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珂） 日前，科技部
公布第二批 92 个国家创新型县（市）建设
名单，我省上杭县、武夷山市、闽侯县、武
平县入选。此前，福清市和晋江市已通过
全国首批创新型县（市）验收。

创 新 型 县（市）是 以 科 技 创 新 为 经
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对建设创新
型 城 市 和 创 新 型 省 份 发 挥 显 著 支 撑 引
领作用的县（市）。近年来，我省发挥创
新 型 县（市）对 全 省 县 域 创 新 工 作 的 引
领作用，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县域创新
驱动发展路径，创新型省份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

在新入选的 4 地中，上杭县以科技支
撑产业发展为主题，将进一步推动特色产

业飞跃发展，包括拓展延伸金铜冶炼、铜
精深加工、稀贵金属产业链条，推动金铜
产业进一步往精细化、高端化发展，形成
全球领先的金铜产业高地；推动锂电材料
产业往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发展，推动
半导体材料发展键合金丝、电子级特种气
体、湿电子化学品等新材料新产品研发生
产。力争至 2025 年，全县拥有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达 70家以上。

闽侯县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为主题，
将打造“产业创新发展先导区”“创新创业
生态示范区”“产业高端人才集聚区”；实
施创新高地建设工程、产业提质发展工
程、科创平台建设工程、创新主体培育工
程等，充分发挥大学城在县域的创新资源

优势，以打造国家级区域智慧之谷、海峡
西岸智能之窗为目标，推进产业与高校院
所深度融合，支持高新区高水平建设，全
力建好东南汽车城，积极建设科创走廊
等。力争到 2025 年，全县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达 1000 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入库
数量突破 300家。

武夷山市以科技支撑生态文明为主
题，将依靠科技创新统筹产业结构调整
和生态保护，通过系统创新、模式创新与
体 制 创 新 等 ，构 建“ 全 国 绿 色 发 展 先 行
区”，建设“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打
造“海峡两岸文化融合基地”，推进旅游
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茶与旅游及文化
的融合，打造创新创业载体。近年来，武

夷山市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被认定为全国首个“国家产业融合发展
示范园”，该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数字乡
村试点县。

武 平 县 以 科 技 支 撑 生 态 文 明 为 主
题，将打造“科技+生态”产业集聚区、科
技产业合作试验区、绿色低碳治理示范
区 、老 区 苏 区 振 兴 发 展 先 行 区 、创 新 创
业要素集聚区等，重点构筑县域生态文
明治理体系，做优工业农业生态经济走
廊 ，打 造 跨 区 域 科 技 产 业 生 态 圈 。近 年
来，武平县成功创建全省首个县域省级
高新技术产业区——武平高新区，并获
批 国 家 级 科 技 资 源 支 撑 型 创 新 创 业 特
色载体建设。

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县域创新驱动发展路径

我省4地新入选创新型县（市）建设“国家队”
秸秆何处去，一直是连江县官坂镇蚕豆种植大户林年忠的

心头病：“要么还田做肥料，要么就地焚烧。还田后，大量秸秆无
法充分沤烂，反而影响下一季水稻生长；焚烧处理又容易引发空
气污染。”

这其实是福建蚕豆种植农民普遍的烦恼。福建是中国主
要蚕豆秋播区之一，每年 10 月下旬到 11 月中旬，大量农民利
用 冬 闲 田 资 源 发 展 蚕 豆 生 产 ，全 省 现 有 蚕 豆 种 植 面 积 约 20
万亩。

一亩蚕豆采收后，大约能产生 1500 公斤鲜秸秆。这些秸秆
能否变废为宝，物尽其用呢？省农科院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郑
开斌经过调研，设想将其开发成饲料。

“蚕豆秸秆蛋白质含量高达 18%以上，纤维含量低，营养丰
富，饲料价值高。”郑开斌表示，蚕豆秸秆饲料开发前景广阔，但
也面临一系列技术难题，比如含水量过大、贮存难度大、豆青味
重、适口性较差等。

