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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针回转到3月14日下午3点半。
枝江市丹阳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

室，一场对接会正火热进行。
“大米市场竞争激烈，水稻咋种更

赚钱？”
“我们给您推荐几个优质稻品种，

再示范富硒水稻种植关键技术，建立富
硒水稻标准化种植基地。富硒有机大
米的价格是普通大米的3倍以上……”

这是省农科院、市政府、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三方开展的全国农业科技
现代化先行县共建“揭榜制”项目对
接现场。

“我们通过与省农科院共建全国农
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探索构建科技支
撑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新机制、新模式，使科技成为农业
农村经济增长最重要驱动力。”枝江市
委书记余峰说。

政产研共建县域农科“生态圈”

夏秋之交，省农科院去年在枝江市建成的25个标准化
科技示范基地人气火爆。专家有问必答，示范户现身说法，
前来学习观摩的大户、基层农技人员络绎不绝。

2021年以来，省农科院联合枝江市，在共建农业科技
专家大院、现代农业科技综合示范区的基础上，共建全国
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把农业科技创新、技术推广、成
果转化在县域内落地一体化思考，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服
务“五转变”。

“游击战”变“阵地战”。遴选出优质稻、柑橘、砂梨、蔬
菜、肉牛五大优势产业，建设一批现代化、标准化核心示范
基地，以点带面；

“单兵作战”变“协同作战”。集一地之域，多团队、多学
科、全产业链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解决
科技成果示范碎片化、规模小、效应不突出问题；

“各自为阵”变“四位一体”。构建政府搭台、企业主导、
科技支撑、农户参与的科技服务新模式，让企业与专家同站

“C”位，服务成效辐射带动广大农户；
“被动服务”变“主动服务”。出台相关政策，在人才培

养、项目资金、评奖评优等方面向专家团队适当倾斜，调动
科技人才下沉服务枝江积极性；

“单赢”变“多赢”。省农科院把共建工作作为成果转
化、人才培养的“加速器”，枝江把共建工作作为乡村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的突破口。

一个开放多元、生机勃勃的县域农科“生态圈”呼之欲
出。

配强“专家链”精准对接产业链

“村里想添一套砂梨果实糖度无损检测设备，您有什么
建议？”

“我们国家梨产业体系中有研究果实品质生理与贮藏
保鲜加工技术的权威专家王文辉研究员，问他最合适！”

砂梨丰收季，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武汉综合试验站站
长、省农科院果树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胡红菊每天为果农支
招，忙个不停。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只有不断登
高望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依托“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移服务中心武汉分中心
枝江工作站”“国家梨产业体系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全国
乡村振兴科技引领示范村”“农业科技专家大院”等平台，
省农科院采取院内横向协作、体系内岗站纵向合作等方
式，组建跨单位、跨学科的专家团队，内联外引业内最新
科技成果，着力把枝江打造成全国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新高地”。

专家服务采取项目“揭榜制”。企业“点单”、专家“接
单”，提高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对接的精准性。双方签订有
偿科技服务协议，政府补贴50%，到年底接受项目绩效考
核，考核结果将作为继续资助的重要参考依据。

2022年，省农科院院属各研究所（中心）与枝江市13
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签订8项有偿服务协议，金额360
万元。2023年第一批又签约10个项目，落实技术服务经
费240万元，实现院市互利共赢。

打造“带不走”的乡土人才队伍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过去，专家一走，技术就“断
档”。政府花大力气建成的示范基地，“盆景”难变“风
景”。

枝江市把共建先行县作为市内乡村振兴的中心任务之
一，加大投入，整合相关项目资金，依托专家资源与示范基
地，积极培育“田秀才”“土专家”，不断提高其辐射带动能
力。全市已培训农技推广人员、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农民
1000余名，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

科技的种子一旦在农民中播下，就孕育无限希望。
两年来，省农科院联合枝江市，引进示范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326项，核心示范面积3万余亩、辐射带动面积
30万余亩，联农带农3万余户，有效解决水稻侧深施肥、萝
卜跳甲和砂梨白纹羽病绿色防控、柑橘无病毒苗木和贮藏
保鲜、蔬菜优质高效轻简绿色生产、肉牛高效健康养殖等技
术难题。“枝江玛瑙米”“百里洲砂梨”“枝江脐橙”等特色农
产品挺进国内高端消费市场。2021年、2022年枝江市乡
村振兴考核分别取得全省第二、第一的优异成绩，为该市成
功进位至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第89位（2021年第98位）、中
部百强县第19位作出突出贡献。

