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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谷 25”
大田生产。
受访者供图

刘新（左三）和大连船阀研发人员一
起讨论技术问题。

校企共同设计开发出的重要水面舰
艇用大尺寸蝶阀。 大连理工大学供图

2024创交会首日
签约金额超 200亿元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近日，以“聚广州，创未来”
为主题的 2024 中国创新创业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创
交会）在广州启动。创交会首日，科技成果转化签约金
额就超 200 亿元，单日签约金额创历届新高。

记者了解到，创交会原由中国科协、国家发展改革
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九三学社中央、广东省政
府、广州市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本届创交会由广州产投
集团和广州交易集团主办，是创交会首次市场化办会。

本届创交会有数百家科技企业报名参加，最终展出
项目 120个，其中有约 20个院士工作站项目和 24个创
交会低空经济大赛项目。既有高层次人才成果展区集中
展示前沿成果项目，也设有低空经济大赛项目展区、人工
智能展区、生物医药展区等聚焦新质生产力赛道的战略
性重点产业展区。

创交会期间，还举办了广州新质生产力百强榜单发
布会、技术成果交易对接会、“科创下午茶”优秀科创成果
路演活动，以及首届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创业大赛等超 20
场配套活动。

为让市场要素活力得到更充分的迸发，创交会今
年开始市场化转型：充分发挥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
台优势，打造强强联合机制，推动科技产业全链条服
务；积极链接中国遥感应用协会、亚太精准医学会、中
国航天工业科学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等各方在学术支
持、优质项目等方面的科创资源；举办“科创下午茶”活
动近 60 场，辐射深圳、佛山、东莞、肇庆、中山、潮州等
地，促成转化落地金额超 85 亿元，助力打造永不落幕
的创交会。

据介绍，历经 10年发展，创交会已成为国际化创新
科技产品发布平台和前沿技术交流合作平台。截至目前，
创交会线上线下累计展出成果 4.5万余项，促成转化落
地项目金额超 998亿元。

首个全国高校区域
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启建

本报讯（记者赵广立）近日，教育部、江苏省共建全国
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启动会暨战略合作协
议签署仪式在京举行。这标志着我国首个全国高校区域
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启动建设。

据悉，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以
南京市、苏州市为核心承载区，聚焦生物医药、信息通
信、先进材料等领域，搭建全国高校开放共享的“一站
式”“全链条”公共转化平台，推动高校与企业“双向奔
赴”、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深度融合，把高校人才资源、
创新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打造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和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双中心”。

据介绍，目前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
苏）已建立全流程一体化工作服务机制，打造全链条一
站式平台支撑矩阵，为高校成果转化主体提供全方位
一揽子保障措施，确保重点项目顺利转化、重大改革落
地生效。

按照相关部署，教育部超常规汇聚创新人才和科
研成果，江苏省全方位强化资源支持和条件保障，双方
共同支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力
争通过 5 年左右努力，将中心打造成为产业应用场景
丰富、创新活力活跃、转化机制畅通、创新生态开放的
全国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先行示范区。

“青麦 11号”百万元转让
创行业单笔最高

本报讯（记者廖洋通
讯员薛寿鹏）近日，由青
岛农业大学育成的国审
旱地冬小麦新品种“青麦
11号”以 100万元的价格
完成转让，创下近年来旱
地小麦生产经营权单笔
转让最高金额。

转让仪式在青岛农
业大学举行。青岛农业大
学与山东青泰种业有限
公司、无棣惠农种子科技
有限公司签约，正式完成
了“青麦 11号”生产经营
权的转让。

记者从青岛农业大
学了解到，“青麦 11 号”
由青岛农业大学教授张
玉梅团队于 2008 年以
“莱农 0144”为母本、“烟农 21”为父本进行杂交，后代经
系谱法连续多年定向选择，最终于 2015年育成。

张玉梅介绍，该品种抗旱耐盐性尤其突出。该品种在
山东省两年旱地区域试验中较对照品种平均增产 5.30%，
在国家黄淮冬麦区旱肥组两年区域试验中较对照品种平
均增产 2.92%，在生产试验中较对照品种增产 6.43%，表
现出了优质新性状。经农业农村部谷物品质监督检验测
试中心品质检测，认为“青麦 11号”为中强筋小麦。该品
种适宜在山东、河南、河北、山西（运城、临汾、晋城）以及
陕西（咸阳、渭南）等地的旱肥地种植。
“青麦 11 号”在旱地、盐碱地的突出表现，很快赢

