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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外脑”

企业发展信心增强

在位于济宁城区西部的一处
厂区内，没有任何异味，没有一滴
油污，标有卡松科技的十几个洁
白罐体位于厂房的东部。这里就
是专门生产润滑油的卡松科技，
而曾经，这里以前是个满是积水
的废窑坑。

“我们用了近5年的时间不
停填坑，现在才有了国家级实
验室、高标准车间仓库和这些
休闲娱乐设施，我们是从地下
发展成长起的高新技术企业。”
卡松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
许志远指着建厂之初的一张照
片，一辆银色的小面包就是公
司的第一辆车，无意中被记录
下来。

“润滑油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立足于传统行业，中小企业如何
争得一席之地。”许志远说，企业
从2 0 0 5年建厂，就确定以绿色
环 保 的 润 滑 剂 为 研 发 生 产 方
向。以前，企业单纯依靠自身技
术力量，尽管技术不断升级，成
果 不 断 推 出 ，但 周 期 长 ，投 入
大，不能与公司日新月异的发
展相匹配。通过借助外脑，好像
安上了创新催化器。“企业要自
立更生，更要勇于借助外脑、外
力、外势。”

今年10月份，卡松科技院士
工作站正式挂牌，并从此成了我
省首个润滑油生产领域的院士工
作站。“有需要时，这个团队就

‘飞’过来了，针对企业所遇到
的问题进行调研，这项工作也
许不只是在当地完成的，也有
可能带回院所进行研究，目的
只有一个，缓解企业的燃眉之
急。”许志远告诉记者，虽然院
士工作站挂牌时间不长，但效
果已经显现出来，依托工作站，
已经引发了人才的磁铁效应，
目前薛群基院士的科研队伍正
在为企业未来的新产品进行研
发，对企业的人才培养也起到传
帮带作用。

“作为全省首个润滑油领域
院士工作站，卡松科技经过6年的
发展，目前正在迅速膨胀阶段，经
过与院士强强联合，双方组成的
研发队伍，科研实力交错碰撞，成
为产品升级提档的催化剂。”许志
远说，现在企业发展的后劲更足
了。

科技产业化

不少企业尝到甜头

“将院士和专家引入企业，有
利于企业技术团队的成长，有利
于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如意科技
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2009
年建立院士工作站，引进了以姚
穆院士为首的科技创新团队，从
纺织行业需求出发，以新型纺织
关键技术研究、高水平学科带头
人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为本站的
主要工作内容。 目前，该工作站
共有23名工作人员，其中博士5

人、高级职称10人。
姚穆院士涉猎领域较广，从

早期的棉纺学、棉纺厂设计、纺织
厂合理照明、纺织厂定额测定，到
现在的纤维、纱线、织物和复合材
料的结构、性能与测试技术等方
面都有过大量的深入研究。开拓
人体着装舒适性研究新领域，为
我国极地服、宇航服和作战服等
服装的设计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

“在院士的指导下，工作站集

成企业内外科技创新资源，积极
发挥本平台的决策咨询、科研开
发、人才培养等作用，推进创新型
企业的建设。”该负责人称，有了
院士专家“掌舵”，企业自主创新
信心倍增，同时也为企业催生出
一大批优秀科研人才。如意集团
通过院士“授业解惑”、给院士团
队配备专业人才和输送优秀骨干
到大学深造，培养出一批“永久
性”专业人才。

工作站还将开展极细羊毛功

能性精纺面料关键技术的系统
化、深入化研究，加快突破行业
在此领域上的技术限制，形成
我国在高品质羊毛制品加工中
的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加强工
作站团队建设，吸纳一批年青
的企业与高校研究人员进站工
作，预期团队成员达到40人；加
大 与 国 内 外 纺 织 相 关 科 研 机
构、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人才
合作培养等工作的力度，提升团
队的创新能力。

政府挺支持

帮企业寻找“外脑”

“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不竭动力，而那种以模仿为主的
追赶式战略，永远不可能超越他
人。如果科研人员只埋头于实验
室，根本无法将自己的科研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最终造福社会。而
院士工作站正是高端科技人才施
展才华的广阔平台。”济宁市科技
局合作交流科科长刘君介绍，济
宁自2009年开展院士工作站建设
工作以来，目前全市已有24位院
士专家进站工作。

刘君说，目前院士工作站专
家团队围绕企业发展急需解决的
重点项目、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
关，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为了‘引
智入市’，我们除了直接跟院士发
邀请函、通电话外，还利用举办中
国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的机
会，举办‘院士济宁行’等活动，让
当地企业零距离接触院士，让高
层专家了解企业求贤若渴的诚
意，为院士工作站的建立奠定基
础。”

“建立院士工作站的核心是
项目，为此，我们选择院士最新的
攻关课题和研发项目，找准区域
特色，结合院士的特长，在专业领
域和企业实际有效融合的基础
上，确定合作项目，同时选择规模
大、实力强、研发基础雄厚的企业
作为院士工作站的承建单位，带
领企业与院士对接。”

院士工作站，这一特有名词，在几年前还鲜有人知。但如今，济宁已有23
家企业设立了属于自己的院士工作站，其中省级有10家，市级13家，有24位院
士进站工作。院士工作站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高科技芯片”，不仅帮助企业突
破技术瓶颈，掌握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更在帮助企业集聚、培养创新人才，
服务当地经济转型升级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3家企业

引来院士“外脑”
借此实现科技创新，助推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李倩 马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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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院士工作站

政府予以支持

对在企业建立的院士工作
站，济宁市从四个方面给予支
持：政策支持，支持院士及其团
队实质性参与企业科研规划、
项目管理和新产品研发工作，
引导院士工作站建设以企业为
主体、共同利益为纽带、企业化
管理、市场化运作的科技创新
平台；优先推荐支持，进一步加
强与省科技厅的联系，帮助企
业解决院士工作站建设中出现
的问题，推进与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的科技合作，努力争取市
级院士工作站升级为省级院士
工作站；项目和资金支持，帮助
企业申报国家、省重大专项，同
时在市科技计划、创新平台建
设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市科
技局对院士工作站的建设给予
专项奖励；充分发挥院士工作
站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院士
工作站在全市行业组建技术创
新战略示范联盟，积极开展科
技合作交流，整合行业科技资
源，形成合力，不断提升联盟成
员的整体技术水平。

卡松科技展厅一角。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H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