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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在课程中加入创新创业的内容，那么学
生们将更容易融入社会，也更容易取得双创成就。

10月 14日，第五届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杭州落
下帷幕。本次大赛参赛选手来自 124个
国家和地区的 4093所高校，参赛学生
457万人，总计 109万个项目，共决出金
奖 121项，可谓万里挑一。

浏览此次获奖名单不难发现，不少
项目都是高精尖技术。用此次获得金奖
的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
院精密仪器工程系在读博士生王宪全
的话说，“此次参与比拼的项目都是解
决国内‘卡脖子’问题的项目”。

瞄准“高精尖”项目

王宪全所在的公司是善测（天津）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公司董
事长、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
学院精密仪器工程系教授段发阶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解释说，公司的
成立是偶然也是必然。

2001年，国内某航空发动机研究所
找到段发阶，表示国外已开始研究基于
叶尖定时原理的动叶片振动在线监测
方法与技术，认为这是航空发动机动叶
片监测的发展趋势，希望能够合作研
发。“那时，大家已经认识到航空发动机
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瓶颈，而对于航
空发动机的发展，动叶片在线监测是一
项至关重要的技术。”段发阶说。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研究，段发阶带
领团队在技术上有了长足的进展。2010
年，他们尝试与企业合作，进行科研成果
产业化，但在寻求合作中发现，高技术的
成果转化只依赖企业，很难快速实现。

段发阶不愿如此重大的技术在技
术转换的“最后一公里”中失败，恰逢国
家推行创新创业政策，便与他培养的两
名学生一起成立了善测（天津）科技有
限公司，瞄准国内重大旋转机械状态监
测和健康管理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同时
也涉及光电视觉及环保检测、高精度几
何量检测。

公司核心团队主要由天津大学硕
士和博士组成，其中叶德超是天津大学
博士在读。公司近几年成长快速。此次
比赛，天津大学的参赛作品便以“善测
科技———国内最领先的重大装备守护
神”命名。
“目前，公司主要提供航空发动机、

燃气轮机、蒸汽轮机的旋转叶片在线监
测设备及解决方案。由于旋转叶片工作
环境极其恶劣，其在线监测难度极大，
几年前，国外才开始提供相应的产品，
我公司也于 2016 年开发出相关产品，
填补了国内空白。”王宪全说。善测科技
公司技术一经问世，立刻获得同领域企
业抛来的橄榄枝。基于这项技术，善测
科技已经为中国首款商用发动机———
CJ1000提供了测试产品及服务，同时，
善测科技也首次实现了发电厂汽轮机
动叶片的在线监测技术改造。

此次，大连理工大学获得金奖的项
目“互联网 +SiPESC平台———国产自主
可控 CAE软件领军者”也是如此。CAE
（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是指工程
设计中的计算机辅助工程，通过计算机
辅助求解分析复杂工程和产品的结构
力学性能，以及优化结构性能等，把工
程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组织起来。
“目前国内 CAE市场主要由欧美发达
国家所开发的软件所垄断，严重制约了
相关领域的发展，并可能随时危及国家
安全。”该项目负责人、大连理工大学运
载工程与力学学部工程力学专业在读
博士生孙佳告诉《中国科学报》。面对市
场需求，孙佳所在的工程力学系开发了
独具特色、自主可控的工程与科学计算
集成化软件平台———SiPESC，打破了国
外 CAE软件的垄断格局，并实现了软
件资源共享、软件定制以及高端特色仿
真软件的集成等目标。
“通过参加此次比赛，我对于 CAE

软件‘卡脖子’的严峻现状以及‘互联
网 +’大赛创办精神的认识也逐渐加
深。”孙佳说，“仿真分析软件是我国
工业领域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石，我们
必须立刻推出一款完全自主可控的
CAE软件来打破国外软件垄断，维护
国家安全。”

但他也清楚地看到，成熟的商业化
体系、庞大的用户群体和良好的应用生
态是像 SiPESC 平台这样的 CAE 软件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此才能使得软
件根据用户反馈不断迭代、更新和完
善。“‘互联网 +’大赛给了我们梦寐以
求的机遇，使我们有机会参与到国产
CAE 软件的发展洪流中。借助‘互联
网+’这个广阔的平台，我们得以将
SiPESC平台展示在更多的人面前，让老

一辈力学人打破国外垄断的梦想成为
现实。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我们认识
到了技术成果转化的重要性，我们有能
力、有热情、有责任去做好这份工作。”
孙佳说。

