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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A2版）
2010年 8月 30日，海西研究院建

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洪茂椿院士，在福
州会见了来访的台湾工研院董事长蔡
清彦博士一行，洪茂椿向蔡清彦介绍
了海西研究院总体架构和进展，希望
今后海西研究院与台湾工研院加强交
流与合作，共同推动闽台科技发展。蔡
清彦介绍了台湾工研院的成功经验，
认为围绕具有产业价值的项目进行前
瞻性的研发等做法，可资海西研究院
的建设借鉴。以“先行先试，同行共试”
为理念，双方还就海峡两岸科技合作
交流中心的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
两岸亲缘的血不仅浓于水，也不

能像海峡的海水那样苦涩。2009年 11
月 26日，在福州举行的海西高科技产
业发展论坛上，闽台两地的代表就已提
出：除了“先行先试”，还要“同行共试”。
福建省副省长李川莅会说：闽台两

地应先行先试、同行共试，开展科技发
展的前瞻性研究，联手制订科技合作规
划；创新两岸科技产业合作模式，组建
“混编”机构，共同研究推进 LCD、LED
等合作专案；共建两岸交流合作的区域
创新体系；加强科技人才交流和创业投
资合作；完善协会交流平台，建立日常
化交流机制；营造闽台科技交流合作的
良好环境，促进两岸产学研携手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竞争。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顾问、台湾大

学教授蔡清彦作了《台湾科技产业发展
与两岸合作展望》的主题演讲，认为闽
台高科技产业合作潜力巨大，并提出了
“闽台一体，不分主客”的主张，强调当
前闽台应加强 LCD、LED 两大产业的
互补性合作，共同把握合作发展的先
机。
“海西研究院要面朝广阔大海，和

台湾研究机构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通
过现在一些专项的、单项的合作，今后
走向更全面的、更系统的合作。”福建省
副省长李川对《科学时报》记者披露：
“和台湾实质性的合作研究将从 LED展
开，我们双方优势互补，台湾在材料上
是弱项，而这正是我们的长项。现在海
峡两岸都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合作
成果也已呼之欲出。”

助力“福建制造”突围

2006年 12月，福建中科万邦董事
长何文铭第一次见到了洪茂椿，这位
他闻名已久的院士儒雅精干，给他的

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中科院与莆
田市的人才科技项目对接会一年一
度，在此，万邦公司“对接”上了中科院
福建物构所。
“我是搞技术出身，不太擅长搞人

际关系，能够得到洪院士他们的指点
和支持，我真是无比荣幸！”何文铭说。

何文铭对中科院和洪茂椿或许有
“盲目崇拜”的倾向，但从他现在说的
这句话，人们至少可以看出，他当时作
出的基本判断并未走眼：有中科院物
构所作全力技术支持，万邦公司的发
展后劲十足！
“研究所 2006 年 LED 正部署研

发，我在莆田时见到了何文铭。他所提
及的科技需求我们都能做，他自己也
一直在作研究，我觉得这个公司很特
别，就开始一直关注。”洪茂椿对记者
介绍说：“过后我带了福晶公司的领
导、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去万邦公司，凝
练出一些科学问题。这样的基础应用
研究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很适合我们
的定位、特别是今后海西研究院的定
位。不仅将我们的研究体系建立起来，
也扶持帮助了万邦公司。”

莆田这片血脉中流淌着经商基因
的土地上，四处都闪烁着民营资本的
星星之火。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莆
田的许多家庭作坊式企业就开始生产
电光源，何文铭觉得自己进入这一行，
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在屡创辉煌
的同时，何文铭也屡感自身研究后劲
的匮乏，曾一度离开创业的莆田十余
年而转战深圳。

这次与中科院物构所的“无缝对
接”，促使了何文铭下决心“班师回
乡”。

2009年 4月，万邦公司与中科院
物构所达成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这
相当于给万邦公司这枚蓄势待发的火
箭注入了推进剂。中科院物构所控股
的福晶科技公司，与后来更名的福建
中科万邦光电公司在原有技术合作的
基础上，共同申报成功 2009年度福建
省重点科技项目，推进大功率 LED 路
灯关键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凭借强大
的技术支持力量，中科万邦再度跃上
了新的发展空间。如今，中科万邦的
LED照明产品主要以外销为主，出口
价格为普通节能灯的 4~5倍。
“我们未来的科技成果应用目标

