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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至 12 日，2023 世界青年科
学家峰会在温州召开。这是温州第五次迎
来青科会。从2019年首届青科会以来，共
有 4300 多名中外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
青年科技人才等奔赴温州，共同碰撞智慧
的火花。

作为“汇聚天下英才，共创美好未来”
的开放交流平台，每年的青科会都是一次
跨越国界的巅峰交流。数年来，青科会犹
如一颗创新之种，在温州萌芽、成长。温
州，这个创业之都，也因此发生美丽蝶变。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由中国科
协与浙江省政府共同举办。2019
年，首届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温
州举办，此后温州成为世界青年科
学家峰会永久举办地，目前已经举
办五届。

几年来，广大青年科学家从全球
各地汇聚到峰会，施展抱负、成就梦
想，形成了系列共识，提出了应对气
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挑战的创新

性、可持续解决方案，共同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年力量和科技
智慧。

青科会是个什么会青科会是个什么会

穿梭在青科会各论坛，我们不仅
遇到了很多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不少
慕名而来的企业家，他们在对照大会
指南现场“追星”。

特别是在百名杰青储能高峰论
坛、碳能源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与成
果产业转化相关度较高的活动中，
来自企业的参会者比例尤其高。和
研究人员不尽相同，他们还要捕捉
商机。

“过去的商机是发现哪里有钱
赚，就一拥而上，其实很容易陷入恶
性竞争，始终掌握不了主动权。现在
的商机，很多藏在行业前沿信息里，
多接触行业高端论坛，听听发展趋
势，对创业方向把握大有好处。”来自
乐清的创业者小郑，正在尝试从传统
电气转型进入新能源领域，今年青科
会期间特地赶来学习。

“再多的劝说、引导，都不如实实
在在从创新中受益。抓住这一点，在
每届青科会的筹备工作中，如何赋能
温州产业发展都是我们考虑的一大
重点。”青科会筹备工作专班相关负
责人介绍。翻看历届青科会的活动
安排，其中对自身产业结构优化提升
的“小巧思”确实不少。

例如首届青科会期间，温州激光
与光电智能制造高端国际学术论坛
在温州高新区举办。彼时温州大学
激光与光电智能制造研究院刚成立，
正是亟需专家把脉支招之时。参加
论坛之余，院士、专家、企业家等一批
批考察团走进企业实地“把脉问诊”、

“开方”献策。
近年来，温州全力打造全国新能

源产能中心和应用示范城市，围绕产
业链强链补链需求，今年的青科会特
别设置了第二届百名杰青储能高峰
论坛、2023国际能源材料会议、碳能
源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新能源领域专
场活动。

除了帮助企业捕捉机遇，青科会
也像一扇窗，让众多温州市民看到了
更多科技创新的风景。

依托青科会，温州建设了大批高
能级平台，驻扎在这些平台里的科研
人员，围绕温州电气、鞋业、泵阀等传
统支柱产业，以及数字经济、新材料、
智能装备等新兴主导产业这两大万
亿级产业集群，选派出百支科技“轻
骑队”，通过“跨学科跨专业多兵种”
组团服务走进企业。针对企业找人
才难、对接资源难等问题，科研人员
充分发挥优势对接国家级学会、省技
术创新中心等平台，精准开展技术攻
关、平台提升、成果转化等服务，引导
更多企业加大科研投入。近年来，温
州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14.2%。

高端科技资源不仅为企业发展
提供助力，也走进更多市民的日常生
活。温州利用高能级平台等，打造了
132 家覆盖多个县市区的科普基地，
绘制温州市科普教育基地地图，市民
点点地图就能预约参观和研学。

今年，国科温州研究院的百名
青年科研人员，被聘为温州百所中
小学科学副校长，在温州各县市区
常态化进校园，为师生们带去最前
沿的科研信息，以及更系统有趣的
科学课程。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
导委员会科学教学专委会主任委员
郑永和评价：“温州打下了很不错的
科学教育基础。”他表示，聘任科研
人员为中小学科学副校长，能让学
生们在科学家的带领下开眼界，从
而引导更多学生爱上科学，并激发
创新动力。类似这样的科学活动，
正在温州遍地开花。