创业的坚守

来自厦门大学的李文娟是兑泰实
业的创始人，此次参加比赛并获得金奖
的项目是“尾矿寻宝”。“尾矿指的是采
选矿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李文

娟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尾矿是我
国产出量最大、综合利用率最低的大宗
固体废弃物，堆存量高达 200多亿吨，
每年的增量也达到 10亿吨。

尾矿的存在造成土地占用、环境污
染等问题，如果管理不善出现溃坝，还
会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
全。为此政府采取了尾矿库终身责任
制、征税、入刑等方式加以管控。然而现
行的尾矿处理方式下，综合利用率却不
到 20%且存在诸多缺陷。“可以说尾矿
是民众之痛、政府之痛、矿企之痛、市场

之痛。”李文娟表示。
针对以上痛点，李文娟带领团队经

过多年技术研发与市场实践，突破了尾
矿治理这一庞大系统中的关键环节，攻
克几大核心技术，形成了一套清洁高效
的尾矿综合利用整体解决方案。在李文
娟的不懈努力下，她的公司已经实现年
处理尾矿百万吨，今年新签业务累计可
实现年处理尾矿量 500万吨，在业内称
得上是尾矿治理整体解决方案领跑者。

成功并非一夜之功，尽管获得金奖
的企业都已经是行业内的佼佼者，但其
背后的付出却不为人所知。

2017年 6月，李文娟带领团队正在
一个矿山沟通尾矿处理事项，恰逢暴
雨，被突发的山洪困住，险些丧命。事
后，李文娟回忆说：“当时一个个浪打过
来，水中夹杂着石头、木棍甚至腿一般
粗的竹子，那一刻，真的知道了什么叫
恐惧。”但这些并没有阻挡李文娟治理
尾矿的决心。

在李文娟眼中，这只是人生的经
历，而对于创业两年多来的困难，李文
娟却更有感触：“很多大学生都有创业
的梦想，但是想做的很多，具体能做什
么却不太知道，就算选择了一个创业项
目，到底应该如何开始如何运营也成了
很大的问题，要知道，空有一腔热情是
无法支撑创业那么长的一条路的。有时
候选择真的比努力更重要，有时候学会
低头才学会成长，有时候及时止损也是
一种智慧。”

善测科技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曾
历经取舍，因为重大装备健康检测和监
测技术在国内稀缺，慕名而来渴望合作
的企业与机构纷至沓来。但当需求变
多、市场诱惑变得更加多样时，如何把
握发展方向、如何取舍却需要决策者的
定力。“我认为，若要把技术打造成熟，
就需要经过千锤百炼。我们要将技术不
断进行迭代，只有多次迭代、更好地满
足用户需求才能做出更好的产品。”段
发阶表示。他同时表示，大学生在创业
过程中思维活跃，有朝气。

但李文娟却表示，大学生稚嫩的面
庞与做事方法肯定会受到质疑。“尤其
作为女生，又身在传统行业，因此我们
不得不把自己打扮得更成熟、不得不了
解更多所谓的行规、不得不有一些妥
协。但庆幸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

越来越尊重女性、越来越尊重技术，也
越来越尊重变化。因此，我们要做的除
了尊重传统尊重前辈尊重分工，更应该
用更专业、更先进、更全面的产品与服
务去赢得尊重。”李文娟说。

不只做技术

此次参加 2019第五届中国“互联
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王宪全很
是激动：“我之前不理解为什么要参加
这项比赛，后来参与到大赛当中，并看
到整个大赛的杰出成果，使我感受到大
赛的重要意义。总决赛上听到 360集团
总裁周鸿祎告诫我们说，同学们不仅要
做技术，也要做产品。这让我对创新创
业有了更深一步的认知。”

孙佳的创业尚未完成，但他表示，
通过这次“互联网 +”大赛，对创业有了
更深的认识。“首先，我们要对自己的项
目做充分的市场调研，对项目的落地可
能性以及实施难度要有一个客观的认
识。其次，要培养团队管理和团队合作
的能力，创业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多人
的通力合作必不可少，如何高效地分配
工作，使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是团队成
功的关键。最后，我们必须保持热情，以
平和的心态应对各种困难，因为创业不
容易，创业成功更不容易。”