得企业青睐。“在当前干旱频发、土壤盐碱化日趋严重
的情况下，‘青麦 11 号’对保障夏粮稳产增收具有重要
意义，推广前景十分广阔。”山东青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丁法学介绍，公司将通过自主繁种及“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大力推广该品种，计划 3 年内推广种植 300
万亩。

“青麦 11号”。
青岛农业大学供图

万元阀门背后的“技术服务”模式
■本报记者 陈彬

刘新曾做过一个比喻，如果发动机是
一艘船的心脏，阀门就是它的动脉。“不管
是小型船舶还是大型航母，这个比喻都适
用。”

以航母为例。一艘航母内部的阀门数
量达 2 万多个，而且多数是特种阀门，正是
这些阀门控制着航母内部通道的通与不
通。而控制和守护这些阀门的工作人员，可
能占航母总工作人员的 1/3。
如此重要的阀门，意味着其高价值和高

价格。“造价超百万元的特种阀门并不鲜
见，我们做过最贵的一个阀门，售价达到
480 万元。”刘新说。
说起阀门，刘新总是头头是道。但事实

上，阀门并非他的主业。在大连理工大学的
官网上，刘新的身份是该校创新创业学院
院长、机械工程学院教授。让他与阀门真正
结缘的，正是他口中那个售价 480万元的特
种阀门。

更好的合作模式

故事还要从多年前刘新与当地一家企
业的合作开始。

这家企业是大连船用阀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连船阀），主营业务为民用船舶阀
门的设计和制作。与刘新所在的团队合作
时，正值钢材价格上涨之际，加之企业规模
不大，产品利润率低，企业迫切希望通过增
加高附加值产品，提升利润率。

然而开始时，双方的合作并不顺利。
“从表面看，双方是互补的。”刘新告诉

《中国科学报》，大连船阀对于高端阀门的
设计能力不足，导致其高端阀门的投标命
中率很低；刘新团队从事机械加工和液压
传动研究，虽然与阀门设计并不直接相关，
但其核心知识和能力是可以覆盖后者的，
他们缺乏设计阀门的经验，而这恰恰是企
业方最不缺的。

合作之初，企业方提出了七八项技术需
求，刘新针对这些需求，分别安排老师进行专
门对接。但“出于各种原因，双方合作非常缓
慢”，甚至在推进多时后，双方还没有针对其
中任何一项技术需求签订正式合同。
转机恰在此时出现了。
当时，国内某船舶总体设计研究所面向

国内企业和院所，开展了一项针对某型号
水下重要航行器阀门的设计竞优工作。大
连船阀虽然积极参与，但其阀门设计方案
在众多竞争者中并不具备竞争力。这让企
业老总心急如焚，直到正式方案提交前两
天，他才想起打电话询问刘新是否可以帮
他们完善一下方案。
接到电话后半小时，刘新与几位老师就

赶到了大连船阀的会议室。此后一天多时
间里，他们几乎是“连轴转”地帮助企业重
新梳理了竞标方案。“按照博士论文的水
平，给他们打造了一个全新版本，甚至竞优
汇报 PPT都重新帮他们做了一遍。”

两天后，大连理工大学的老师们与大连
船阀的技术人员携带全新的设计资料，出现
在竞优现场。有了这份加持，大连船阀在答
辩环节脱颖而出，成功中标，中标价格每个
阀门高达 480万元。这成为该企业成立至今
拿下的单价最高的阀门竞优设计合同。
仅仅一周后，刘新团队又帮助大连船阀

参与了 3 次阀门设计竞标，并成功拿下其
中两个。而在以往，该企业的竞优投标总体
命中率连 10%都不到。
对于这样的结果，刘新并不觉得奇怪，

毕竟他们是按照研究型高校科研的顶尖标
准为企业优化设计方案，再结合大连船阀
丰富的设计经验，在行业内无异于一种“降
维打击”。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和企业忽然
发现，彼此之间有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

半年用完的“指标”

这种新的校企合作模式，被刘新称为
“技术服务”。

“这种模式属于‘包干制’。”他解释说，
企业方和高校团队方签订合同，其中包括
10 个阀门优化设计方案的“指标”。企业方
在参与阀门设计竞标或测试后优化时，如

果遇到困难，可以邀请校方参与，后者负责
对方案做优化分析、调整标书、修改 PPT，
甚至共同参与答辩。最终不管中标与否，都
视为消耗了一个“指标”，企业方则向团队
支付合同规定的相关费用。
“技术服务，对于能因此大幅提高中标

