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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错那市的一

片荒漠中，长出了一丛丛牧草。“这批牧草源自

我们研发的带有‘太空基因’的种子。”日前，安

徽合肥高新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科研部总监

何其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吸引多家空天领域的

知名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入驻，包括中科星图

股份有限公司 GEOVIS 数字地球全球总部

等。值得一提的是，入驻合肥高新区的深空探

测实验室等创新平台更是成为了安徽空天信

息产业的“新地标”。

随着商业航天时代的到来，合肥高新区正

以蓬勃发展的态势，书写属于这片土地的太空

传奇。

播撒“太空种子”

过去，错那市有一片区域由于土壤肥力过

低而长期荒芜，甚至连杂草都难以存活。

然而，这一切在合肥高新区太空科技研究

中心最新研发的“太空种子”播种后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目前这些种子已在这片土地

上茁壮成长，进入初步试验阶段。

“我们挑选了6个品种的‘太空牧草’，播种

面积达到30亩，目前，牧草长势旺盛，预计在今

年9月就可以收割第一茬。”何其怀说。

太空育种技术通过将植物种子送入太空环

境，利用太空中的特殊条件诱导其遗传变异，从

而选育出能够适应极端气候条件的优良新品种。

“我们在西藏4380米海拔的荒地上种植的

这一批牧草，具有耐寒、耐旱、耐高温等多种特

性。无论是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还是40摄氏

度的高温，牧草都能茁壮成长。”何其怀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培育与观察，试验结

果达到预期。何其怀说：“这证明了经过太空

育种的牧草种子能够适应错那市贫瘠的土壤

条件，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希望。”

未来，合肥高新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还将

与西藏错那市合作，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航天

育种技术发展，壮大相关产业，改善西藏地区

荒漠化问题。

飞向宇宙深处

今年3月，以安徽黄山主峰之一天都峰命

名的卫星——“天都一号”“天都二号”成功启

航飞向深空。作为合肥高新区深空探测实验

室的首发星，它们将为架设地月“鹊桥网络”提

供先期技术验证。

此前，“巢湖一号”“合肥高新一号”等以安

徽元素命名的卫星也相继发射成功，但都是在

近地轨道运行。而这两颗“天都星”将跨越近

地轨道，首次飞向宇宙深处。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高度重视空天信息

产业发展，极大地提振了企业信心。”合肥高新

区的天启卫星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启卫星”）总经理赫义明说。

天启卫星是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目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

公司部署的我国首个低轨卫星物联网星座

——“天启星座”已有25颗卫星在轨。

“目前天启卫星负责‘天启星座’华东区等

区域的业务运营、研发、市场、模组等重要任

务。”赫义明说。今年8月，天启卫星还将发射

一颗来自合肥的卫星，整个“天启星座”一代的

38颗卫星组网计划也将逐步完成，届时将实现

全球范围内的无缝覆盖。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累计招引空天信息产

业重点项目超50个，协议投资额超400亿元。

截至目前，高新区内已汇聚空天信息产业链企

业120余家，初步形成“一核两级多点”的产业

空间布局。

合肥市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刘登银表示：“未来，合肥高新区将坚持以产业

应用为牵引，以卫星‘通导遥’为重点，形成集

卫星星座建设、整箭整星及核心器件研制、终

端设备制造、前沿技术研发、空天新型材料、数

据及软件开发处理等为一体的全链条产业生

态，促进产业链加快融合发展，为建设世界一

流高科技园区贡献更多‘空天力量’。”

（科技日报记者 洪敬谱 通讯员 刘畅）

合肥高新区空天产业乘势“高飞”

这是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搭建的超导量子计算机（7月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这 是 中

电信量子建

设 的“ 合 肥

量 子 城 域

网 ”的 总 控

中心（7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
者李鑫 摄

在合肥市高新区，横贯东西的云飞路，是远近闻

名的“量子大道”，密集布局着一批量子领域骨干企

业；在合肥市蜀山区，占地面积2.65平方公里的“科学

岛”，坐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七大研

究单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后，连日来，记者走访

看到，安徽合肥各地积极学习全会精神，加速发展新

质生产力，推动科研成果持续转化，带动城市能级不

断跃升。

沿途“下金蛋”，合肥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校企“共生” 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从广告、房地产营销领域转战新能源领域，

90后创业者王亚在2020年创立了一家公司，从

事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研发和生

产。如今公司发展势头不错，王亚说：“（自己）一

个文科生误打误撞地进入高科技行业，公司能发

展到现在的规模，离不开背后的‘大树’。”

他所说的这棵“大树”，是合肥工业大学智

能制造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智能院”）。此

前，这名年轻人因公司遇到技术瓶颈，四处求

援。当他忐忑地敲开智能院相关负责人办公

室时，对方耐心倾听了他对市场资源、商业模

式以及技术需求的述说。没想到，两天后，智

能院就为他组织了一支由合肥工业大学的博

导、博士组成的技术团队与之对接。

一边是实验室多年的原创技术积淀，一边

是王亚团队深耕9省的市场渠道优势，如今这

家公司实现了充电桩核心技术模块的规模化

生产，同时双方携手加大研发投入，在无线充

电技术和产业化方面实现了快速突破，拥有了

一系列的高新技术产品储备，企业发展迅速。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

调“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并明确了多

项与科技成果转化有关的重点改革方向。

为发挥高校科教、人才资源优势，推动科

研成果与市场对接，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应用到智能制造产业中，合肥工业大学与合肥