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刘晓洪表示，将继续加大科技支撑
力度，加强成果集成和链式协同服务，着力打造农业科技现
代化先行县全国样板。

武汉拓材科技有限公司启建高纯电子
信息材料研发生产基地，武汉市格力浦电子
有限公司新建的CNAS实验室投用，嘉必
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合成生物
创新中心建成在即……7月以来，从鄂州市
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不断传来专精特新企
业加大研发力度的消息。

近些年，葛店携手武汉光谷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通过开展梯度培育，引导中小微企
业专注所长，突破多项国际技术垄断，逐步
成长为“小巨人”企业。截至目前，武汉新城
葛店片企业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9个、“省
级专精特新”33个，今年又推荐23家企业申
报参选。

“中国纯度”全球领先

作为芯片的核心原材料，超高纯半导体
杂质含量的控制尤为关键。

经多年技术攻关，武汉拓材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材料纯度超 99.9999999%
（7N）以上，甚至达 8N 级别，全球领先。
“‘中国纯度’正在这里缔造。”公司董事
长卢鹏荐说。

2015年10月，卢鹏荐到葛店经开区投
资组建公司，主要从事高纯（超纯）金属及半
导体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小数点后每增加一个9，都意味着技
术向前迈了一大步！”卢鹏荐团队与武汉理
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合作，不断突
破技术门槛，生产的材料纯度越来越高。

当年的研发“冷门”被他焐热了，产品
远销海内外。回顾近8年奋斗过程，除了
团队坚持，也离不开当地高端人才政策的
持续扶持。卢鹏荐团队不负众望，公司展
厅墙上挂满了各类证书和荣誉，仅发明专
利就有26项。

去年，这家公司获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
企业。

从“国外好”到“国产强”

5G信号如何快速传输？如果离开通信
连接器，手机将成为摆设。

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武汉市格力浦
电子有限公司主营通信连接器等精密连接
器，能生产出每秒传输25G数据量的连接器。

“精密连接器的模具设计与制造尤其
难！”公司负责人赵波介绍，精密高速冲压模
具可生产出高难度、高密度和小间距的复杂
产品，无论是金属件还是塑胶件，最小间距
仅0.2毫米，使用寿命达3亿次以上。

这家公司总部位于深圳，2016年落户
葛店，2017年投产。此前，国内通讯无论是
从材料到设备，还是从技术到操作，产品对
外依赖程度达90%以上。

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格力浦电子公司注
重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加强与武汉高校合
作，其生产的二代背板连接器突破技术壁
垒，领先国际同行。

不到十年时间，这家公司生产的精密连
接器已应用于通信、汽车、电力、航空等领
域，与同行一起推动整个业界从“国外好”迈
向“国产强”，国产化率达90%以上。

技术“陪跑”转“领跑”

“每一罐奶粉背后都有一个婴儿。”走进嘉
必优发酵二期车间，墙上这一行标语格外醒目。

“产品关系人类的健康和未来。”嘉必优
葛店工厂厂长郭小龙说，公司研发团队有近
百人，研发投入占比逐年增长，仅去年投入
就达3200多万元，同比增长4.36%。

乘电梯步入3层楼21米高的发酵车
间，一个个容积达200立方米的巨大发酵罐
体整齐排列，通过管道相连。工程师周齐介
绍，每个罐体可培养10吨菌体，全部通过发
酵过程控制系统“调配”，操作人员只需坐在
中控室触屏即可。

作为国内最早以微生物合成法生产“多
不饱和脂肪酸及脂溶性营养素”的高新技术
企业之一，嘉必优葛店工厂一期于2010年
投产，2022年建成二期。

“创新是企业永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易德伟介绍，嘉必优与中
科院、天津大学等科研院所持续合作，多个
技术领域已从“陪跑”转向“领跑”。

