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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挑战杯”福建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开赛在即，将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新发展理念，设置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等五个组别，鼓励大学生以青春热忱投身创新创业，践行青创
报国。近年来我省通过开展各类创新创业大赛，着力打造青年创业生态圈。请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核 心 提 示

赛事激发
创新精神

今 年 春 季 ，宁 德
市古田县凤埔乡的农民

们为部分水稻田插上了高
抗稻瘟病的水稻品种，这是

由青年创业团队利用无人机
技术帮助农户精心选出的。

福建因山地丘陵居多以致
水稻种植分散，检测稻瘟病存在诸

多不便。利用无人机技术进行检测，
可否比传统的人工目视检查更精准、

更全面、更高效？2023 年 7 月，福建船
政交通职业学院的“赤心护稻”团队来

到凤埔乡，探索“无人机成像结合深度
学习的稻瘟病抗性检测技术”。

“无人机采集到的图像中，健康的水
稻不会出现褐色斑点，而感染了稻瘟病的
水稻则相反，感染等级不同颜色就不同。若
发现感染，及时进行人工干预，喷洒农药或
将感染区域清除，可以减少经济损失。”团队
成员林少煊介绍说，这对无人机的操控技术
有更高的要求，“为了保证采集图像数据准
确，必须保持 5米以下的低空飞行”。

项目取得了成功，也获得 2023 年 10 月
举办的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黑科技”专项赛特等奖。

林少煊说，参赛是一次难得的历练，不
仅能得到更多专业指导，也能在竞技中看到
自己技术上的短板。“赛后，团队更加关注前
沿动态，不断更新知识体系，有了更多创新
创业的点子。”他表示，农业生产中的病虫害
还有很多，检测手段也有相似之处，下一步，
他打算与水稻种植基地、农业合作社等开
展更多合作，通过采集大量数据提高检测
准确率，用科技本领助农兴农。

对此，第十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
星”标兵陈宏涛深有同感。

近日，陈宏涛团队自主研发的管道
排布系统 3.0 版本启动测试。和传统相
比，该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自动布线，
节省人力。他们运用 BIM 技术，构建
“可视化”的三维数字建筑模型，为

设计师、建筑师、水电暖铺设工程
师、开发商等，提供综合管道排布

优化等“模拟和分析”平台。
时光回溯到 2021 年，获

得“创业之星”标兵的荣誉
称号后，陈宏涛团队陆续

参加了“创青春”青年企
业家八闽行等青年创

业 项 目 ，获 得 了 技
术 和 融 资 指 导 ，

实现了市场与
资 本 对 接 ，

顺利接下

了夏商大厦地下管道设计业务。
谈及这一路成长，他说，各项青年创业

赛事是一个多方交流平台，释放了企业创
新、校企合作的新动能，打破了青年创业者
的既定思维模式，新观点、新方法层出不穷。

据了解，“挑战杯”“创青春”“创业之星”
等鼓励创新创业的赛事项目，已纳入福建省
高校共青团深化改革评价指标体系。

灵感源于社会之需

激发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将创意与想法转化
为实际产品和服务，是创新创业大赛的重要价值。

第十二届福建省大学生“创业之星”标
兵林国锋，将创业目光投向了红色文化传承
领域。他创新利用科技手段让革命旧址、传
统建筑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

在武夷学院建筑专业就读的林国锋，
2020 年初在老师带领下学习考察革命老区
建筑，其间获得创业灵感：福建是红色文化
大省，拥有众多革命旧址，若能将这些旧址
搬到互联网上，不仅能被更多人看见，作为
数字资产也能得到相应的保护。

