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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校企十六年校企““扦插扦插””显现显现““葡萄串葡萄串””效应效应
———我区深耕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金坛基地建设结硕果—我区深耕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金坛基地建设结硕果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是国内乃至全球安检行业
的技术领军企业，也是清华大
学科研成果转化的示范企业。
2015年,同方威视投资 53亿元,

在我区设立同方威视江苏公司
并开始建设金坛生产制造基
地，这是公司第一次在北京以
外的城市建设生产基地，是同
方威视在全球最大的安检设备

研发制造基地。2019 年，公司
销售收入 16.6 亿元。五年来，
依托同方威视科技江苏有限公
司，更多清华校内的科研成果
在金坛“开花结果”，同威信达、
新鸿电子等智能安全产业链企
业先后入驻，主题园区集聚效
应日益凸显。

近年来，我区积极瞄准清
华与地方产业契合点，定期开
展技术成果路演活动，用导向
谋流量、以路演扩影响。清华
学子、留美博士、颗粒捕捉器专
家缪卫国在我区创办了常州浩
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研
发的“高性能低成本汽柴油机
尾气净化用颗粒捕捉器”项目，
打破了海外垄断。

16 年匠心深蕴，16 年磨砺
耕耘，金坛借助一个院校基地，
打造科研百花满园，靠的是坚
守与接续。下一步，我区将继
续充分发挥好卢强院士盐穴储
能项目引领力量、充分利用好
清华大学人才引育集聚作用、
充分支持好清华系企业建链补
链，努力将清华大学研究生社
会实践金坛基地建设成校企
政、产学研合作助力科创金坛
高质量发展的大舞台。

产学联合做大做强

融媒体记者 刘佳

今年 8 月 18 日，由清华
大学电机系卢强院士、梅生
伟教授团队牵头的“盐穴压
缩空气储能国家试验示范项
目”主体工程在薛埠镇开工，
标志着该项目进入了全面建
设关键时期。

“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国
家试验示范项目”也是清华大
学创新技术成果走向规模化
工程应用的生动实践。卢强
院士长期致力于压缩空气储
能技术的科研和工程实践。
他认为，压缩空气储能是减少
弃电、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效
率的最佳方式。这样的想法
与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
司不谋而合。实际上，在此领
域，中盐金坛早在 2006 年就
开始关注了，只是当时国内相
关技术非常薄弱，不具备基本
建设条件。2011 年，清华大
学开始推进相关技术攻关，并
在两年后取得重大突破。中
盐金坛与清华大学技术团队
合作建立联合研究中心，推动
新技术研发。2017 年 5 月，

“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发电系统
国家示范项目”获国家能源局
批复。2017 年底，中盐金坛
携手有关方面，组建了以梅生

伟为项目首席科学家的技术
专家团队，协力推进盐穴压缩
空气储能国家示范项目。11
月27日，记者走访该项目时，
项目主设备透平发电系统正
在吊装，标志着项目进入设备
安装阶段，离投入使用又近了
一步。

压缩空气储能是国家
“十三五”规划重点发展和推
进的产业，而该项目是我国
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国家示范
项目，也是国家能源局和江
苏省能源局重点建设推进的
项目。未来，将在我区分期
建设总装机容量达到百万千
瓦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群，
打造我国大规模清洁物理储
能基地。

近年来，我区围绕人才
“关键少数”，激活企业“绝大
多数”，做活本地政策、产业、
地质优势资源，以特引智、以
诚引才，常年有 20 多位清华
教授、研究生在坛科研服务。
中盐金坛与卢强院士团队共
建的盐穴压缩空气储能国家
试验示范项目，开辟了盐穴
储能发电、供暖、制冷新产
业，井井储能、华能能源等产
业链企业由此应运而生。

清华院士助力金坛经济

2004 年，金坛与清华大学签订了《共建研
究生社会实践试点基地协议》，开启 16年校企
政产学研合作序幕。以实践基地建设衔接校
企科技资源供需对接，培育形成了以中盐金坛
卢强院士工作站为引领的“一位院士、多家企
业、一个产业”发展新路。先后吸引 171 名清
华学子助力 132项企业课题研究，探索构建了

“一个基地、一众人才、一批成果”的合作模式，
累计引进清华系同方威视、同威信达和清华学
子创办的易控电子、新鸿电子、浩蔚环保等 8
家优势企业，16年校企政产学研合作破解了中
小科技企业科研瓶颈，提高了科技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贡献度。

金坛与清华大学签订《共
建研究生社会实践试点基地协
议》以来，常州亿通分析仪器制
造有限公司先后迎来 24 位清
华博士生，15年来有近 20款量
产产品出自清华博士生的实践
成果。2014 年，清华大学精密
仪器系蒋鹏博士利用激光原理
开发的大气雾霾粒子“浓度测
量仪”在“昆山 8.2特大爆炸”后
成 为 众 多 粉 尘 企 业 的‘ 抢 手
货’，单一产品就为公司创造销
售超亿元。

与清华大学结缘的这 15
年，我区全力建设常态化社会
实践基地。坚持力道用实、初
心不改，每年召开基地建设校
企政恳谈会，听学校要求，知企
业需求，逐步建立完善需求收
集、供给推介、校企对接、政府
服务的产学研合作机制。15年
间，我区共有 55 家单位提供了
134 个科研实践项目，吸引了
171 名清华大学博士生深入企
业一线，在推进企业科技创新、
培养核心竞争力的进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2019 年，金坛基
地在清华大学全国 231 家基地
中脱颖而出，晋升为“五星级基
地”，来坛实践研究生、博士生
先后有 33 人获得实践成果奖

励，其中一等奖 7、二等奖 9 人
和先进个人 9人。

衔接校企对接，也是我区
借助外力弥补本地高等教育资
源发展短板、小微企业创新能
力弱的成功探索。近年来，区
科技局坚持提高企业技术研发
需求精准度，贯彻需求导向，突
出企业主体作用，长期开展 3
个联系对接工作。除了与学校

共建实践基地，每年组建入校
“求学团”，在潜力产业、重点企
业中深挖需求，带企业负责人、
研发人员赴校“学艺”、协议“拜
师”。“十三五”期间，企业与高
校院所累计签订科技合作协议
120 多 项 ，合 同 金 额 达 2.5 亿
元，产学研合作推动企业技术
提升已越来越成为转型升级
的主渠道。

风雨同舟十五年

金坛支队15名实践博士参
观华罗庚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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