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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比赛场地的冰面和雪
道是怎么形成的”“大象出走和气候
有没有关系”“大暴雨会带来哪些灾
害”⋯⋯在海宁马桥中心小学，一群
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时常聚在一起
讨论这些热点气象问题。

学生们对气象的兴趣离不开校
园里的“蓝天一号”气象哨。2001
年，马桥中心小学搭建起了这个气
象哨。观云测天，这项既熟悉又神
秘、既通俗又严谨的科学，对于这些
农村孩子们来说，不再遥不可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气象观测实
践，也在他们心里撒下了科学的种
子。今年1月，“蓝天一号”气象哨被
中国气象学会评定为“2021 年度优
秀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示范校园
气象站”，获得这一殊荣的全省仅有
两家。

“蓝天一号”气象哨有哪些魅
力？“气象小哨兵”又是怎么观云测
雨、探知气象奥秘的？我们实地去
探访。

气象站“搬”进校园

“叮铃铃”，13 时 50 分的下课铃
声刚一响起，马桥中心小学五（1）班
教室就跑出了两名小男生。“我叫刘

俊寒，他叫罗翰
林，我们都是
气 象 科 普 社
团的成员，现
在要去进行气
象观测啦！”带
上 笔 和 记 录 本 ，
他们带着我们直奔操
场旁的“蓝天一号”气象哨。

推开气象哨的栅栏，映入我们
眼帘的是各种气象观测仪器。“这是
最高最低温度计，可以看今天的最
高温度和最低温度。”两名男生爬上
小板凳，打开百叶箱，给我们一一讲
解每一项观测仪器的用途。

观测完温度，还需要看量雨筒
和风向标。“你们看，今天是西风。”
刘俊寒仰头指着风向标告诉我们。
只见他们一人负责观测，一人负责
记 录 ，并 反 复 认 真 地 核 对 每 一 项
数据。

记录完数据，刘俊寒没有急着
走，而是眯着眼睛看起了天空。

“这是在做什么？”我们学着他
的样子抬头看天，并没有发现有什
么特别。

“要把天分成十块，看云大约占
几块，像今天的云占了差不多九块，
那就算阴天啦。”刘俊寒笑着说。

十多分钟的观测结束，我们和
刘俊寒、罗翰林来到“少年科学院”
活动室。只见罗翰林熟练地打开电
脑，将这些数据与气象自动检测系
统进行比对，并一一填写在气象记
录表上。我们看到，这本 200 多页
的笔记本上，已经密密麻麻写了一
大半，都是一长串的气象数据。

“这些气象数据看似不起眼，但
其实有较高的保存和教学价值。”气
象科普社团辅导员王志伟说，每日
的观测，也可以培养同学们持之以
恒的好习惯。2001 年，马桥中心小
学联合海宁市气象局，成立了“蓝天
一号”气象哨。面向四到五年级学
生，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组织起一
批对气象知识兴趣浓厚、思维敏捷、
动手能力强的学生，成立气象科普
社团。2018 年，马桥中心小学“少

年科学院”活动室启用，以气
象科普为主题，集课程教学、
实 践 活 动 、社 团 建 设 于
一体。

从最初简易的百叶箱、
温度表，到如今的高低温度

计、手持式风向风速仪，还有
自动观测仪器，“蓝天一号”气

象哨越变越专业。21 年里，观测
组的孩子也换了一拨又一拨，但不
管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冬日，观测
从未间断。

把兴趣变成热爱

“人工干预下的天气，有人工增
雨、消云减雨⋯⋯”14 时 10 分，马桥
中心小学气象科普拓展课的时间到
了，我们和 10 多名孩子一起上课。

“预测到暴雨，能不能通过人工干预
让它分批下呢？”在课上讨论环节，
不时有同学们提出新的疑问。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王志
伟告诉我们，他们通过不断增加教
学的趣味性与生动性，比如制作简
易的温度计、风向仪，播放生动有趣
的教学视频，讲解充满奥秘的气象
科学，以及带学生们去气象局、气象
科普体验馆学习等，最大程度地挖
掘孩子们的兴趣。

“四年级时，我的科学课只能考

八十多分，现在能考九十多分
了！”课间休息时间，罗翰

林高兴地与我们分享
成绩进步的喜悦。

加入气象科普社
团后，他对科学
的兴趣与日俱
增。从简单的
地 面 气 象 观
测，到熟练地
调 整 设 备 方
向、角度，再到
独立完成一天

两次的观测，仅
用了两周时间。

“其实，这个观
测并不简单。”罗翰林

告诉我们，四年级时，他加
入气象科普社团，上的第一堂课就

是如何使用最高最低温度计。刚开
始学的时候，他常常忘记让最高最
低温度计指示杆复原，也常常分不
清风向标的方向。但功夫不负有心
人。一有空，罗翰林就和小伙伴们
反复练习。如今，罗翰林和刘俊寒
成了默契搭档，十分钟就能完成一
次观测。“今年我俩还领到了一个小
任务，帮四年级的同学进行气象观
测。”