经过两年学习与实践，林国锋在现有建模
技术基础上创新完善“体素建模技术”。他带领
团队成员以革命老区武夷山大安村等为起点，
参照像素建造类游戏Minecraft的建模技术，开
启七大革命老区红色革命旧址的数字化之旅。
此后，团队以“红方武夷”“红方南平”“红方福
建”“红方中国”的渐进滚动模式，深入革命旧
址、古建筑、自然景观及人文特色建筑进行实地
调研，并利用无人机倾斜摄影技术采集数据资
料上百次。“有时候还原一处就要反复调研数十
次、拍照上千张，但再辛苦也没有让我们停下脚
步。”林国锋说，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能够丰富
大安村等红色旅游文化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持有同样想法的学生还有很多。福州墨尔本
理工职业学院学生林昕哲，是“互联网+”创新创
业大赛省赛金奖得主，其父亲从事鲍鱼养殖，把
这项“事业”传给了他。在养殖过程中，林昕哲发
现，每到夏季高温，鲍鱼死亡率就高。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他在就读期间创立了“鲍之家”团队，携
手福建农林大学海洋研究院进行改良，用近7年
的时间培育出第一代耐高温的鲍鱼苗，可在30℃
的海水中生存，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突破，无需“南
鲍北养”即可帮助养殖户降本提效。林昕哲介绍
说，以投放一桶100个鲍鱼苗为例，以往两年后只
能收三成，改良后可以提升至八成。

目前，这一成果已得到福州市连江县和
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鲍鱼养殖协会的大
力推荐，推广至 16个村镇，并由此申请“漳浦
鲍鱼科技小院”建设。2022 年，林昕哲成立福
州速检科技有限公司，现已形成集鲍鱼研
发、育苗、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研产供
销完整模式，每年预计可减少 15 亿元损耗，
带动 12000人就业。

成果不乏“高精尖”

不久前，厦门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

业的李法君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答辩
会后，他描绘了 2024年发展蓝图——带领厦
门卓芯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团队，开展第三批
检测芯片流片临床实验。

李法君的研究课题是微纳生物检测芯片，
并应用于癌症早筛，这一技术在分子互作用分
析技术领域打破了垄断。作为公司创始人，李法
君认为，科研领域创新的难度在于突破“卡脖
子”技术。他指着手上12英寸的半导体芯片说，
这款芯片从设计到实现12英寸晶圆的量产，经
历了整整18个月，整个研发过程极具挑战性。创
新创业竞赛，为他在科研过程中不断精进提供
了动力。“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广阔的应用
前景，坚定了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决心。”

从公司成立到实现产业化落地，4年来，
李法君依托“挑战杯”等国家级科创竞赛，攻
坚克难，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实际应
用。“扫码插入芯片，只需 15 秒的检测时间，
半小时就能得到检测报告，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站在第十一届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的路演台，李法君表达了“用所
学之技术，造福于社会”的团队愿景。

李法君曾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一等奖及“黑科技”
专项赛星系级作品、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
赛全国一等奖、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福建
省选拔赛一等奖等数十个奖项。

和李法君一样，全省30余万名高校学子在
“挑战杯”系列赛事的吸引下聚焦科技前沿，他
们敢啃“硬骨头”、深耕“试验田”、勇闯“无人
区”。从首届只有5所高校，发展到全省61所高
校参与，从300多人的小擂台，发展到数万名大
学生的竞技场，“挑战杯”系列赛事为我省增加
科技进步源头储备的同时，促进了一大批学生
科技创新成果尤其是高端技术的转化应用。

2023 年，“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中，首次配套举办省级“红色专
项”活动和“黑科技”专项活动，同时鼓励学
生参加全国“揭榜挂帅”专项赛。相较于“黑
科技”专项活动侧重寻找针对前沿领域，具
有“高精尖”色彩，对现有科技成果具有一定
颠覆性、超越性，让人出乎意料的实物或技
术，“揭榜挂帅”专项赛则秉承“以国家重大
需求为导向、以竞争协同机制为手段、以解
决实际问题为目标”的思路，聚焦“卡脖子”
技术，瞄准社会重大课题及现实问题等。