中，也包括新一代激光显示、信息通信
关键器件、白光 LED 节能照明、新一
代的大尺寸 LED 背光源等。”中科院

物构所研究员、正在筹建海西先进制
造技术集成研究所的林文雄对记者介
绍：“这些应用目标的课题选择，许多
都是直接来自海西的区域经济需求，
来自中科万邦这样的企业需求。从台
湾方面而言，有了海峡两岸科技合作
交流中心这个窗口和平台，很多高新
技术和产业也都可以向大陆转移，中
科万邦的具体实践就是很好的一个例
证，接下来，我们还要和中科万邦成立
一个联合实体。”
何文铭对中科院、对物构所的深

刻认识，走在了一些“好龙”的“叶公”
前面。他正在试图创造并全力推进“万
邦模式”：对地方而言，引进一个企业、
带动一个技术、形成一个产业，打造一
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激活各种生产要
素，从形成国际上各种资源的集聚，催
生一个城市新兴支柱产业的诞生和发
展。
莆田是福建、也是海西的一个缩

影，背负着工业化初期原始积累的创
伤，多年来始终甩不掉制造业中“技术
含量低、高污染、低利润”的沉重包袱。
现在，中科院物构所和中科万邦共同
创造的“万邦模式”，正在助力“莆田制
造”突围，我们也拭目以待，海西研究
院助力“福建制造”的突围。

领军人才和“未来之星”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福建物
构所分管人才工作的副所长曹荣说：
“无论是海西还是海西研究院，都要做
到‘先行先试’，怎么行？怎么试？我们
最近一直都在深入探讨。人才资源是
第一要素，海西研究院的布局，有相当
一部分是工程技术和产业化，需要优
秀的工程技术人才，就不能按搞基础
研究的人才加以引进。我们必须采取
分类的考核，对不同类型的人才，考核
的机制不一样。”
“我们现在引进的人才，必须瞄准

海西研究院的未来发展，而对引进来
的优秀人才，我们也要制定相应的人
才政策，解决引进人才过程中存在的
一些实际问题。”曹荣说：“海西研究院
要引进的工程化、产业化人才，我们要
让市场评价，让市场认同。中科院引进
的优秀人才有自己的标准，和市场认
同的人才标准存在一定差异，所以，我
们在‘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就要探索
一些自己的机制和标准，争取在薪酬
等机制上有所突破。真正能够引进一

批不同类型的高素质人才，海西研究
院才能做得风生水起。”
福建省第一个引进人才的计划方

案出台，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2 年。
2010年初又制定出台的《福建省引进
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暂行办法》等 3
个文件，拨出每年 2亿元的专项资金。
李川对记者说：这每年 2亿元的专项
资金，现在是钱在等着人来花，现处在
一时花不出去的阶段。为此我们还批
评了一些地方单位，为什么有这样的
人才吸引奖励政策，你们却还拿不到
手？
“人才计划不仅要考虑引进的力

度，还要考虑人才队伍今后的稳定。如
果在引进来的人才中，他的一些困难
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导致这个人才
最终跑掉，那就是我们福建省的一个
事故。”李川与本报记者探讨说：“优秀
人才怎么合理评估？既不能用物理的
方法称一下，又不能用化学的方法测
一下。所以，我们对人才成长要采取宽
容的态度，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考核的
标准，不能苛求今天刚种下一棵树，明
天就要让它长出可食用的水果。”
“我们的事业发展，需要不拘一格

引进领军人才”，洪茂椿透露，中清能
发动机公司的总经理吴明辉，作为海
西研究院引进的一位领军人才，拟参
与筹建海西研究院动力工程研究所，
并出任该所的所长。
而就在日前，据中共福建省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公布，在今年的引进
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名单中，福建物
构所的郑庆东、何长振两位研究员通
过最终答辩入选。

一批“70后”年轻研究员的异军突
起，成为海西研究院的“未来之星”。叶
宁 1998年在物构所博士毕业，1999年
去新加坡做博士后，2000年之后在美
国工作 4年，2004年 9月底入选“百人
计划”回国。现在，叶宁配合牵头的物
构所副所长黄忆东，正在参与筹建海
西材料工程研究所。

叶宁对本报记者介绍：我们 1993
级在物构所一共有 12个研究生，毕业
后到国外深造和工作的，现在已经回
到物构所的有 6个。最初是黄丰、林璋
夫妇，他俩 2003年底从美国回到物构
所，就像是先行播下的种子，也像是
“内应”的榜样，大家从国外回来都通
过他们先取得联系。接着从国外回来
的依次是我、陈学元、苏伟平、苏辉，其
中有 5个人是“百人计划”的入选者。