“我觉得气象预报员太帅了。”
正在一旁和同学讨论干冰原理的刘
俊寒说，自从接触了气象科学，他就
着迷了。不仅家里购置了简单的观
测仪器，放假还常常泡在图书馆里
看科普书籍。“以后上了初中，我也
会继续学习气象知识。”

“云有多少种类”“风是怎么形
成的”“气候变化对植物产量有哪些
影 响 ”“ 气 象 灾 害 如 何 改 变 历
史”⋯⋯气象科普课上，学生们讨论
的话题越来越多，不仅我们沉浸其
中，甚至还吸引了不少“旁听生”。

让行动形成“气候”

“寻觅那风，挽留那云，万千气
象真奇妙。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祖
国天空数我最知道⋯⋯”两节课时
的间隙，一首动听的气象歌在耳畔
响起。

“这首歌是我们师生共同创作

录制的。”王志伟边说边带我们参观
“少年科学院”活动室。我们发现，
这里陈列着不少科技作品，贴满了
气象谚语、气象哨歌。在一个书架
上，还摆放着一整套《气象科普校本
课程》，“为了让气象知识进入更多
课堂，我们还编写了一整套科普校
本课程。”

遇到突发灾害怎么办、农作物
生长与土壤的温度、海宁气候的特
点，翻开校本教材，我们看到它分为
低、中、高3册，共计开发72个课时，
内 容 由 浅 入 深 ，适 合 小 学 各 阶 段
教学。

“我们还鼓励引导学生在课后
对身边的气象现象进行探究。”王志
伟翻出了几份学生们合作撰写的科
技小论文。仔细阅读了其中一篇

《自制“穿衣指数”的实践活动》后，
我们发现，整篇报告逻辑严密、条理
清晰。“从提出问题到寻找解决方
法，从分析材料到得出结论，整个研
究过程能帮助学生们初步建立系统
的科学思维。”王志伟说。

在活动室的公告墙上，我们还
注 意 到 了 很 多 科 普 剧 的 精 彩 剧
照。其中一张照片里，孩子们有的
扮温度计、有的扮风向标，神态表
情活灵活现。“这个科普剧叫《气象
观测员周周》，曾经在海宁市科普
剧比赛中获得金奖呢！”王志伟自
豪地说，近年来马桥中心小学不断
创作科普剧本，已完成了多个主题
的科普剧，将知识性与趣味性、艺
术性巧妙结合。

“气象科学其实与数学、物理、
地理等多学科关联，对培养孩子的
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有很大帮助。”
马桥中心小学校长陈卫忠告诉我
们，为了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爱
好，2005 年起，马桥中心小学每年
还会举办“科普之春”科技节，分年
级、分类别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系
列活动，包括制作红绿灯、养蚕、种
植凤仙花等，鼓励全校学生参与其
中，亲身体验科学
的乐趣。

从气象观测开
始，科学的种子已
经在孩子们心中慢
慢生根发芽。

记者跟着海宁马桥中心小学气象“小哨兵”探知天气奥秘——

科学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沈烨婷 通讯员 李竹尧 朱丽华 共享联盟海宁站 王 潞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上的未来
科技城，集聚着 3 万余家企业，其中
90%以上是中小微企业。它们犹如
初春树枝上点点的新绿，蕴藏着杭
州新兴产业的生机。

懂技术、会创新，是这些企业的
标签。而如何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则是它们的“痛点”。在未来科技
城，活跃着一支由政府工作人员和
专业人士组成的知识产权“服务官”
队伍，穿梭于各个产业园区和中小
微企业，为知识产权保护“把脉支
招”。

近日，记者跟着两位知识产权
“服务官”一起走企业、送服务。

出谋划策
用“专利池”保护核心技术

早上 9 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
迎着阳光步入产业园区、写字楼，开
启了未来科技城的新一天。

我们的第一站是杭州大岸科技
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深耕环保健康
功能新材料研发的科技型小企业，
目前员工不到10人。

“这家公司跟不少科研院所有
合作，属于科技成果转化型企业，创
新点还是很多的，而且创始人知识
产权保护的意识也比较强。”“服务
官”王燕萍边走边向我们介绍企业
的情况，她是未来科技城创新发展
服务中心副主任。

“今年我们打算申报国高企，正
想 找 你 们 指 导 一 下 ，听 听 专 业 意
见。”我们刚一落座，“大岸科技”董
事长杨晓波便开门见山。国高企是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简称。

“国高企评审时，专利是挺重要
的一块，对数量和质量都有要求。
你们现在专利布局怎么样？”王燕萍
询问道。

杨晓波介绍，从去年开始，该公
司开始自主申报专利，目前共提交
23 个专利申请。“目前 1 个发明专利

已经授权。在专利方面，我们是朝
着拿满分的目标去努力的。”

但在专利申请中，杨晓波也有
自己的困惑：申报专利也意味着部
分技术参数的公开，如何既能拿到
专利又保护核心技术？

“可以建一个‘专利池’。”“服务
官”张宇娟给出了一个建议。她是
杭州宇信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创始
人。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专业领
域。为更好服务企业，2020 年，未
来科技城知识产权服务业联盟成
立。“宇信知识产权”是该联盟成员
单位。

