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赛场到市场，高价值专利要闯几道关

  □ 本报记者 王鹤颖

  “它的‘光’能‘透视’到人们眼球
底部，生成视网膜的高分辨率图像，推动
青光眼等眼病及早干预、可防可控，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前不久，2024 中
国·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高价值专利培育大
赛（以下简称“新高赛”）决赛在济南举
行。赛场上，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
宋维业介绍由他带头研发的眼科OCT 医
疗设备；台下，数位国家级专利审查员与
知识产权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同时进行评估
与打分……
  专利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
场，是创新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培
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今
年新高赛评出的各类奖项，共获得了总
价值170 万元的知识产权服务。目前，这
些高价值专利项目收到了多个创投机构
抛来的橄榄枝，实现从赛场到市场的
“无缝衔接”。

第一关：培育难

专利如何合理布局

  “一个新产品出现后，业内难免会出
现模仿者、打技术‘擦边球’，这对前期
研发和后期销售都会造成冲击。”宋维业
向记者坦言，“目前，我们研发的这台
OCT设备在国内还没有投产，未来，该
如何保护核心技术、防止被侵权，希望专
家多支支招。”
  宋维业的心声，也是科研界较为普遍

的困扰。当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缺
乏创新技术的产品难以具备优势。为了开
发新技术新产品，高校院所、企业等创新
主体，往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研
发。倘若这些成果没有构建起严密的专利
保护网、进行合理的专利布局，就无法保
护自己、限制对手、提高市场竞争力，甚
至最终替“山寨品”作了嫁衣。
  高价值专利的保护与布局迫在眉睫，
面对创新主体这一诉求，新高赛搭建起沟
通桥梁，让专家对其进行“一对一”精准
免费辅导，取得了显著成效。
  “专利布局是一项‘技术活’。它并
非简单地追求专利数量和落地速度，而是
要构建数量适宜、分布合理、层级分明、
功效齐备的专利组合。”针对宋维业的项
目，首都师范大学技术转移中心技术主
任、二级专利审查员尹昕建议，“下一
步，要着重拓展OCT 在其他医疗领域的
应用，同时开展PCT 国际专利申请，减
少技术风险。”
  科学合理的专利布局，不仅可以为创
新主体建造“护城河”，还能轻松变现，
促进技术创新，推动发展形成新质生产
力。山东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刘路介绍，我省已经连续5年举
办新高赛，截至目前，获奖项目实施率超
90%，融资规模达90亿元，有效释放了高
价值专利的发展潜力。

第二关：转化难

专利如何从纸上走入市场

  不久前，“阳澄湖大闸蟹”蟹扣造假
事件引发了大量关注。防伪标识制假售假
如何从根源上杜绝？怎样为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筑起“防火墙”？去年新高赛的获奖
项目——— 新型防伪溯源技术，能给出行之
有效的对策。

  “这个塑料片（防伪标签）的下面部
分是我们研发的防伪墨水组合物，会随着
时间推移变得没有颜色，无法被拿去仿制
和重复利用，这项技术填补了国际空
白。”记者看到，撕开包装后的 8 分钟
内，防伪标签下方的字迹神奇地变浅、直
至消失。“去年以来，在大赛专家的悉心
指导下，我们对核心技术实现知识产权矩
阵化保护，累计取得5项发明专利，获得
欧盟、美国等 7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利授
权。”山东履信思源防伪技术有限公司行
政办主任刘晨介绍。
  数据显示，截至2023 年底，我国高
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同比增长25 . 7% ；中
国申请人通过PCT 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
量连续四年位居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
我国仍有大量专利正在“沉睡”。如何推
动专利技术成果转化、提高专利实际应用
率？这是全国面临的难题，也曾是摆在履
信思源面前的一道关卡。而经过新高赛组
委会的“撮合”，目前，将有一笔 1000
万元的意向资金投向履信思源。
  “这项防伪技术具有一定先进性，专
利保护也很到位，我们对它的市场前景很
有信心。”北京高粱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一说。据了解，该项目在新
高赛获奖后，已逐步应用于乳山牡蛎、烟
台甘薯、莱阳梨等山东知名地理标志品
牌，帮助相关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大幅
提升。

第三关：提升难

科技型中小企业如何成长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
管”，也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然而，
品牌建设门槛越来越高，人才、资金、资
源等愈发短缺，成为其发展的桎梏。
  “本届新高赛适当提升了中小企业的

