淄博陶瓷人对釉彩和烧制技
术的成熟驾驭，和他们生生不息、
砥砺奋进的钻研精神。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中国陶
琉馆将在重阳节当天专为60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推出四场免费讲
解，详情致电2167708咨询。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徐晓会 通讯员 朱
月宁

待到重阳日 陶琉馆里话菊花

茶叶末釉鳝鱼黄花卉纹象
耳尊

淄博10月22日讯 10月22
日上午，淄博市中心医院举行第
二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总结座
谈会暨昂仁县人民医院首批进
修人员欢迎仪式，该院5名第二
批“组团式”医疗援藏队伍成员
圆满完成为期半年的援藏任务，
于昨晚回到淄博，一同来淄博的
还有昂仁县首批到淄博市中心医
院进修的医疗人员，他们将在淄
博完成为期1个月的医疗技术培
训。来淄进修的昂仁县医疗人
员，第一批共11人，第二批共8人。

今年4月，淄博市中心医院
选派外科、产科、麻醉科、超声诊
断、护理专业的5名业务骨干，前
往昂仁县开展医疗援助工作。
半年时间里，医疗队员先后开展
手术50余台次，抢救危重病人20
余人次，救治住院患者近1000余
人次；依托淄博市中心医院专家
资源，进行远程会诊63次。同
时，通过不断培训医务人员、革
新技术，为昂仁县医院培养打造
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实
现了“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翟咏雪 侯宗梁 通讯
员 王光玉

淄博医疗援藏
“输血”更“造血”
昂仁县11名医疗人员来淄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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