经过多年研究试验，郑开斌团队开发了一套微生物复合菌
剂发酵技术，破解了蚕豆饲料化利用的难题。

“晴天将蚕豆鲜秸秆割青后在田间晾晒，当含水量达到
60%到 70%时，用揉丝机将其粉碎，就可以发酵了。”郑开斌说，
蚕豆秸秆富含纤维，自然降解较慢，且纤维降解程度影响饲料
的营养成分和品质。因此，必须选择合适的微生物菌群，有效
降解秸秆纤维。经过反复试验，研究人员终于确定了菌群的配
比与添加量。

经过 40 天发酵后，蚕豆秸秆中多糖与木质素聚合物的酯键
被水解，柔软性和膨胀度大大增加，营养价值也实现提升。这时
就可以进一步粉碎，再挤压造粒、烘干，就可以得到蚕豆秸秆颗
粒饲料。目前，该颗粒饲料每吨售价约 1000元。

同时，郑开斌还为饲料引入“无抗”理念。2019 年 7 月，农业
农村部发布“禁抗令”，要求次年 7月起，停止生产含有 11种抗菌
药的商品饲料。自此，中国正式迈入饲料“禁抗”时代。为响应“禁
抗”政策，郑开斌团队在蚕豆秸秆饲料中添加天然香草成分抑菌
抗菌，助力“无抗”养殖。

“利用自主研发的蚕豆秸秆发酵技术制备的蚕豆秸秆‘无抗’
生物颗粒饲料，具有营养价值高、适口性好、消化率高等优点，且
不添加抗生素、抗菌药，饲养出的动物肉品品质和风味明显提
升。”郑开斌说，目前，团队已在连江县丹阳、透堡、官坂等蚕豆种
植区开展生物饲料发酵原料加工示范，年可消化利用 300 多亩、
总量 500多吨的蚕豆秸秆。

“ 省 农 科 院 不 仅 帮 我 们 解 决 了 秸 秆 哪 里 去 这 一 老 大 难
问题，还让我们实现增收。”林年忠说，今年自己田里亩产鲜
蚕 豆 1300 公 斤 ，通 过 向 饲 料 厂 供 应 秸 秆 ，每 亩 还 可 增 收 300
多元。

微生物发酵
废秸秆化身好饲料

□本报记者 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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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林侃） 14 日 ，
福 建 港 口 集 团 新
加 坡 办 事 处 揭 牌
成立，这是该集团
成 立 的 首 个 国 外
办 事 处 。据 介 绍 ，
作 为“ 走 出 去 ”发
展平台，福建港口
集 团 将 通 过 办 事
处 充 分 利 用 新 加
坡 完 善 的 航 运 服
务生态体系，进一
步 深 入 加 强 与 船
东 、货 主 、物 流 企
业 之 间 的 业 务 联
系 ，强 化 对 外 营
销 ，拓 展 新 市 场 ，
寻 找 更 多 的 投 资
合作机会。

新 加 坡 作 为
连续多年蝉联“新
华·波罗的海国际
航 运 中 心 发 展 指
数”榜首的城市，凭
借其卓越的经济实
力、良好的投资环
境以及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扮演的
重要角色，成为许
多 外 国 投 资 者 的
投资首选地。福建
港 口 集 团 成 立 以
来，持续深化港口
资源整合，充分发
挥各地区优势，强
化分工合作，推动
形成优势互补、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区 域
港口布局，创造集
装 箱 权 益 吞 吐 量
排名全国第五、厦
门港集装箱吞吐量
排名全球第十三的
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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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国启动首批创新型县（市）
建设，探索县域创新发展中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模式。我省福清市和晋江市成功
入选，并已通过验收，成为激发基层创新
的力量，各地主动对标晋江、福清等先进
县（市），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提升创
新能力和创新水平。如今，全省又有 4 地
入选创新型县（市）建设名单，令人振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县域是
创新体系的“神经末梢”。

以上杭县为例。作为一个基础弱、区
位偏的山区小县，上杭县一直在摸索依靠
科技创新驱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
路，2021 年，全社会研发支出约 15 亿元，
投入强度达 3.2%，均位居龙岩市第一，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大大高于福建省
平均水平。它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蜕变成