“什么是专利池？”我们都很好
奇。

张宇娟进一步解释，“专利池”
就是专利的集合，其中几个专利是
核心专利，其他专利都是围绕核心
专利的“掩护”。“就像这把椅子，椅
子的整体设计与制造是核心，但也
可以把椅背、扶手等部分拆分开来
或两两组合，分别进行专利申报。”

她说，这样就相当于为核心技术设
了一道“保护屏障”。

普及知识
百场培训惠及两万人次

杨晓波的困惑并不是个例。
专利的本质是“公开换保护”。

但在现实生活中，专利维权仍存在
周期长、成本高等难题，企业最核心
的技术往往并不会申请专利。

那么，最核心的技术要如何保
护？

“你们企业已经创办 4 年了，商
业秘密保护这一块应该要更加重视
起来。”王燕萍向杨晓波递过去一张

“小卡片”，上面印着未来科技城刚
刚推出的知识产权助企服务“十二
条”，里面就有商业秘密保护的服务
内容。

杨晓波接过“小卡片”，认真看
了起来。“公司越做越大，商业秘密
保护就越来越重要。我们已经开始
着手做这一块了。”相比于专利保

护，商业秘密保护更为复杂，杨晓波
现场请教起来。

“关于商业秘密保护，我们浙江
是有个地方标准的，叫《商业秘密保
护管理与服务规范》，网上能查到。”
张宇娟详细讲解了商业秘密保护的
管理、保护、维权等。

整个走访过程中，王燕萍不断
向我们强调，知识产权包含专利、商
标、地址标志、商业秘密等很多类，
特别是商业秘密保护相当重要，但

“现在很多初创企业多以申请专利
为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我
们向王燕萍请教。

因为创业往往“九死一生”。初
创项目高达 95%的死亡率是创投圈
公认的事实。如果创业失败，专利
将一直属于所有权人，而商业秘密
则会随着企业关闭而消散。

但在王燕萍和同事们看来，并
非如此。“对很多科创型中小微企
业来说，技术是它们的立身之本，
必须要保护好核心技术。”她说，

从 企 业 诞 生 之 初 ，创 始 人 就 应 开
始 构 建 企 业 的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体系。

也正因如此，这支未来科技城
知识产权“服务官”的一大重要任
务 ，就 是 不 断 地 普 及 知 识 产 权 知
识，告知企业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知
识产权不等于专利，知识产权是“沉
睡的资产”⋯⋯据悉，未来科技城已
制定知识产权培训计划，邀请专业
人士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为辖区内
科创型中小微企业进行科普。2018
年至今，已累计举办知识产权培训
近 100 场，惠及约 2 万人次，并先后
获评全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
进工程试点园区、省级商业秘密保
护示范园区、省级知识产权示范创
建园区等。

撬动“知产”
发行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

我们的第二站，是人工智能小
镇内的一家创新企业。

走进企业，我们发现，该公司整
整一面墙上，都贴着
以专利为主的知识
产权证书。“这是最
新的一部分，我们经
常更新。”该公司负
责人说。

王燕萍也说明
了这次来访的目的：

“主要来了解下是否
有意愿参与我们知
识产权证券化产品
的第二期发行。我
们第一期是发行了
1.1 亿元，有 12 家企
业参加。”

这几年，不少轻
资产的科创型企业
选择利用知识产权
融资，而知识产权证
券化是其中一个新

渠道。2021 年 12 月 31 日，未来科
技城全省首单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完成首期发行。
该项目储架发行额度为 10 亿元，首
期发行金额1.1亿元。

“在与同行交流时，有听他们说
起过。这样融资的最大优势是什
么？”该公司负责人问道。

王燕萍进一步解释，相比于股
权融资，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方式
时间短、风险低；而与银行信贷相
比，它的利率又比较合理。比如，首
期票面利率是 3.9%，比普通知识产
权质押贷款利率低40%左右。

在经过更为细节性地交流后，
该公司负责人表示愿意尝试一下，

“毕竟这也是新事物”。
在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首期发

行后，王燕萍和同事们就马不停蹄
推进第二期发行。在他们的谋划
中，接下来的每一期发行将聚焦一
个细分行业，如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等。首要的工作就是走访摸排企业
意愿。

走访结束时，王燕萍告诉了我
们一个好消息：在余杭区刚刚出台
的产业新政中，对参与知识产权证
券化发行的企业有最高 500 万元的
奖励。

“希望这一政策能撬动越来越
多的企业加入到知识产权证券化融
资中。”王燕萍说。

记者随未来科技城知识产权“服务官”走访企业——

为知识产权保护“把脉支招”
本报记者 唐骏垚 共享联盟未来科技城站 梁 洁

沈烨婷

未来科技城知识产权“服务官”为企业进行知识产权应用及价值评估培训（资料照片） 未来科技城管委会供图未来科技城知识产权“服务官”为企业进行知识产权应用及价值评估培训（资料照片） 未来科技城管委会供图

“蓝天一号”气象哨坐落在学校西南角

王志伟带着学生进行气象观测

气象科普社团的同学在绘制一
周雨量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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