截至2022年底，公司拥有授权专利共
计112件，其中发明专利103件。

生命之托重于泰山
——同济医院迁汉68年的秉持与眺望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蔓 龙华 通讯员 童萱

“小巨人”企业紧握核心技术

武汉新城葛店片挺起“智造”脊梁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鹏 通讯员 李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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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
础。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
代化。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公布首批
24 个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名
单，枝江入列，成为全县域提升农业科
技现代化水平的全国样板之一。科
技+农业，在这里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近日开展蹲点调
研，敬请关注。

勾勒百年同济医院历史，“与国家同
舟，与人民共济”的家国情怀始终不变。
1955年积极响应国家决定，同济从上海
整体搬迁至武汉，至今已过去68载。胸
怀大局、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护佑生命的

“迁汉精神”在一代代同济医务工作者手
中传承。

7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心内科教授
汪道文，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二级巡视员孙
军，做客湖北日报5G演播室，畅谈同济
秉持“迁汉精神”的使命担当。

回望
胸怀大局，迁汉承担国家使命

1900年，一家仅有20张病床的医院
在上海创办，取名同济医院。1950年2月，
为满足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中南六省医药
卫生需要，国家作出将同济医院迁往武汉
的决定。1955年3月，一批胸怀家国情怀
的同济人，听从党的指挥，背上行囊告别家
乡，携家带口，从黄浦江畔迁至汉江之滨，
成为新中国发展洪流中的一员。

迁汉后，深知中西部医学人才匮乏，
同济作为教学医院立即开始中国现代医
学人才的培养。“我有幸跟随上一辈同济
人一起查房。查房要求非常严格，着装、
站位都要正确，操作方式、语言表述也有
讲究，这是我们医学教育的重要方面。”谈
及过往，汪道文感慨万千。

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在没有经验
可借鉴的情况下，同济人在破旧的两层小
楼里开始技术攻关，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
器官移植研究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上。”汪道文说。“中国外科学之父”裘法
祖、“中国器官移植开创者”夏穗生和同事
们为了心中“打开祖国外科医学大门”的
执念，孜孜而为。他们带领团队，经过
130多条狗的器官移植实验，反复失败摸
索，终于取得了我国器官移植的技术突
破，开创了中国器官移植的先河。

裘法祖常说：“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

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在每一次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同济都是参与者
和贡献者。上世纪40年代，同济医院在
四川宜宾攻克了川南人谈之色变的痹病，
挽救了上万人的生命；上世纪50年代，血
吸虫病流行，该院首创“酒石酸锑钾三日
疗法”，治愈500多万血吸虫病人，在我国
血防史上留下重重一笔；上世纪60年代，
湖北农村发现钩端螺旋体脑动脉炎，同济
医院专家深入当地，用2年时间找到发病
机理；抗击新冠疫情时，同济拿出两个院
区承接最危重病人。

在许多技术领域同济追赶的步伐也
让同行吃惊。“陈氏胰肠吻合技术”突破了
传统手术方法，震动世界医坛；宫颈癌保
留生殖功能手术治疗，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运用生命支持系统治疗暴发性心肌
炎，极大降低了该病死亡率……近年来，
通过实施“科技兴院”战略，同济每年开展
新技术、新业务150余项，频频攻克医学
难题。

“‘同济’积淀了厚重的医学情怀，它
的发展史正是一部浓缩的中国现代医学
发展史。”汪道文感慨。

坚守
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破解“生命密码”

曾经骤然消逝的生命是汪道文心里
挥之不去的伤痛。“一定要想办法把高死
亡率降下来。”2014年，汪道文带领团队
开启对暴发性心肌炎的攻关。

3年心血，最终凝结为一篇46页的论
文《成人暴发性心肌炎诊断与治疗——以
生命支持为依托的综合救治方案》。2017
年12月，由汪道文领衔编撰的《成人暴发
性心肌炎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17）》发
布，这是国际心血管医学疾病诊断治疗
中，罕见的“中国指南”。同时，运用“以生
命支持为依托的综合救治方案”使同济医
院收治的暴发性心肌炎患者死亡率从
59%锐减至5.6%，44位危重症患者走出