获奖比例，66个进入复赛的项目中，超五
成来自中小企业。我们希望进一步推动优
质资源向中小企业倾斜，让他们享受更多
专业指导，防止他们‘闭门造车’式科
研，帮助提高专利的实际价值。”刘路介
绍，近年来，围绕新高赛获奖项目，省知
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持续举办投资对接活
动，提高中小企业专利转化效能。
  “市面上高端的鞋材、跑道、静音垫
等，许多都采用了我们在全球首创的脂肪
族发泡TPU产品。目前，我们与安踏、
特步、PUMA等品牌建立了稳定合作，核
心专利已进入欧美日韩等9个国家和地
区。”地处烟台的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也参加了本届新高赛。企业负责人表示：
“通过大赛，我们提高了在行业内的知名
度和品牌影响力，后续，将在汽车内饰、
航空航天、塑胶跑道、免充气轮胎等领域
进行市场拓展。”
  今年5月，《山东省落实专利转化运
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印发实施，其中重
点提出赋能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为助力中
小企业创新发展，我省以国家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示范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为重点，开展专利产业化样板
企业培育，推进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认
定。同时，聚焦全省企业专利转化等多元
化发展需求，帮助企业形成具有技术优势
的专利密集型产品，开展存量专利盘活
活动。
  截至9月底，我省已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审核推荐专利产业化样板企业培育对象
594 家、预入库企业380 家；全省累计备
案专利产品6699 件、销售产值9477 . 38 亿
元，已认定专利密集型产品115 件、销售
产值404 . 55 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在国家
专利综合服务平台注册高校院所170 家，
累计盘点专利7万余件。

  □ 见习记者 刘宸 本报记者 魏然

  “我们的花生种植技术已经逐步达到国际一流
水准，甚至在一些方面取得领先地位。”万书波
说。他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国家花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花生栽培与生理生态创新
团队首席专家。身边同事谈起他时不免赞叹，“出
差路上也带着书籍”、“只能用从家到单位的20分
钟车程来休息”。万书波40年如一日奋战在科研第
一线，为花生降本、提产、增效益，付出了巨大
努力。
  花生作为我国重要的油料作物，实现其产业高
质量发展对保障我国粮油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要如何实现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就是
要把成本降下来，把产量和效益提上去。”万书波
在提到花生产业的发展时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
花生平均单产仅为76公斤/亩，被普遍认为是“低
产作物”，且传统的双粒种植方式，一亩地需要约
25公斤种子，用种量占到产量的10%到20%，相较而
言，小麦、玉米仅占2%左右，这导致花生的种植
成本偏高。参加工作不久的万书波对传统的花生播
种方式提出疑问：“为何必须一穴种多粒呢？”
  为了攻克这个难题，万书波带领团队深入开展
花生抗逆栽培理论及关键技术研究，成功开创了单
粒播种技术，相比双粒种植节约用种量20%。在此
研究基础上，又创建了“精细选种、精确包衣、精
致整地、精准播种”单粒精播技术，先后培创出实
收亩产752 . 6公斤、782 . 6公斤和865 . 47公斤的高产纪
录，彻底颠覆了“创高产必须穴播两粒”的定论。
  全程可控施肥技术也是万书波团队的研究重
点。他们根据花生不同时期需肥规律，提出了“起
爆氮、自供氮和后援氮”施肥理论，创建了花生全
程可控施肥技术，平均每亩花生增收30至60公斤，
节约化肥10公斤。部分研究成果获2018年度山东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和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们要顾好米袋子，也要拿好油瓶子。”为
了实现国家“稳粮增油”战略，万书波提出了“玉
米-花生间作模式”，实现亩产玉米517 . 7公斤、花
生191 . 7公斤，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有力保障
了国家粮油安全。该技术连续3年被列为农业农村
部主推技术。
  为了给种植户增效益，万书波团队在此基础上
提出可以用鲜食玉米秸秆、鲜食花生秧制成混合青
贮饲料，代替青贮饲料。“种植户用了我们的方
法，一年的亩产值能达到一万元。”万书波自豪地
说，“我们就是要用科学技术去实现国家战略，去
造福广大农民。”
  “我眼里的万书波十分具有家国情怀，他永远盯着生产第一线的
需求作研究。”万书波团队成员、省农科院农作物种质资源所所长张
正说。
  40余年来，万书波一直脚踏实地，以国家战略为研究方向，以解
决百姓生产问题为目标，深入田间地头作调研，俯身泥土之间种花
生，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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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赵琳 通讯员 解放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2月10日，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淄
博研修基地揭牌暨专题研修开班仪式在淄博举行。淄博研修基地是联
合研究生院成立以来首个挂牌成立的专题研修基地。
  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联合16
所全国知名院校共建，汇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势力量，以共建
共享的方式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研究生。淄博研修基地作为联
合研究生院首个专题研修基地，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研修
设计，加强研究阐发，加强与16所共建院校和各研修基地的联系，努
力形成联合研究生院培养的核心优势，打造齐鲁文化研修品牌，培养
更多高素质传统文化研究型人才。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
师，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名誉院长王志民，以《齐
文化的历史地位与文化贡献》为题为研修班作首场专题讲座。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开
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共建院校的50名专项研究生将开展为期8
天的专题研修活动，重点围绕稷下学、齐文化、管子文化、聊斋文化等
领域，通过观摩体验、专题讲座、交流研讨、撰写论文等方式，亲身感受
往圣先贤的流风遗韵，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首个尼山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