温州，始终是一方创业热土，经
青科会催化，这片热土的风格已悄然
生变——过去，创业就是创新；而今，
创新才是创业。

高端科技资源，走进市民日常生活高端科技资源，走进市民日常生活

今年是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宋
伟宏第四次参加青科会，几乎每一次
参会，他的身份都有所不同。

第一回是 2020 青科会，会议期间
他正式签约加盟温州医科大学，成为
温州第一位全职引进的院士。次年，
省实验室之一的瓯江实验室揭牌，宋
伟宏以瓯江实验室主任的身份参会，
并签下20多名海内外科学家加盟实验
室。此后，他又以脑健康与功能康复
国际论坛、瓯江阿尔茨海默病国际论
坛大会主席的身份亮相青科会。在青
科会现场遇到他，我们总能在他身边
看到全球脑健康领域的“最强大脑”。
这一回也不例外。

1988 年诺贝尔奖得主、中国科学
院外籍院士哈特穆特·米歇尔（Hart-
mut Michel），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
民等专家学者今年如约而至，他们为
第三届脑健康与功能康复国际峰会暨
第四届瓯江阿尔茨海默病国际论坛而
来，一口气做了 30 场脑健康领域研究
的分享。

论坛结束，7 名从事分子神经生物
学、生物医学信息学等领域研究的青
年科学家，选择成为瓯江实验室的研
究员。研究仿生再造与生物力学的90
后包敏就是其中一员，此前他在剑桥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包敏说：“青科
会让我进一步认识了温州，温州对科
研原来这么重视。再加上瓯江实验室

有宋伟宏院士这样的行业顶尖科学家
领衔，这些因素都很有吸引力。能够
加入其中非常幸运。”

像宋伟宏一样，引自青科会，又进
阶成为青科会招才大使的专家不在少
数。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志镇 2021 年
回到家乡温州担任浙江大学温州研究
院院长，他说：“我们将充分利用浙江
大学的材料学科资源，支持温州新材
料发展。”短短两年时间，来自浙大的
专家、学生一批又一批驻扎温州，浙大
温研院先后孵化出了 6 家新材料科技
企业。前不久，经叶志镇牵线，第四届
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大会在温州举
行，这成为温州举办过的规模最大的
学术会议，与会者包括新材料领域 51
位两院院士，以及 6000 余位专家学
者、企业界、投资界人士等。

温州大学碳中和技术创新研究院
院长侴术雷，2021 年带着他的钠离子
电池项目和团队，从澳大利亚来到温
州，从事高性能圆柱钠离子电池研
制。两年间，他的团队从 10 人增长至
百人，其中包括国家、省市级人才，海
内外青年博士逾30人。

“吸引人才，温州和上海、杭州相
比有着天然的差距。青科会让这些差
距迅速缩小，甚至能让温州成为国际
科技、人文交流的重要窗口。”温州市
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办会以来，先后
有 30 多位诺奖得主等顶尖科学家、

300多位中外院士和4300余名嘉宾参
加青科会。跟随他们脚步纷至沓来的
青年科技人才更是不计其数，每年约
有 20 万人次的各类人才来到温州，他
们就是活跃的创新因子，播撒在不同
的领域，激活了温州产业、科研发展。

青科会源源不断送来人才，温州
则抓住机遇，千方百计展现对人才的
渴望与诚意。2021 年 2 月，温州通过
地方立法将 3 月 12 日定为“温州人才
日”。这一天，大家共植人才林，表达
温州求贤若渴、筑巢引凤、全力营造最
优人才生态的美好寓意；推出“人才新
政 40 条”3.0 版，出台随迁子女就学 25
条、人才住房租售并举 2.0 版、发布
2023 年温州人才服务“十件实事”等，
不断营造爱才重才敬才惜才的浓厚
氛围。

