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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的草坪能踩，咱们的草坪为何只能
‘干看着’？”每到踏青时节，类似的疑问总会出
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5.95 平方米的漳州，
该如何做好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有机结合？

今年 2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通知，开
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在公园草
坪、林下空间以及空闲地等区域划定开放共享
区域，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搭建帐篷、运动健身、休闲游憩等亲近自然的户
外活动需求。

对此，漳州市进行多元化、多样化探索，在
全市范围内分批推进有条件的城市公园绿地开
放共享，拓展绿地开放共享新空间，探索公园绿
地建设、运营、维护的新方式。首批公布的试点
清单涵盖 10 大类，即共享草坪区、共享书屋、儿
童微乐园、运动健身区、文化体验区等，试点时
间为期一年。

管护结合
科学开放共享草坪

三三两两的游人，在草地上铺好野餐垫，或
躺或卧，或阅读或游戏、画画、聊天，尽情享受休
闲时光——这是开展共享草坪试点后，漳州的
城市公园中常出现的场景。

漳州在西院湖公园、湘桥湖公园等 4个城市
公园划定了第一批 3.52 万平方米的共享草坪供
市民游客搭设帐篷，让人们在家门口亲近自然。

除了野餐，露营也是流行的休闲方式。夜晚
来临，还有市民用彩灯装扮帐篷，为露营活动增添
了一抹童话色彩。“带孩子们来公园绿地跳绳、打
羽毛球，尽情释放活力，大口呼吸新鲜空气，亲近
自然，心情舒畅。”参与露营的张佳宜女士说。

“共享草坪主要选取公园内视野开阔、地形
相对平整的地块，服务设施、应急保障相对完善

和便捷等区域增设，避开自然灾害频发区域、自
然保护地以及生态脆弱区域。”漳州市风景园林
公园科副科长刘蓓菡说，连续工作的草坪也需
要“休息”，工作人员会定期养护、除杂草、浇水
和修剪。为此，开放共享时间为周六、周日及法
定节假日 8:00—22:00，其他时间为草坪管护期。
工作人员也会对不同片区草坪进行轮流开放，
避免植被过度踩踏影响正常生长。

根据草坪承载能力，漳州各共享草坪区均
设置搭帐篷数量上限，并规定草地上搭设的帐
篷需中小型，帐篷规格为占地面积小于 5 平方
米、不高于 1.5 米，不得使用带有风绳和需要地
钉固定的天幕、帐篷，帐篷不能全封闭。

“除了科学规划管养，草坪开放期间公园管
理部门还适度增派服务人员，维护现场秩序及
环境卫生。各公园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人性化管
理，在周边值班岗亭配备烧水壶、医药箱等，专
人管理、服务游客。”漳州市住建局城建科工作
人员蒋水龙表示，市里鼓励各县拓展开放共享
绿地空间，更好满足百姓需求。

空间改造
首批共享书屋投用

除了露营基地，市民共享书屋也是开放共
享的绿地福利之一。

市民蒋伟华经常在周末带两个儿子到西院
湖生态园·市民共享书屋翻看绘本。书屋面积
200 余平方米，以儿童类图书居多，包括社会科
学、文学、自然科学、儿童绘本等图书 2500余册，
可容纳读者 50余人。

小木屋原是公园管理用房。依据原来的空间
格局，小木屋被设计成两间并联的半开放式阅读
空间，既有安静阅读台，也有小型“会客室”。露台
上三两张休闲桌椅，打造出有趣的社交空间。

而九龙公园荷花池旁，市民共享书屋偏安
一隅。难以想象的是，安静的读书空间曾是公园
仓库。如今，书屋被多肉植物环绕，形成“小隐隐
于野”的清幽空间。

打破“借书和看书之所”的观念壁垒，共享
书屋不断挖掘本地文化特色资源，成就另一条

“出圈”之路。
中山公园的市民共享书屋就设在战时人防

洞，保留了人防洞的原貌及文化遗存。因中山公
园毗邻漳州古城，书屋因地制宜放置了《漳州古
街》《中山公园博览》《闽南现代建筑》等相关书
目，让读者在游览完古城后就可在书香中寻踪
漳州历史文脉。“这些文化史料很多都是珍贵典
藏版，在市面上买不到，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
前来阅读。”共享书屋志愿者陈建文说道。