率的企业而言，投资收益率极高；对于高校
服务团队来说，主要靠擅长的智力输出即
可获得稳定经费；对于船舶设计的总体所
来说，可以大幅提高核心部件的设计水平
和质量稳定性，可谓多方共赢。”刘新说。

不管对于企业还是刘新团队，这都是一
种全新的合作方式。因此在合作之初，相关
合同被修改了十几遍。“每一项具体内容都
写得很清楚，我们希望把我们能干的工作
囊括进来。”刘新说。

就这样，第一份合同终于在双方的期盼
下正式签署了。刘新原本以为合同中的 10
个“指标”，最快一年才能用完，但没想到仅
五六个月，“指标”便用完了。他们参与竞标
的这 10个方案，最终中标率超过了 50%。

于是，第二份价值 200 万元、包括 30 个
“指标”的合同顺利签署。

此时，对于这项工作，老师们已经轻车
熟路。于是，他们开始将一些工作交给团队

里的研究生，指导他们根据企业需求和竞
标要求进行设计优化、流畅度分析、疲劳分
析、可靠性分析……
“这些工作做完后，学生们也成了‘熟

手’。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全部来自企业
需求的第一线，是满满的‘干货’，大大提高
了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毕业时他们还成
了相关企业抢手的人才。”刘新笑着说，“当
然，每个非毕业课题的设计工作，我们都会
根据工作量给研究生们发放相应的报酬。”

绑在一起往前走

对于“技术服务”模式的特点，刘新曾
总结过一句话———你擅长的我不管，我擅
长的你要放心交给我。
“我们只做我们的优势领域，在这方

面，我们拥有足够的话语权，而一旦我们的
工作完成，则要毫无保留地让渡给企业接
手。”刘新说，要做到这点，需要彼此有足够
的尊重和信任。

在大连理工大学这个团队的帮助下，大
连船阀拿下的最大项目价值达数千万元，
曾连续多年亏损的企业成功实现了扭亏为
盈。在此过程中，团队老师早已成为企业离
不开的“兄弟”。“以至于在续签合同中，有
大量内容是作为‘乙方’的我们给‘甲方’提
出的要求。”

与此同时，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刘新建
立起一个很特别的校企合作团队，称之为
柔性科研团队。
“我们的团队是‘项目制’的。”他解释

说，团队中每个成员都分属不同的院系和
研究机构，平时并不在一起工作。只有当企
业方提出项目要求时，老师们才会从各院
系会聚过来，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有人
负责制造，有人负责设计，有人负责液压系
统，有人负责高分子密封材料，还有人负责
防腐和涂层……”
“散时满天星，聚时一股绳。”这是刘新

对团队的总结。而他作为团队负责人，则更
像是一个“大管家”———负责与企业沟通、
新合同签署、全团队的吃喝拉撒，以及按规
定给每位成员发放合理酬劳。
“建立这样一个柔性团队，一定要有一

个这样的人，他能够撑起全团队的日常运
作，更要做好成果和经费的分配，从而保障
来自各方的团队成员能够心无旁骛，拧成
一股绳开展科研工作。”刘新说。

如今，刘新的阀门团队与企业的合作还
在继续。他也在琢磨创新校企合作模式，比
如不再等待企业给项目，而是主动出击，和
企业以及相关研究院所合作开展技术研发
并申请国家级项目。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
这方面的探索。

正如刘新所说：“我理想中的终极模
式，就是大家捆绑在一起往前走，我们牵
头，他们参与。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
作可以做。”

手搓 15万批谷子后，破十年高产纪录的新品种诞生了
■本报记者 李晨

打破 10年夏谷区亩产纪录的谷子新品
种，诞生于北京北三环边上的一片试验田。

201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
所（以下简称作科所）研究员刁现民带领团队
在北三环高架桥下的试验地，配置出第一步
的杂交组合。此后 6年，南繁北育，每年 50亩
育种田，每亩 4万个单株，从中进行农艺性状
的田间鉴定，搓米初选，然后在室内进行单穗
鉴定，工作量达到 15万批次。
这样选育出的高产优质谷子新品种“中

谷 25”，近日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高产千
亩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平均亩穗数 64115
穗，实测亩产达到 625.92公斤，打破 2014 年
以来“济谷 18”创下的夏谷区谷子亩产纪录。

测产专家组一致认为，“中谷 25”在今年
种植生长季降雨量大、阴雨寡照等不利条件
下，仍获得了 6.4万的超高亩成穗数，是得益
于该品种抗倒伏、高产、综合抗病抗逆性好等
良种特性和基于宽窄行的配套栽培种植技
术。此次测产为区域内科学选种、探索新的种
植技术、壮大谷子产业、提高综合效益提供了
科学依据，为谷子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
复制的样板。