“我们 1993级研究生从国外回来
的 6个人，虽然搞的学科方向不太一
样，但都可以进行学科的交叉与合作，
在项目上也有一些配合，如福建省的
一个重大科技项目，由搞纳米的黄丰
牵头大家一起做，现在正在组织一个
创新群体。”
“再比如我和苏伟平的合作。我做

晶体生长，他做化学，从事金属配合物
催化的新一代交叉偶联反应研究。福
晶公司最近想重点发展的一个晶体，
阻碍之一是原料的制备和提纯，国内
晶体因为原料长不好，往往需要高成
本进口高纯原料。苏伟平自然而然地
就想到与我合作，我们基本上把研究
的一个瓶颈突破了。”叶宁等 6位青年
才俊回国后的“抱团”，效应也由此可
见一斑。

承载海西加速腾飞诸多梦想

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即将迎来建所
50周年，又适逢中科院历史上的第三
任院长、已故的卢嘉锡先生诞辰 95周
年，吴新涛院士“缅怀之心复炽，庆贺
之情潮涌”，写下了《西河畔吟草》一
诗。“惟此寄意笔端，并与同事共勉”，
或可代表福建物构所老中青三代人的
心声。
“滨江一清境，绰约两丘山。景幽

傍啼鸟，林茂栖鸣蝉。怡然逢盛世，谈
笑忆当年。沫若赋诗捷，嘉锡创业难。”
福建物构所由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教
育家卢嘉锡院士创建于 1960年，经过
50年的发展和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目
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外有特色、有影
响的结构化学和新晶体材料的重要综
合研究基地之一。
“壮志探赜隐，硕果苦奇寒。”吴新

涛在诗中自注：“‘硕果苦奇寒’引自卢
嘉锡《咏志》诗：‘香花争吐艳，硕果苦
奇寒，岂为根不深，枝欠壮？劲草傲疾
风，险峰迎闯将，竞相坚远志，庆新
功。’‘硕果苦奇寒’句，喻‘文革’时物
构所的科研工作遭受重创。”
“门敞广纳贤”，自 2001 年进入中

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以来，福建物构所
聚集众多贤才，围绕“基础研究和高技
术创新为主，大力促进高技术产业化”
的战略定位，进行了学科凝练和科技
创新，创建了 4个科技创新平台，以及
10个研究室的研发体系，构筑了具有
福建物构所特色的科技创新价值体
系，“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工程产业

化”三者的衔接与互动，被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誉
为“金三角”。
“楼高宜望远”，福建物构所眼界

高远，50年来成果迭出，先后荣获国家
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220余项，其中
获省部（院）级科技奖一等奖以上重大
成果 24项，并在此基础上获国家科技
三大奖及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1
项；中国发明专利金奖 2项、第三世界
科学院化学奖 1项、美国光电子工业
技术成就奖 1项、何梁何利基金科学
与技术成就奖 1项、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 1项、首届陈嘉庚物
质科学奖 1项。
“精思谋创新，乐之出灵感。”吴新

涛在诗中自注：“子曰：‘知之者不如好
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是：知
道做学问的人不如爱好做学问的人，
爱好做学问的人不如以做学问为乐趣
的人。”50年来励精图治，福建物构所
服务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正是因为
有了这众多“以做学问为乐趣的人”，
研发出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对
国民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高科技
成果，如“LBO”、“BBO”、“煤制乙二
醇”等，成功实现了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李
川曾由衷地对本报记者说：“中科院海
西研究院任重道远，在它的身上，承载
着海西加速腾飞诸多梦想！”
“为海西加快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就是海西研究院的使命。它不但要成
为自身科技成果产出和转移转化的平
台，还要集聚中科院全院、重点是上海
地区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到福建和海
西来转移转化，从这方面说，在大思路
上还要作进一步提升。”2010年 10月
29日，在海西研究院建设领导小组召
开的第三次会议上，领导小组组长、中
科院副院长施尔畏似乎是在回应李
川：“让历史来检验我们的这项行动
吧！”
昔日“门中虫”，谜底便是“闽”；一

朝化成龙，希冀当是谁？为福建和海
西，乃至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
科院海西研究院势必要竭尽全力、会
竭尽全力，率先蹚出一条科技进步的
漫漫长路。吴新涛诗的末尾，赞曰：
“此处能起龙，腾飞邈云天”，既可看
做大家对中科院海西研究院未来的憧
憬和期待，本报记者这里采取“拿来
主义”，用作这一长篇通讯的题目也
再贴切不过。

此处能起龙 腾飞邈云天

阴丁佳
“这次我们提交了两个关于电子邮

件的草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主任、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
中心研究员毛伟说，“将来全世界的人使
用电子邮件时，就会有中国工程师的贡
献。”