专题研修基地揭牌

一到小升初，球队就散了？

足球“12岁退役”困境如何解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随着一声哨响，传球、过人、射
门、欢呼……12月8日，冬日暖阳下，
一群八九岁的孩子奔跑在济南市历城区
凤鸣学校操场上，2024“泉城杯”济南
市校园足球赛小学男子乙组比赛正在这
里进行。
  苏籽衡是历下区崇璟小学校足球队
的主力，9岁的他已有3年球龄。虽然学
习成绩名列前茅，但他的妈妈高凤玲表
示，初中以后学业压力大，是否让孩子
继续踢下去，还是个未知数。
　　踢球与学业，是不少孩子与家长面
临的两难抉择。许多在足球场上充满激
情的少年，在12岁左右的小升初节点，
由于学业压力的增加，以及足球成材率
低和未来不确定性等因素，往往不得不
告别他们热爱的运动。而随着人才的断
崖式减少，不少初中甚至三个年级都凑
不齐一支足球队。
  “12岁退役”现象，是困扰国内青

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一大难题。今年5
月，济南市入选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高水平综合改革试点区。作为首批试
点区，济南能否破解“12岁退役”的
困境？

打通小初高人才升学通道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了破解
“12岁退役”这一困境，济南市教育局
试点推进“一条龙”培养机制，布局
“631”体系，即6所小学、3所初中、1
所高中形成足球特色学校升学体系，建
立小初高相互衔接的人才升学通道，确
保每个学段都不掉队。
　　济南市槐荫区大金小学的足球水平
在全市名列前茅，按照济南市教育局的
培养机制，大金小学与一墙之隔的济南
育华中学结对，两校的足球教练、场
地、器材等全部打通，资源共享共用，
平时联合训练，战术打法一致，其对口
高中则是济南西城实验中学。今年，育
华中学的10名足球队员毕业后分别升入
西城实验、历城二中、章丘四中等优质
高中，继续在校队踢球。
　　历城双语实验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
制学校，组建了4支足球队，130多名队

员覆盖不同年级。为了保证训练
时间，学校专门为离

家远的学生安排
住校，30名教师
轮流值班。同
时，该校坚持
文化教育和专

业 训 练 并 重 ，
“先当好学生，再

当好球员”是校长陈
念斌时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
　　得益于全学
段贯通的人才
培养体系，济
南市900多所
中小学校中有

800多所建立了校园足球队，注册学生
足球运动员3万余人。目前正在进行的
“泉城杯”校园足球赛，报名球队达
173支，参赛学生超过3000人，再创济
南校园足球赛新高。近3年，济南累计
为高校输送足球人才293名、职业球员
42名。

  踢球与学业，并非“单

选题”

  在济南的长期实践中，不少人逐渐
发现，踢球与学业，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单选题”。
　　近日，济南市历下区崇璟小学内喊
声震天，校园足球“班超”开赛。虽然
这是一场6人制的校内班级联赛，但足
球比赛该有的元素一样不少：啦啦操、
舞龙等表演将仪式感拉满，入场式上各
班亮出学生自己设计的队旗、队名，看
台上的小观众呐喊助威，部分家长也应
邀入校观赛，校园栅栏外满是围观的附
近居民。
　　崇璟小学校长孙霞说，全校共上一
堂公开课，球场就是课堂，“球赛教给
孩子规则意识、合作精神、吃苦耐劳、
文明观赛、尊重对手等素养，很有育人
价值。”建校仅3年的崇璟小学共有
1159名学生，成立了9个体育社团，其
中足球校队有52人。3年里，该校学生
近视率连年下降，“小胖墩”也明显
减少。
　　去年高考前夕，莱芜凤城高中主场
迎战济南九中，学校临时停课，让紧张
备考的高三学生到操场观赛助威，在感
受足球魅力的同时，也释放了精神
压力。
　　“让学生站到赛场中央，让比赛真
正回归校园。”济南市教育局副局长宋
豫说，以往校园足球实行赛会制，几乎
只是各校球队参与，观众少、互动差、
普及功能弱。通过优化比赛设计，济南
创新实行“周中周赛主客场制”，即球
赛安排在周一至周五的下午，赛场就在