“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连续 7 年
获评福建省“县域经济实力十强县”。实践
证明，成功没有秘诀，唯有创新，摆脱资源

依赖，创新驱动发展才是根本出路。
与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先进

县（市、区）相比，上杭县的科技创新水平
仍有一定差距，比如大院大所资源不足，
科技创新人才总量仍然偏小，企业创新内
生动力不足，创新生态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等。而上杭主导产业的规模和发展潜力巨
大，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为主题，上杭县
将加快创新创业要素集聚，加强创新主体
引培，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立足产业链

打造“人才链”，持续打造人才高地。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富，国家强。面

对新机遇、新挑战，我们依然迫切需要创
新。当前，入选县（市）应紧紧抓住创建国
家创新型县（市）的契机，持续重视创新、
大抓创新，其他县（市）则应把创新型县

（市）创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波澜
壮阔的时代大潮中，让县域经济活力涌
动，为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提
供有力支撑。

锐意创新，让县域经济活力奔涌
□本报记者 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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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 ，由 中 国 产 学 研 合 作 促 进
会、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厦门市
教育局、厦门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和华侨大学联合主办，厦门火炬大
学 堂 承 办 的 第 二 届 厦 门 产 教 融 合 论
坛举行。

本论坛以“领跑·开拓”为主旨，来
自政、产、学、研、用、金等各领域的近
200 名嘉宾与会研讨，聚焦加速培育产
教融合型高新技术企业，探索高新技
术企业产教融合新路径。

集智——
打造产教融合的创新之城

深化产教融合，是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职业教育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教
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有机衔
接，实现产业与教育协同发展、互利共
赢的有效举措。本次活动以主论坛加
分论坛的形式，吸引来各领域的嘉宾
深入交流，通过集智献策，助力厦门打
造产教融合的创新之城。

“要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牵引，推
动高校科研任务从实际需求中来、把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从而引导高校
科技评价从重数量向重贡献转变，实
现科技创新工作走实走深。”教育部科
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在主旨
演讲中分享说。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校长、党委副
书 记 唐 宁 认 为 ，产 教 融 合 型 企 业 是
办 好 职 业 教 育 的 重 要 支 撑 ，应 要 主
动 融 入 省 域 现 代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建 设
并 作 为 产 教 融 合 型 城 市 的 支 撑 点 ，
主 动 融 入 市 域 产 教 联 合 体 和 行 业 产
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与运作中。

“产教融合重点是要把高校的创
新要素向企业倾斜，同时，把企业在人

才需求以及成果转化中的问题，通过
高校来解决。”在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
会会长王建华看来，厦门火炬大学堂
就是一个创新之举，作为全国首个产
教融合的教育平台，大学堂以人才服
务为核心，对于高新区的产业高质量
发展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也是政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协同育人的一个有
益探索。

近年来，厦门火炬高新区依托校
企合作开放平台，以高校为主阵地、企
业为主战场，着力构建产教深度融合、
校企协同育人、突出需求导向的人才
培养模式。从 2019 年至今，厦门共评选
了 3 批 29 家市级产教融合型企业。以
本届论坛举办为契机，还发布了厦门

产教融合型企业实践调研报告，总结
了各行业的合作经验和合作模式，以
及校企合作的主要挑战及政策建议。
此外，本届论坛还新增高校科技成果
推介会、校企互访等环节，激发更多产
学研合作机会。

促产——
人才引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产业发展，人才先行。高校是基础
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策源地，实现产业
与高校的良性互动、深度融合，是加速
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加快产业人才培
养的重要途径。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深化产教融合，共同推进适应产业需
求的高技术人才培养，主论坛上，福建
工程学院与厦门火炬高新区就共建产
业学院框架协议签约。双方将深入开
展多层次、宽领域、多角度的政产学研
战略合作，形成集科技创新合作、人才
联合培养及拓岗就业于一体的新工科
产教融合平台。