11月 12日，国际互联网工程组织
（IETF）第 79次成员大会在京落幕。来
自 65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互联网技术
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 1200余人参
会。本次历时 5天的会议由清华大学主
办，中国互联网协会和CNNIC协办。

IETF是谁？

互联网之所以能为人们带来开放、
便捷的生活体验，是因为有许许多多条
标准和协议支撑着它在世界各国间畅通
无阻地运转。而一直在幕后致力于维系
网络运转的人，就来自 IETF。

IETF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际性、非
政府、开放的互联网技术开发和标准制
定组织。自 1986年成立以来，已发展成
为全球互联网领域最具影响力和权威的
技术组织。

IETF大会每年举办 3次，通过 I-
ETF大会提交、讨论和确认的技术标准
已广泛应用于今天的互联网。

IETF的使命是编写高质量和有用
的技术与工程文档，以影响人们设计、使
用和管理互联网的方式，使互联网更好
地运转。这些文档包括协议标准、最佳现
行实践以及各种参考文档。

有趣的是，IETF没有会员制，其绝
大多数参与者都是志愿者，领取薪水的
人少之又少，这为 IETF营造出一种开
放、共赢的文化氛围。

IEFT主席 Russ Housley说：“没有
人主导互联网，多人合作才能使互联网
运转。每个人对互联网都有自己独到的
观点，这种多元化有时使我们难以达成
共识。但当我们最终达成共识时，结果往
往会更好、更明晰，也会获得更多的支
持。”

新兵迎头赶上

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
链接起源于 1994年。经过 16年的发展，
目前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 4.2亿，居

全球之首。中国在互联网技术应用与创
新上也得到了长足进展。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互联网用

户人数。”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
授、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
吴建平说，“但在技术上，我们只能说是
新兵。”

直到最近 10年，中国才开始涉足互
联网技术开发，参与技术标准的制定。尤
其是在互联网标准制定方面，最近几年
我国取得了突出成就。截至 2010年，以

我国研究人员和机构为主制定的互联网
标准（RFC）共有 17个，仅 2010年一年
就达到了 9个，超过了历史总和。

包括清华大学、华为、中国移动、
CNNIC在内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也已广
泛参与到国际互联网标准的制定中。其
中，清华大学累计向 IETF提交互联网
技术标准草案 25项，其中已有 5项获得
批准。

而这些互联网标准的质量也在不
断提高。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网络

中心、清华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
心主任助理陈志文对《科学时报》记者
说：“与过去相比，最近几年一个最明
显的变化，是现在我们制定的标准已
经直接涉及到互联网最核心的技术领
域。”

而日前在荷兰举行的 IETF第 78
次大会上，吴建平获得了国际互联网协
会的最高荣誉———波斯塔尔奖，这是中
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一奖项。国际互联网
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Lynn St.Amour

说：“这个奖是为了表彰他在支持互联网
发展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IETF来到中国

毛伟回忆起 10年前去美国参加 I-
ETF会议时的情景：“那时候从内地去参
加会议的中国人不超过 5个，由中国制
定的标准也只有来自清华大学的 1个。”
近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

技术进步，参加 IETF大会的中国互联
网专家和技术人员越来越多，现在已经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参与国。而今
年北京会议的中国参会人数已经达到了
366人。

Housley说：“IETF的任务是不断
推动互联网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寻求广
泛的参与。中国参会人员与日俱增，因此
我们选择在中国召开会议，也是非常正
确的时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

理事长胡启恒说：“IETF会议在北京举
办，是中国互联网业界一个难得的机会，
能近距离地与许多互联网技术的创始
人、发明人、互联网重要协议的起草人面
对面地深度交流，将激发中国互联网业
界的学习和创新，极大促进、帮助我们赶
上世界互联网的发展步伐。”
吴建平表示：“由互联网大国变成互

联网强国，核心就是要在互联网技术与
标准上获得突破。IETF选择此时在北京
举办此次大会，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既是
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肯定，也是对中国
在互联网技术研究与发展上寄予厚望，
相信中国的科研人员会在互联网技术领
域为世界互联网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野中国标准冶向世界看齐
国际互联网工程组织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年会举行

本报讯“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 2010年
工程热力学与能源利用、热机气动热力学和
流体机械学术会议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进展交流会议”近日在东南大学举行。会议由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主办，东南大学能源与
环境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
多位院士等近 6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成立于 1978年，