“死亡之谷”。

人们对健康的渴求，呼唤探索更多的
未知领域。

1997年，马丁教授放弃国外优越条
件，毅然回到同济医院。他说：“同济几代
人的努力就是希望能对中国宫颈癌病人
进行规模性预防，我不能辜负！”他带领团
队孜孜以求，早期精准筛查的重大进展推
动了宫颈癌的早期靶向治疗，其研究成果
现已进行临床转化。

“格物穷理，同舟共济”，同济医院的
院训，本就蕴含着无私奉献、护佑生命的
基因。同济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何凡，在
读博期间亲见陈孝平教授在手术台上实
施的“陈氏胰肠吻合技术”，深受其大胆探
索精神的影响，开创性地为常年接受透析
而“血管耗竭”的患者建立新的血管通路，
延长了100多位病人的生命。

新冠疫情骤然而至时，同济医院急诊
科医生冉晓和同事们在抢救病人的ICU
坚守了4个多月。“当时，面对着并不熟悉
的‘敌人’，这么多青年医生都选择逆险而
行，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我觉得这就是
同济精神的延续，以国家为重，生命至
上。”冉晓说。

眺望
勇当护佑生命先行军

“疾病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做对患者
有意义的科研，推动医学的发展进步，让
患者最终受益。”汪道文说，这是他为医的
价值追求。事实上，这也是无数同济人的
秉持。

“同济人最大的特点是——严谨，在
严谨中格物穷理，在严谨中开拓创新。”同
济医院胃肠外科主任王桂华说，作为医
生，始终将护佑生命放在第一位。作为

“同济人”，永远有“使命感”。如何将现代
科技运用于现代医学，推动医学发展，就
是“同济人”的使命。

6月28日，同济医院质子治疗中心在
光谷院区正式启用，该中心以建设一流的
质子治疗医学与科研中心为目标，打造集

医疗、科研、人才培养、药物研发、临床技
术创新及成果转化于一体的国际化医疗
基地，是全国首家集成化质子中心。质子
治疗的实现，将快速带动和提升华中地区
的肿瘤诊疗水平。

以质子治疗中心为代表，同济医院各
项国家级项目取得新进展。国家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体系与机制建设有
序推进；人畜共患传染病重症诊治全国重
点实验室正式获批；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临床转化成绩斐然；建立健全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医院探索取得新
进展。

■ 嘉宾点评

同济同济，同舟共济，与国家同舟、与
人民共济。成立123年来，同济医院悬壶济
世、救死扶伤，发展成为我国专科门类最齐
全、医疗技术最精湛的三甲医院之一，为维
护人民生命健康、推动卫生事业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迁汉68年来，同济医院屹立
华中、造福大众，累计救治病人1亿多人
（次），书写了医学传奇。特别是每当人民
生命健康遭受病魔侵袭时，同济医院总是
勇担重任、冲在一线。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生命无价、大爱
无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民
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的二
十大作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
战略部署，省委、省政府也作出了“扎实推
进健康湖北建设”的工作安排。同济医院
作为全省医疗卫生事业的先行者，应始终
赓续“胸怀大局、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护
佑生命”的“迁汉精神”和“同舟共济、自强
不息”的同济精神，用老一辈同济人的艰
苦创业经历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一代
代同济人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
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在湖
北乃至中部地区医疗卫生事业上，努力创
造不负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
业绩。
（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二级巡视员 孙军）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健康是幸福生活最

重要的指标，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最大向往

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

当前，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正在湖北扎实推进、深入开展。

为进一步落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以调研实效解决民生难点、痛点、堵点，满足

百姓对健康的新期盼，湖北日报以“建功先

行区 健康新作为”为主题开展健康湖北一

线调研活动。记者们下沉各大医疗机构、药

企等大健康相关单位实地探访，掌握实情、

把脉问诊，问计于群众、问计于实践，一起见

证为加快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

提供坚实健康支撑的新实践、新探索。

— 开栏语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心内科教授
汪道文（中），省人
民政府研究室二级
巡视员孙军（右）做
客湖北日报 5G 演
播室，参加“建功先
行区 健康新作为”
访谈。（湖北日报全
媒记者 朱熙 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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