从高营养成分到好看好吃好煮

谷子是市场化作物。“优质品种具有极高
的品牌化开发价值，是实现谷子产业升级的
关键。”刁现民说，优质品种的市场销售价格
比一般品种高 30%以上，市场竞争力更强，品
牌化开发价值更高。

10 余年前，刁现民带领团队“向市场学
习什么是优质品种”。

2009年，刁现民发现传统地方品种———
内蒙古西部的“黄金苗”和辽宁西部的“红谷
子”品质优良，备受市场青睐。但是地方品种
产量水平低、适应区域窄，需要加以改良，才

能适合目前生产的需要。
在全国性调研中，刁现民团队在山西发

现了“晋谷 21”这个种了 30 年的品种，它支
撑着山西的小米产业。“‘晋谷 21’种了 30年
且还在种，一方面是因为它米质非常突出，优
质品种是生产中需要的；另一方面，近代育种
品质提升极为有限，尚未实现品种更新。”团
队成员、作科所研究员贾冠清说。

他们思考，育成品种为什么得不到市场
的广泛认可？

刁现民告诉《中国科学报》，上世纪 80年
代，谷子品质研究注重的是营养成分性状，蛋
白质、脂肪等营养成分的含量就是核心育种
目标。经过 10余年的调研，他们发现，如今市
场需要的是好看、好吃、好煮、营养、高产的新
品种。
“评价标准有了深刻变化，从高蛋白、高

脂肪、高氨基酸的目标，变为市场化商品品

质、外观品质、加工品质和功能性等目标，是
市场化、品牌化发展的新趋势。”刁现民说，这
个育种目标是“十四五”时期以来国内小米的
谷子育种新方向。

6年大规模选育造就新品种

新品种“中谷 25”就是在这样的育种目
标下诞生的。

2017 年，他们选择优质春谷型品种“汾
选 3”为母本、夏谷高产广适性品种“豫谷
31”为父本，在作科所位于北京北三环的试
验田里进行杂交实验，获得了第一代杂交
后代（F1）。

经过杂交后代大群体选育，2019年在北
京市密云区的实验基地，他们发现了被称为
“2495”的家系。“它是我们在田间种植过程中
鉴定出的优质米家系。”贾冠清说，正是从这个

家系的后代中他们培育出多个优异品种。
“选育材料时，采取‘田间搓米鉴定为辅，

室内单穗鉴定为主’的原则。”贾冠清说，“田
间搓米”是初步选种，收获后，在室内针对单
穗进行机器碾米和大规模鉴选。该团队每年
栽种 50亩谷子育种田，每亩 4万个单株，从
中进行大规模鉴定，进行单穗鉴定的达到每
年 2.5万个批次。

其间，他们还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遴
选了类胡萝卜素合成通道主要限速酶 PSY1
的高效鉴定分子标记。贾冠清介绍，小米黄色
素的主要成分就是类胡萝卜素，它决定了小
米的黄色，是一种重要的商品性状。

经过 2019 年海南加代繁育实验的大规
模群体选择、2020年赤峰市等多个谷子主产
区的系行鉴定，他们重点选择早熟和矮秆性
状，最终获得了性状稳定的品种，并随后进行
了多点多年区域试种。经过 6年时间，“中谷
25”申请品种登记。
“2495”家系不仅衍生出“中谷 25”，还有

“中谷 19”“中谷 18”等品种，支撑了山西兴县
小米、河南伊川小米、山东龙山小米等品牌的
发展。
“中谷 25”融合了春谷优质的商品性和

夏谷品种的抗倒抗病高产性，适宜在西北
生态区山西、内蒙古地区春季种植，在东北
生态区辽宁和吉林地区春季种植，在华北
生态区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地区春季或
夏季种植。
测产现场，刁现民介绍，“中谷 25”粒型

整齐，米色鲜黄，商品性突出；在食味品质上，
易蒸煮，干饭和米粥均适宜，米粥黏稠适口，
米饭松软香甜，被中国作物学会评为国家一
级优质米；在第三届中国（伊川）优质小米鉴
评大会上斩获商品品质、食味品质和综合品
质三项冠军。目前，它是多家知名小米企业的
主开发品种。

“技术服务，对于能因此大幅提高中标率
的企业而言，投资收益率极高；对于高校服
务团队来说，主要靠擅长的智力输出即可获
得稳定经费；对于船舶设计的总体所来说，
可以大幅提高核心部件的设计水平和质量
稳定性，可谓多方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