在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揭榜挂帅”专项赛中，福州大
学5G+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团队斩获了全国特
等奖。此次所揭题目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系统工程研究院、中船智海创新研究院有限公
司发榜的“区域信息采集多智能体控制模型”。
团队负责人陈楠介绍说，传统的探测方案在开
展作业时往往单打独斗，他们团队提出的“基
于往复式覆盖与分布式模型预测控制的多智
能体区域信息采集方案”，可在多船舶充分利
用对方信息的前提下实现1+1>2的探测效果。
历经半年的实验打磨，团队针对题目中通过多
智能体协同探查不规则封闭海域内未知静目
标的难题，采用往复式全覆盖路径规划、分布

式模型预测控制等前沿技术完成了全部指定
静目标的探查，实现了多船舶同时对不规则海
域进行安全、稳定的探测，弥补了传统集中式
的多智能体探测技术受制于探测效率低、任务
分配难和计算代价高的缺陷，为海洋探测技术
的不断优化提供了新思路。

科创报国的竞技场

4 月 2 日，团省委学校部干部华盈鑫正
忙着“挑战杯”福建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的报名组织工作，他已经连续两年参与了

“挑战杯”系列赛事的日常事务管理。他说：
“多年来，随着高校学子报名积极性不断提
高，参赛项目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据了解，从 1993 年就开始举办的“挑战
杯”竞赛，旨在引导和激励福建大学生通过广
泛的社会实践、深入的社会观察，不断增强对
国情社情民情的了解，激发创新精神，培育创
业意识，是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满足市场需
求进行的创新实践活动。以赛赋能，切实提升
学生的科学素养、创新意识和实践本领。同时
积极开拓渠道，与企业、社会、政府等形成协同
科创育人的合力，助力项目成果的转化与落
地，以此让“挑战杯”系列赛事成为青年人才

“科创报国的竞技场”“学以致用的输出地”。
今年，作为“挑战杯”福建省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的承办方，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多次
向西安交大、福州大学等承办高校学习取经，
力争形成覆盖面广、参赛人数多、申报作品数
高、作品质量优的赛事局面。嘉庚学院团委书
记姚祖婵说，要通过“挑战杯”赛事，结合陈嘉
庚先生诞辰 150周年，全力打造一届有特色、
有创意、有水平的竞赛。

福建农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赵超曾经指
导“石莼低聚糖在肝癌防治与降低氟尿啶药物
毒副作用中的应用”项目，并荣获第十八届“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主体
赛一等奖。他表示，众多学子在参与“挑战杯”
赛事的过程中锻炼本领、增长才干，为聚焦和
破解社会难题贡献青春力量，“技术创新本质
上是人才驱动，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人才组成
的参赛团队能够做到优势互补、交叉融合思
想，激发创新性思维为项目发展赋能”。

去年“挑战杯”省赛评委会主任、福建社
科院原副院长黎昕则表示，看到更多青年大
学生通过“挑战杯”竞赛积极投身创新创业，
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感到非常欣慰。通
过引导参赛学生聚焦科技前沿，踊跃投身科
技攻关、产业升级、业态创新第一线，“挑战
杯”等赛事已经孵化出一批国家级重要科研
项目。在去年“挑战杯”赛事作品中，部分医
学类技术成果已经应用于临床诊断，机械类
成果已转化应用于管道、消防等工程，电池
等新能源成果已进入实际生产阶段，创造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黎昕说：“广大青年学生争做科技创新
排头兵，在科创实践中培养科学素养、提升
创新精神、练就过硬本领，是‘三创’赋能的
生动诠释。”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这项赛事不一般

□本报记者 庄严 通讯员 郑夷 王晶 陈才昀 文/图

图片说明
图图①①：：2023 年 5 月举办的第十六届“挑战杯”

福建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现场
图图②②：：福建农林大学海洋学院赵超教授指导

团队进行实验。
图图③③：：厦门卓芯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团队检查厦门卓芯科技有限公司科研团队检查

纳米压印成果纳米压印成果。。

图图④④：：武夷学院子谦团队开展中国吉丁亚科
分类及其生物多样性调研。

图图⑤⑤：：厦门理工学院“城市健康卫士”团队在
厦门地铁 3号线沿线排查危险源。

图图⑥⑥：：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学院““鲍之家鲍之家””团团
队在观测鲍鱼养殖数据队在观测鲍鱼养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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