由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创办，现有会员
5000余人，设有工程热力学、气动热力学、
传热传质学、燃烧学等 4个学科分会和多
相流、流体机械两个专业委员会，学会与中
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合办的《工程
热物理学报》是我国该学科领域的最高学术
刊物。 （王卉杜建一）

吴东魁国际艺术基金正式成立

本报讯由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
吴东魁艺术馆、贵州读书援助协会联合设立
的吴东魁国际艺术基金近日在京宣布成立。
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发来贺信，贵州省政协
副主席马文骏等出席发布会。
据悉，吴东魁国际艺术基金将长期开展

吴东魁艺术学校捐建活动，启动“亚非地区青
少年艺术人才培养公益计划”，计划以吴东魁
艺术希望学校为培养基地，为青少年追求书
画艺术义务提供学习条件、培训师资和成才
途径，同时计划面向亚非发展中地区开展捐
赠项目与活动。
在活动现场，我国著名书画家吴东魁

向贵州省乌当区新堡学校和黔东南自治州
剑河县各捐 30万元，用以建立吴东魁艺术
希望学校。至此，吴东魁已捐助 26所希望
学校。 （柯讯）

中国生态小康论坛在太原举行

本报讯 2010第三届中国生态小康论
坛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主题为“低碳
经济与产业转型”。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
委员会主任张维庆、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
席李育材、中宣部原副部长龚心瀚出席论
坛并讲话。
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就城市低碳转型、

企业绿色发展进行探讨，并对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在低碳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碳储增汇在
建设小康社会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李育材在题为《林业在发展低碳经济中

大有作为》的发言中说，要充分重视和发挥林
业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加快植树
造林步伐；鼓励企业自愿参与造林增汇抵减
排放；启动实施森林经营工程；开展碳汇造林
试点及计量监测；加强科学研究；加强宣传，
引导全社会参与低碳发展。 （程春生）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年会举行

简讯

吴东魁国际艺术基金正式成立

中国生态小康论坛在太原举行

本报讯 2010年国际基因工程机
器大赛（iGEM）日前在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落下帷幕。中国科大派出的两支
代表队干队和湿队在众多高手中脱颖
而出，各摘得一金，成为这次大赛中唯
一获得两枚金牌的大学。另外，干队还
获得了含金量更高的单项奖“最佳软
件工具奖”。

据悉，来自全球 125所大学的 128
支队伍参加了今年的激烈角逐，其中

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
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剑桥大学
等知名高校，中国内地的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
学等多所名校也参加了这次竞赛。
中国科大干队和湿队参赛的题目

分别是“玩游戏学合成生物学”和“构
建基于细菌微室的蛋白质人工细胞器
组装平台”。前者是面向非合成生物学
研究人员，甚至是生物学领域以外的

研究人员，开发介绍合成生物学的游
戏软件，通过一个游戏来帮助玩家了
解合成生物学，设计和改善生物系统，
解决科学问题。而湿队的课题是在大
肠杆菌体内构建许多蛋白质小盒子，
在盒子里装上能够进行各种反应的
酶，使酶反应在这些小盒子中进行，从
而降低一些中间产物对大肠杆菌细胞
的毒性，同时也可避免大肠杆菌本身
对这些酶反应的干扰，以提高各种有

用物质如蛋白质的产量，增强大肠杆
菌生产有用物质的能力。

iGEM是国际上合成生物学领域
的顶级大学生科技赛事，由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于 2003年创办，2005 年发
展成为国际赛事，每年都吸引了全球
的顶尖学子参加。同时，竞赛还受到
Nature、Science等著名刊物，以及 BBC
等传统媒体的关注并进行专题报道。

（杨保国）

中国科大获国际基因工程机器竞赛两枚金牌

香港理工大学日前授予 6 位
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杰出中国访问学人”称号。他们
分别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杜善义、
获世界医学及生物学超声联合会
领先奖的复旦大学讲座（首席）教
授王威琪、建筑技术领域唯一一
位院士吴硕贤、获陈省身数学奖
的北京大学教授文兰、获全国科
学大会奖的南京大学超导电子学
研究所所长吴培亨以及有国家大
坝抗震学科领域“开拓者”之称的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林皋。

据悉，“杰出中国访问学人计
划”由香港理工大学自 1994 年推
出，每年授予 4～6 位在中国内地
选取的学、德双馨的学者“杰出中
国访问学人”称号。该计划除了表
彰各位学者的突出学术贡献外，
更是为了促进学者间的相互交
流，加强香港与内地学术科研单
位的紧密联系。 （解维华 好诚）

杜善义等 6位院士被授予香港理工大学杰出访问学人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