据悉，此次大赛投融资对接活动共
有 284 个总决赛参赛项目提交融资意
向，335名投资人参与对接，线上达成投
资意向金额 4.8亿，现场达成投资意向
累计达 406个，共计金额超过 17亿。
“‘互联网 +’这样的大赛就是很好

的平台和机会，在大赛中我们可以找到
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找到认可你并且
愿意帮助和指导你的老师，同时还可以
学习其他团队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李
文娟表示。因为大学生创业时，其拥有的
人脉、资金、经验、能力等成功必不可少的
要素有限，“请教前辈和老师、学习先进
的知识和经营就显得尤为重要”。

段发阶也认为，这类比赛应该让老
师和学生都参与，缩短学生与产业的距
离。“我们一直在进行校企联合培养尝
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如果我
们在课程中加入创新创业的内容，那么
学生们将更容易融入社会，也更容易取
得双创成就。”

高校创业 走好技术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
姻本报记者 袁一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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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学院：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高校力量
姻本报通讯员 郑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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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一画绘蓝图，一砖一瓦妙成
景。”近日，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赴宁
海县胡陈乡梅山村驻村设计团队的师
生，收到了当地干部群众送来的锦旗。
原来，在今年暑假期间，浙江农林大学
园林学院的园林、建筑学、旅游管理、城
乡规划等专业的师生，应邀前往浙江省
宁海县的定点农村，驻村为当地村容村
貌、乡间道路以及农民庭院进行规划设
计和施工。

近年来，“艺术介入乡村”正逐渐
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初，宁海县提出了“艺术振兴乡
村”目标，希望探索将艺术设计与农村
生产生活相融合，激发村民建设村庄、
参与艺术创造的内生动力。宁海县文
联等单位还专门找到了浙江农林大学
园林学院，希望开展校地协同融合设
计，借助高校的力量，提升村民的审美
能力和创造力。

于是，暑假之前，浙江农林大学园
林学院就在全院范围内招募师生志愿
者，选拔 50 名师生，前往宁海县 6 个
乡镇驻村开展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

浙江农林大学师生的到来，受到了
很多村民的欢迎。村民金校明是个不折
不扣的园艺爱好者，自家庭院里种满了
各种花卉和绿植。“听说有大学老师和
学生免费上门帮忙设计庭院，乡亲们都
乐坏了。”金校明说。他虽爱好花艺，却
苦于缺乏专业知识，现在有了艺术团队
的指导，让他的庭院变得层次分明，一
下子就提升了美感。
“学习到的不仅仅是风景园林知

识，更坚定了我学好专业的决心。”风
景园林 182 班的刘诗怡，通过实践让
自己对专业有了新的认识。她说，工作
期间，有方案讨论和思考的认真勤恳，
有方案不被接受的苦恼，也分享了村
民满意笑容的幸福。“当创意变成现

实，带给我的不只有满足感和幸福感，
更有责任感。”

师生在宁海的志愿服务活动，也得
到了宁海县委县政府、乡镇、村民的充
分肯定。宁海县委副书记李贵军在微信
朋友圈公开发帖，感谢师生助力宁海乡
村振兴。宁海县强蛟镇党委书记叶挺
说：“ 师生们驻村创作不仅让乡村美丽
起来，更让艺术的种子深植于乡村并开
花结果，为乡村振兴插上‘隐形翅膀’，
提升了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助力乡村
全面发展振兴。”
“乡村文化产业具有资源优势、产

业融合优势及政策优势，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强有力的重要抓手。”对于师生
们的努力，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党委
书记王欣表示，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个重
大的历史机遇面前，园林学院将积极响
应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充分发挥
学科专业优势，组织师生探索多元模式
与有效路径，并在实践中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助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浙江农林大学庭院设计前后对比图

近日，安徽滁州学院 30余名学生
在老师的指导下，为金寨县土地整治
归档而紧张忙碌。这是该校利用地理
信息学科专业优势服务金寨县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收尾工作。两年
前，滁州学院 400多名师生克服困难，
通过测绘帮助金寨贫困户易地搬迁、
腾退，新增了 1.8万亩耕地，为该县尽
早完成脱贫打下了坚实基础。
地处大别山腹地、鄂豫皖交界的

金寨县，是闻名全国的红色沃土“将军
县”，也是大别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
区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016 年，为帮助金寨县脱贫，国
务院在金寨进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这是全国 15 个试点中唯一
的国定贫困县。金寨县将宅基地制
度改革与扶贫搬迁等政策相结合，
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引导和鼓励贫
困户通过宅基地腾退实现易地搬迁
脱贫，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支撑
与保障。
要做好这项工作，宅基地腾退整