“我校积极探索‘1+1+N’和‘1+1’
等多元开放、资源共享的产教融合组
织模式创新，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
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我省支柱产业为
方向，打造了政府主导型、行业牵头
型、企业嵌入型、特需培养型等四种模
式现代产业学院。”福建工程学院副校
长何仕介绍说，此次与厦门火炬高新

区的合作，也期待能在与高技术企业
开展科技创新、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模
式、搭建更好的就业服务渠道等方面
实现突破。

在分论坛活动上，来自高校和企
业的嘉宾，共同围绕“面向 2035 年，高
技能产业人才培育的创新之举”主题，
展开主旨分享与圆桌讨论，为精准培
育产业人才献计献策。

作 为 厦 门 市 首 批 产 教 融 合 型 企
业，厦门海迈科技是我国建设领域信
息化的开拓者之一。公司董事长张泓
表示，利用自身的优势，企业正着力从
三个层次开展校企合作：一是通过技
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助推基础性人才
的成长；二是以科技攻关、项目申报，
培育高层次人才；三是依托专业共建
及赛事合作，实现整个产教融合的进
一步发展。

“目前校企的人才对接方面还存
在供和需的结构性矛盾，只有加强两
者的融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
现合作共赢。”张泓说。

（廖丽萍 管轩 雷飏）

探索高新技术企业产教融合新路径
第二届厦门产教融合论坛举行

日前，位于政和县镇前镇湘源村的峰兆农业专业合作社 70
亩花菜迎来采收季。走进合作社种植基地，一颗颗新鲜饱满的花
菜长势喜人，10 多名务工人员正在地里忙着采摘、装筐、搬运。

“我和我妻子长期在基地务工，月收入大概有一万元左右，日子
越过越好。”务工人员张万村说。

“我们基地主要种植杭椒，从 4 月份开始种植，一直到 10 月
份采收结束。杭椒种植的农闲时间我们轮种花菜，可以把闲置土
地充分利用起来，增加收入。”政和县峰兆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宋瑞壮介绍。

峰兆农业专业合作社于 2013年成立，经营面积 650亩，以从
事生产、加工、销售高山蔬菜椒类为主。该社充分利用高山区独
特的二元地理气候优势及良好的生态环境，建立“村集体+合作
社+农户”工作模式，通过种植高山蔬菜，扩大村民增收，创造村
集体收入。

近年来，政和县镇前镇立足自然资源优势和气候优势，
优化产业结构，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基础上，建设镇前千亩

“高山蔬菜”、千亩“名特优水果”、千亩“特色菌业”、千亩“有
机大米”、千亩“优质烟叶”等“五个千亩”现代特色农业示范
基地，聚焦高山蔬菜主导产业，持续打造高山蔬菜品牌，2023
年，镇前镇种植高山蔬菜 16500 亩。2021 年，镇前镇成功申报

“政和镇前小辣椒”“政和镇前小西红柿”等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

“下一步，我们计划打造高山区农产品标准化产业园，建
设农产品集散交易中心、加工及仓储中心、冷链物流中心，促
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镇前镇党委副书记颜
隆洋表示。

多作物轮种
农闲时也有好收成

□本报记者 赖昊拓 通讯员 阮倩敏

工人在操作冲床加工配件。恒力生产车间内，先进的流水生产线井然有序运转。

日前，福建恒力汽车空调配件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里，工人在抓紧生产汽车空调配件产品。

位于寿宁县犀溪镇际武工业园区的恒力汽车
空调配件有限公司，去年底获评福建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也是当地首家落户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主要研发生产汽车空调系统及零部件，产
品广销海外市场。公司与浙江大学技术合作优化
生产工艺，建成国内技术领先的汽车热交换系统
配件生产线，具备了与整车生产厂家同步生产先
进的汽车热交换系统配件冷凝器、中冷器、水箱和
暖风水箱的能力。

际武工业园区是福建省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
区。近年来，寿宁县依托新材料产业发展优势，精
准施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技术人才引进力度，
落实一系列惠企政策，促进汽车空调配件产业优
化升级、企业提质增效。

王旺旺 摄影报道

汽车空调配件寿宁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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