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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进企业 搭起登高“梯”
济宁已建立24个院士工作站，助推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李倩 通讯员 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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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
企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在当前

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人才的作用已
经越发显得重要，有时甚至成了竞争中
决定胜败的关键因素。人才优先发展是
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高端引领是人才
队伍建设的战略重点，已经建立院士工
作站的企业应充分发挥“院士效益”，带
动企业产值实现“连级跳”。

花大手笔来引进高端人才，下苦
功夫来搭建创新平台，为的是什么？
是为了构建一个吸引八方英才的“人
才高地”，更是为了“高投入”背后的

“高收益”。高端人才将是未来整个行
业或技术的发展方向，更拥有不可估
量的人才集聚力，企业精心为他们打
造平台，让他们在最适合的岗位上最
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真正地做
到人尽其才，其收益恐怕是其他举措
难以比拟的。

相关链接>>

建院士工作站

有四方面扶持

“去年，济宁又有6家院士工作站晋升为省
级院士工作站，涉及化工淘金材料、先进制造、
生物医药等领域，对于推进经济文化强市和创
新型济宁建设有着重要作用。”济宁市科技局
合作交流科科长刘君告诉记者，自2009年开展
院士工作站建设工作以来，全市已有24家院士
工作站，其中省级16家，目前有23位院士专家
进站工作。

“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如

果科研人员只是埋头于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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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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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君说，为了“引智入市”，科技局除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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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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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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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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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企业发展急
需解决的重点项目、技术难题联合攻关，缓解
企业的燃眉之急。”山东卡松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之玉石告诉记者，虽然院士工作站挂牌

时间不长，但效果已经显现出来。
“润滑油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立足于传统

行业，中小企业如何自主创新争得一席之地，
是企业发展的难题。”卡松科技有限公司的副
总经理许志远说，院士工作站的设立，使得企
业有了国内顶级智囊的加入，“现在已经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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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具体的技术指导外，院士带给企业的还
有很多，“其本人及其团队带来的高端前沿的
信息、广泛的人脉、国内外合作伙伴的资源共
享、院士的认知度效应……无不为企业打开一
扇新的窗口。”许志远满怀信心地说，作为全省
首个润滑油领域院士工作站，企业从2005年建
厂，就确定以绿色环保的润滑剂为研发生产方
向，现在有院士专家团队协助，企业发展的后
劲更足了。

政府挺支持 帮企业寻找“外脑”

“产、学、研”一体 企业里多了“梯队人才”

院士进企业 企业发展后劲更足了

2009年开始，济宁陆续引进并建立院士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并不是只有院士一个人在工作，而是这名院士所带领
的整个团队在为企业服务，建立起以院士工作站为龙头的‘产、学、研’人才梯队，借’梯’登高、借智转型，不仅将将科研
成果直接转化为产值，还进一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把握战略大局，加速向前发展。”济宁市科技局合作交流科科科
长刘君介绍，目前济宁已有23家企业、1家单位设立了属于自己的院士工作站，有23位院士专家进站工作。

卡松科技科技展厅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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