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的智能院应运而生。十

年磨一剑，智能院累计培育高科技企业183家，

其中38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组建46个科

技研发及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累计组织百

余个科研团队为590余家规上企业提供技术支

持，加速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

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从实验室到“应用场”，科研团
队与企业“共生”

智能院研发中心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包河

区，汇聚了20余个智能制造领域高水平科研团

队及100余个高新技术创业团队，已成为当地

的科创地标。

“我们主动打破体制‘温床’，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事业单位

企业化运行模式。”智能院常务副院长张晓安

说。他表示，过去的产学研合作往往是以科

研人员自发、零散的横向科研项目为载体，合

作双方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合同为纽带，合

同完成了，合作也就告一段落。当今技术研

发的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这种单一的契

约式合作，导致科研与产业的衔接缺少稳定

性和长期性。

为此，智能院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合

作模式上，探索出“共生”式的新路径：引导拥

有技术成果、研发队伍和明晰科研计划的团

队，与有接纳新技术能力和扩大生产需求的企

业相结合，按股份制合作模式共同创办高科技

企业，同时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科技成果供

给和转化动力。

安徽中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市

场小众的高科技企业，面向国内外博物馆、

档案馆、艺术馆等提供专业的智能文物保护

装备及系统解决方案，其涉及的学科技术相

当复杂。

正是依托合肥工业大学在机械、传动、传

感、材料等领域的科研成果，以及智能院平台

优势，公司成立至今始终与合肥工业大学张辉

教授团队保持稳定、持久的技术合作关系，开

展深度产学研合作。此外，智能院每年输送数

名“双导师制”研究生与公司进行联合培养，为

企业提供了人才储备保障。

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是困扰人类的

医学难题。在智能院“科技成果培育和产业化

项目”的支持下，合肥工业大学教授陈雷联合

相关医疗单位，深入开展光生物治疗基础研

究，研制出非侵入性光生物治疗仪原型样机，

填补了我国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光生物治疗仪

器设备领域的空白。

“双导师制”人才培养，实现多
方共赢

记者在智能院采访时，不少企业负责人反

映，企业承接技术转移，需要的不仅是一纸专

利，更是这一技术背后的人才供给，有好的技

术，还要有稳定的研发队伍，才能让技术真正

落地，并且实现迭代升级。

为此，智能院试点“双导师制”研究生联合

培养模式，以学校平台为基础，以企业平台为

场景，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开发创造能

力。校内技术团队与企业建立持续稳定的“人

才培养+跟踪研发”新型产学研合作关系，既确

保企业的高端人才储备，也为区域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合肥工业大学市政工程专业2022级研究

生李伯乾是“双导师制”的受益者之一。他在

校内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理论学习后，研二进入

智能院入驻企业——合肥艾瑟沃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开展项目研究与实践。实践期间，

他在校内导师与行业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在企

业提供的场景平台上参与工程项目的研发与

跟进，参与公司管道测径仪、水质取样器的研

发及城市污水管网整治等多项工程项目，其参

与研发的两类产品已投入工程项目应用。

在该公司负责人郭帅看来，联合培养不仅

是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培养潜在骨干力量的

有效途径，更是充实企业人才储备池、提升整

体竞争力的重要策略。

据了解，近年来，智能院与多家企事业单

位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28家，从高新技术

企业遴选了40余名行业导师，开展“双导师制”

研究生联合培养，培养的4500余名研究生成长

为行业骨干。

全过程服务，破解行业痛点

《决定》提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政策体系。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

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近年来，制造业面临“智改数转”。对此，

智能院整合资源，组建工业互联网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为行业和产业提供工业互联网领域系

统解决方案，为600多家企业开展诊断服务，并

以诊断服务为媒介，促进科研团队与行业企业

的持续合作，从而开创“诊断服务驱动成果转

化”新路径。

智能院科研团队曾为当地一家金属制造

企业出具了“诊断报告”，手把手辅导，制订金

属原材料及产品检测优化方案、热挤压工艺优

化方案等，有效解决了企业遇到的生产问题。

随着合作深入，2022年，双方又围绕新能源汽

车电池壳材料及其关键成型技术，深化产学研

合作，进一步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据统计，这种“诊断服务驱动”模式已促成学

校与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300余家规模以上企

业开展产学研合作，赋能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促进培育企业快速发展，智能院构建起

“平台-科技-人才-金融-市场”五位一体的支

撑体系，为企业提供全过程服务。由合肥工业

大学校友创办的安徽布拉特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如今已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但在创

业初期，研发进度缓慢、经费紧张，一度让创始

人张文化十分焦虑。

为了帮助其渡过难关，智能院一方面通过

“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重点项目”给予该公

司研发经费支持，同时遴选校内科研团队与其

开展产学研合作，后来在软件开发、机器视觉

开发应用及自动化集成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果，

公司也摆脱困境、走上正轨。

“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的产业发展需

求，智能院进一步深化、细化发展方向，深入开

展以‘育种、育苗、育才、育链、育网’为核心的

五育工程，为科研团队和培育企业更好创造条

件、搭建平台、明确方向、拓展空间。”张晓安

说。 （周慧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磊 王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