一番诚心，收获了硬核成果：首
届青科会举办以来，温州围绕产业结
构优化、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与众多
科学家建立联系并积极引入。相比
于首届青科会举办前，温州目前已实
现当地院士等顶尖人才从 0 到 17 的
突破，大学生、技能人才引育数实现
翻倍增长。

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近年来，
温州的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等产
业持续获得人才支撑，这为温州经济
高质量发展，以及在一些领域实现弯
道超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引进“最强大脑”，营造最优人才生态引进“最强大脑”，营造最优人才生态

从2019年开始，“大健康”主题就成了
青科会的常驻“嘉宾”。首届青科会上，一
场“未来健康青年π”圆桌会，将青年科学
家与业界资深前辈聚在一起，几代科学家
漫谈有关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生物医药转
化研究和产业创新发展等话题。

此后，青科会大健康论坛以主论坛的
形式，亮相历届青科会。从百人到千人规
模，从一场会议到开设 5 个分论坛及 4 个
卫星会，嘉宾越来越多，诺贝尔奖获得者、
国内外院士、青年科学家、企业家代表等都
是座上宾；讨论的话题也愈发深入，从聚焦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医学发展”，到探
讨“疫情背景下健康领域的变革与反思”，
再到共话“AI 时代，大健康产业的变革与
机遇”⋯⋯这些话题契合时代的需求和科
技发展，并不断推陈出新。

论坛结束后，一些与会科学家选择留
在温州，并带来了平台资源和研发团队。
一批科创孵化器等新型研发机构，也由此
在温州落地。以大健康领域为例，每年的
大健康论坛都会吸引大量生命健康领域的
科学家参会。温州顺势围绕生命健康产业
链布局创新链，以论坛举办为契机，针对性
引进了国科温州研究院、浙江大学温州研
究院等，还建成了瓯江实验室、中国眼谷、
中国基因药谷、温州生命健康医学研究创
新中心、浙南美谷等一大批平台。

“温州一直是创业热土，过去一大批敢
闯敢拼的温州人冲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头，
创造了第一桶金。要勇立潮头，再创民营
经济新辉煌，温州早就意识到，纯粹依靠老
路是走不通的，必须具备‘创新’的竞争优
势。”温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争取成
为青科会举办地是一个绝佳契机，但如果
仅仅“就会论会”，好不容易赢得的机会也
可能泡汤。都说人才如鱼，环境如水，温州
决定边造“池塘”，边引“鱼”来。

为此，温州从顶层设计入手，2021 年
启动了高能级创新平台量质双提升三年行
动，今年启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链与产业
链融合提升三年行动，并实施“十个一批”
工作举措，做强做精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

今年青科会期间，香港理工大学温州
技术创新研究院正式揭牌。研究院投用后
将聚焦温州正在大力推进的新能源产业中
的海工装备、海上风电、可穿戴柔性电子设
备、超精密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推
动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为温州创新驱
动发展注入新动力。2019年至今，青科会
一 共 推 动 了 726 个 这 样 的 平 台 和 项 目
落地。

这些青科会平台及项目加快了温州创
新能量升级，特别是让当地科创的重要载
体——大孵化集群建设加速。2022 年以
来，温州新增孵化空间361万平方米，总投
资超7500亿元，快速增长态势明显。

“创新已经成为温州最鲜明的标识。”
今年青科会开幕式上，温州市委主要负责
人这样评价青科会对温州的影响。

优质平台项目，
为创新注入新动力

5届青科会，迎来30多位诺奖得主，推动700余创新平台和项目落地

天下英才，温州创未来
本报记者 周琳子 谢甜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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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青科会现场2023青科会现场

龙湾区第一小学学生走进国科温州研究院。 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在研究所做实验。

中国眼谷是温州科技创新的“塔尖重器”之一。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