书屋也成为人与人交流之所，形成本土文
化圈层。此前，西院湖市民共享书屋就组织了一
场“‘非遗’贺新春 幸福满画韵”活动，数百名市
民体验印制漳州木版年画。“未来，共享书屋将
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集体沙龙等活动，让书屋
成为漳州市民的城市客厅。”漳州市风景园林中
心郭静娟说道。

实地教学
公园成为自然课堂

在发展中能看得见具体的人，这是共享绿
地的“思路”，也是人们的“心路”。

暑假的周末上午，一群小学生在郊野公园
里围成一圈，聆听自然博物老师威廉讲授“蕨类
植物”公益自然课程。

“有一种植物，它出现在大约 4亿多年前，比
恐龙出现的时间还早 1 亿多年！恐龙灭绝了，但
它依然坚挺地生活在地球上，生生不灭。这么坚
强、古老却又低调的植物是什么？别动，它们就

在你的脚边——蕨类植物！”说完，威廉带着一
群“蕨类小猎人”通过摸一摸、闻一闻、找一找，
对各种野生植物进行观察和记录，用敏锐的目
光去发现蕨类植物的身影。“它们不开花，不结
果，没有种子，可是它们依然非常繁盛，因为它
们用非常独特的方式繁衍后代——孢子传播。”
威廉说，没有花、果实、种子的蕨类植物就是靠
孢子来繁殖后代的。

另一旁，一群孩子正在老师的指导下攀树。
他们运用专业且系统化的技术，利用绳索攀树
系统自由上升、下降、转换、横渡、休息与工作，安
全自由地穿梭在树林间，像极了丛林原始人。

“开设在公园里的‘自然课堂’，真是太有意
义了！”参与活动的家长李丽青介绍，她的女儿
陈泽宣参加“自然课堂”已有两年，跟着老师春
天看蝴蝶、夏天识昆虫、秋天捡果实、冬天辨飞
鸟，在公园绿地里观察自然，从小种下一颗热爱
科学、爱护环境的种子。

“绿地多了，要让群众可感、可享。我们与
中小学合作，把课堂从校内搬到户外。例如亲
水公园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优势，将公园
内或周边宜耕宜果区域开辟建设成‘城市菜园’，
开 展 研 学 活 动 ，让 市 民 和 学 生 体 验 耕 种 劳
作 。”漳州市园林中心副主任刘益忠表示 ，因
地 制 宜 组 织 学 生 观 察 实 践 ，将 大 大 小 小 的 公
园 绿 地 变 成 自 然 课 堂 ，更 能 扩 大 城 市 公 园 开
放 共 享 的 优 势 ，将 城 市 公 园 打 造 为 生 态 文 明
教育的重要阵地。

“在开放试点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过乱
丢垃圾、毁坏草坪、挖沙取土等不文明游园行
为。我们将研究制定《漳州市城市公园开放共享
空间划定管理技术指南》，提出下一阶段开放共
享绿地的推广思路和对策，实现对公园绿地赋
能，促进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漳州市住建
局城建科负责人沈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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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福建赛
区）暨第十一届福建创新创业大赛在福州落幕。
漳州参赛队伍取得了成长组一等奖、初创组三等
奖，5家企业晋级国赛的优秀成绩。

科技创新是企业成长之基，是区域经济发展
之源，在本土资源、区位都不占优的情况下，漳州
以“双创大赛”为载体，把赛事做成全面推动科技
创新的重要抓手和年度标志性活动，近两年来参
赛数量全省第一，近四年来每年都有一等奖，有
力推动“漳州制造”向“漳州智造”和“漳州创造”
转型升级。

项目创新 扬帆产业蓝海

“对于我们这样的初创企业来说，通过参赛
能更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漳州积垒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朱剑波告诉记者，该公司
创新研发的 AI 医学影像三维重建软件及精准手
术管理平台项目在大赛上崭露头角，获得了市赛
二等奖、省赛初创组三等奖的成绩，晋级国赛。最
近，他们正马不停蹄地为国赛作准备。

积垒科技成立时间仅一年多，又涉及医疗科
技领域，在省赛初创组里也是最年轻的企业，这
家在漳州“土生土长”的科技企业，究竟有何过人
之处？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漳州金峰开发区的漳州
市高新技术创业孵化基地的积垒医疗科技，一个
个 3D打印的模型陈列在企业展厅，精巧细致。