治复垦的测绘与复垦方案编制工作是
其中的关键性、基础性工作。通过招
投标，金寨县引进了 12家专业测绘公
司，拟于 2017年年内完成 2.4 万亩的
农村宅基地腾退整治复垦项目区测绘
制图及报批验收工作。

但是，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山
地、丘陵、沟壑、河谷平原交错，测绘
条件复杂，各乡镇土地复垦进度不
一，加之测绘与复垦方案编制工作工
序繁多、技术要求高，通过招投标的
12 家专业公司或先行退出或质量达
不到要求而退出，严重影响到了金寨
的脱贫攻坚工作进展。
于是，金寨县把目光投向了位于

皖东的滁州学院。该校是安徽省较早
转型发展的本科高校之一。十余年
来，该校紧跟地方和区域需求，对接

地方产业发展调整学科专业，积极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现在已转型为
一所多科性、应用型地方本科高校。

尤其该校地理学一级学科是安徽
省国内一流学科（B 类），拥有地理信
息科学、测绘工程、地理科学、导航工
程、无人机工程等专业。地理信息科
学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首批国
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2017年 3 月，在获悉金寨县宅基
地腾退亟须技术支持时，滁州学院承
接了这个“硬骨头”项目，组建了以地
信学院院长王春为组长，12 名教授、
博士为骨干，400 多名学生和技术人
员为作业主力的优秀团队。

专业的测绘公司都不能克服的困
难，滁州学院师生却在不到 6个月的时
间内，充分发挥学科专业和技术优势，
把该项工作与专业实践结合在一起，内
业结合外业，高质量完成了测绘任务。

整个工作期间，天气渐热，尤其暑
期酷热难当，为了老区早日脱贫，没有
动员、没有出征仪式，12 名党员骨干
教师牺牲暑期休息时间，带领那些十
八九岁的学生们，顶着烈日，戴着草
帽，长衣长裤全副武装、衣服湿了又
干、干了又湿。

他们全面梳理了金寨县土地复垦
各类基础数据，整理了 2009年、2014
年、2015 年等不同年份的卫星影像

图，在土地利用现状图基础上，梳理了
多年、多批次土地复垦数据，并整合在
一张图上。先后编制了《外业竣工图
测绘作业规范》《数据汇交流程及规
范》《数字化成图规范》等工作指导
书。编制了制图模板、数据汇总统计
模板、日工作量统计模板等文件，规
范了外业测绘、内业数据处理、成果形
式等，并在全县开展了三次技术培训
工作，形成了规范作业模式。

为提升工作效率，滁州学院师生
充分应用信息化测绘技术，研制开发
了“影像图自动裁切与出图”“竣工
图自动统计汇总”等软件模块，帮助
金寨县完成了 49.7 万亩农用地内现
有农村宅基地非常规土地利用现状
变更任务、农村宅基地腾退整治复垦
报批验收工作，以及无人机高分辨率
航摄任务，为金寨县腾退复垦宅基地
2.4 万亩，新增耕地 1.8 万亩。

由于是国家级贫困县，金寨县土
地增减挂钩的节余指标可在省域范围
内有偿调剂使用，仅此一项，给金寨县
带来了 140余亿元的财政收入。金寨
县将此用于宅基地制度改革和异地扶
贫、水库移民搬迁等，大力实施交通、
水利、电力、网络和村庄环境整治，助
力脱贫攻坚。2017 年以来，金寨县脱
贫 1.45 万户 4.96 万人，67 个贫困村
出列。2019 年将全面实现户脱贫、村
出列、县摘帽的目标。

2017年 9月 26日，在完成土地腾
退项目后，金寨县人民政府和滁州学院
签订了全面合作战略协议，双方在旅
游、生物、农业、智能养老等方面广泛深
入开展产、学、研、用合作。此后，安徽贫
困县岳西县、太湖县、潜山县、利辛县先
后慕名找上门来，纷纷与滁州学院展开
合作，滁州学院先后为这些地方政府带
来了约 90亿元收入，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贡献了地方高校力量。

宅改前和宅改后的金寨县新农村

滁州学院师生充分发挥学科专业和技术优势，把
该项工作与专业实践结合一起，内业结合外业，高质
量完成了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