学校里，开门办赛，师生、家长一起观
看，打造“最美主场”，同时融入传统
文化、特色项目展示等，实现全环境
育人。
　　如今，“最美主场”已不限于足
球，而是扩展到了篮球、板球、棒球、
啦啦操等比赛。根据日前公布的全省学
生体质健康抽测结果，济南成绩连续五
年提升，今年跃居全省第一。

  师资补缺，仅靠热爱远

远不够

  事实上，制约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
的问题不仅是“12岁退役”，专业足球教
师稀缺、足球场地少、场地标准低等问
题，不同程度困扰着校园体育的发展。
　　济南市天桥区桑梓小学的女足能够
跻身全市第一梯队，源自体育老师李心
刚。李心刚原本是城区一所学校的足球
老师，到黄河北岸农村支教时，训练出
了一支出色的足球队。“村里的孩子能
吃苦，如果有专业指导，会有更多的成
才机会。”为此，他毅然放弃回城，带
着一群农村娃走上了更大的赛场，桑梓
小学先后有多名学生以足球特长生的身
份考入优质学校。
　　槐荫区大金小学的足球教练孙鹏原
本在事业单位工作，因为爱好足球，他
辞职到小学当起了“孩子王”，带着一
群孩子在绿茵场上屡屡夺冠。今年11
月，他率济南育华中学女足参加2024年
山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挑战
组），一举夺得初中组冠军。
　　然而，足球教师队伍的建设，仅靠
个人的一腔热爱远远不够。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为解决师资
短缺，济南七中等一批学校通过聘任退
役职业球员和高水平教练任教，提高校
园足球训练水平。今年暑假，济南市教
育局组织276名小学生，以夏令营的形
式，接受泰山足球俱乐部的专业培训，
借助“外援”，打通校园足球与职业青
训的通道。

    在在济济南南市市历历下下区区崇崇璟璟小小学学，，孩孩子子们们正正在在进进行行校校
园园足足球球““班班超超””比比赛赛。。（（□□记记者者  赵赵国国陆陆  报报道道））

（上接第一版）聚力打造滨州“惠企通平
台”，构建起政策发布、匹配、解读、申报、
兑现全链条服务体系，截至2024年10月底，累
计发布政策3 . 7万余条，精准推送373万条次，
以政策红利激发企业逐梦动力。
  在滨州，“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成
就企业家”已经蔚然成风。滨州连续六年召开
企业家大会，设立“滨州企业日”和旗帜广
场，出台《优秀企业家表扬鼓励办法》，让企
业家站“C位”，大力释放经营主体发展动能。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360 . 5亿元，比上年增长6%。全市主要经济指
标中，14项指标增速列全省前5位，6项指标增
速列全省第1位。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

  以开放促改革，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
发展。
  政府努力，企业发力，政企合力汇聚开放

发展新动能。滨州企业以更强自信逐梦国际舞
台，漫步全球市场，“冠军产品”翻倍增长，
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攀升，日益凸显品
质优势和品牌力量。
  目前，全市有53项产品产量或市场占有率
位居全国第一、15项位居全球第一。果糖（邹
平）和金属板材（博兴）生产规模居全国第
一；粮食（博兴）、肉牛（阳信）加工量居全
国第一；商用厨具（博兴）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
  开泰抛丸并购多家海外企业，成为国际标

准、行业规则的制定者；滨农科技，一家农药生产
企业，在154个国家有市场准入资格，在113个国
家有产品落地，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近
20项，展现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裕能电子已成
长为全球最大NMP生产企业，产品出口至日本、
韩国、印度、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民营企业已成为推动滨州外贸高质量发展
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今年前三季度，滨州市
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达到1283家，实现货
物贸易进出口827 . 9亿元，增长26 . 6%。

  站在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滨州市不断加
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滨州现象”的内涵不
断深化拓展和丰富。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
前就是世界。”滨州市委书记宋永祥认为，
“滨州现象”因改革开放而成就，滨州也将以
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全体系、全周期服
务，坚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更深更广地
参与国际产业合作与发展，绘就民营经济发展
的新画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滨州篇章。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孙兵兵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2月10日，海洋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青岛）成立
大会举行。联盟将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联
动，促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
  据悉，联盟按照“协商共建、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由
青岛市内海洋装备、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海洋新能源等8个产业的
相关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金融法律服务机构，以及与青
岛海洋产业建立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市外企业、社会团体等自愿
组建，是一个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专业性、非营利性、非实体性合
作组织。目前联盟已吸纳成员单位180家。
  会议现场启动深远海现代化智能养殖项目、“蓝色药库”海洋创
新药物研发项目等10个海洋产学研协同创新产业化落地项目。为帮助
企业对接高校院所的创新资源，加强信息整合传递、交易协调保障，
推动海洋科技成果本地转化，联盟聘请20位海洋技术经纪人并举行授
牌仪式。

海洋产学研协同创新

联盟（青岛）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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