“我们研究的方向是对目前国内医学图像成
像速度、清晰度、精确度的补充，让人工智能、AI
等技术与医疗领域更深度地融合。”朱剑波介绍，
目前公司开发的 AI 医学影像三维重建系统软件
能够实现医疗影像三维重建、出具可视化报告、
器官精准 3D 打印功能等，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
平，产品目前已服务于福建协和医院、漳州市医
院等 15家三级以上医疗机构。

在新的领域深耕，需要勇气与实力兼具。
2022年，朱剑波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研究
生毕业，与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小朱立仕一拍
即合，锚定医疗科技领域。他们发现，以往的医疗
影像成像以 2D平面图片为主，对于病人病情、病
灶的判断还是更多地依赖于医生的经验与分析，
如果能够将 3D 打印以及 AI 技术应用于医疗成
像，将给现有的治疗手段带来更多助力。

新领域、新技术，初创期成员仅 3 人的积垒
科技得到了漳州市科技局的帮扶，落户高新技术
创业孵化基地，并提供技术支持，助力企业科研
成果落地。

朱剑波说，在获奖后，最让他们开心的是得

到了科研院所递来的橄榄枝，参与医疗项目研
究。如今，他们对于国赛信心十足，希望能够通过
赛事平台扩大企业的影响力，从而推动后续的成
果落地。

“借助大赛平台，能让项目被更多的资方以
及同行看到，通过多种合作方式进行需求对接，
既可以充分发挥高校科研团队的价值和创造力，
也可为企业解决瓶颈问题，助力企业升级。”闽南
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薛钰博士告诉记
者，因为地域环境等客观因素，在漳的科技型企
业想要长期稳定地引进并留住人才，具有一定的
困难。创新创业大赛平台在高校与项目间架起了
一座桥梁，成为漳州科技发展的亮丽名片。

平台赋能 培育成长土壤

作为目前漳州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创新
创业平台，漳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实现了全省“五
个最”：投入参赛企业最多、市赛投入最多、赛事
奖金最高、奖项设置最多、赛事规模最大。今年大
赛共吸引 106 家企业报名参加，报名数连续两年
位居全省第一，为省赛输送 18 家优秀企业；在赛
事期间，还配套举办漳州科技招商暨项目签约大
会，达成项目投资 104.6亿元；首次搭建产学研合
作平台，推动京闽（漳州）科技交流合作，推动科
创产业发展。

近年来，漳州市发挥创新创业大赛品牌和平
台效应，持续打好“政策+服务”组合拳，强化企业
在产学研融合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挖掘一批绿色
能源、智能制造、大数据等领域优秀参赛企业、项
目，着力构建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全链条体系。

“从创投机构、金融机构到科研院校，再到产
业链上下游以及社会各界，通过赛事的影响力，
给参赛的项目打造更加优质的成长土壤，成为企
业成长的‘助推器’。”漳州市科技局二级调研员
林志宏说，通过大赛的带动，漳州市科技型中小
企业从 2018 年的 180 家增长到 2022 年的 646 家；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6 年的 136 家增长到
2022 年的 778 家；2016 年至今，全市累计有 69 个
项目获得省科技进步奖，大赛已成为推动漳州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力“引擎”。
其中，漳州市合琦靶材科技有限公司以“新

一代平面显示技术国产高迁移率氧化物靶材的
研发”项目参赛，从氧化物靶材的组分设计出发，
自主研发低温煅烧制粉技术和分段烧结技术，实
现高纯度、高密度、细晶粒氧化物靶材批量生产，
荣获市赛一等奖以及省赛成长组一等奖，挺进国
赛，成为本次赛事中的一匹“黑马”。

企业参赛的吸引力更来自于赛事平台的“长
尾效应”，除了奖金之外，获奖企业获得的关注度
与扶持力度是实实在在的。2021年获得市创新创
业大赛新材料组“优秀企业”称号、省赛半决赛小
组第一名的福建蓝海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在赛后先后获得两轮共 1.2 亿元融资，企业聚焦
锂电全体系产品研发，全面提升企业的新材料产
品产能，如今已发展成为国内电池电极粘接剂的
主要研发生产厂家。

漳州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林鹭表示，接下
来漳州将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提升创新
体系效能，突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入实
施“万才聚漳”行动计划，让各类人才在漳州创新
有条件、创业有平台、创造有机会。

智引双创 拥抱未来
□本报记者 杨凌怡 通讯员 林开艺 洪辉南 洪韬亮 文/图

◀ 2023漳州市创新创业大赛现场

▲ 朱剑波对系统进行调试。

小学生在老师指导下攀树。

露营成为市民流行的休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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