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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合力展优势 智创同行写新篇

本报讯（记者徐慕旗）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

度融合，省科技厅启动实施“吉林省科技人才助力企业创新跃升三年

行动”，选派科技人才入驻企业兼职“科创专员”。“科创专员”做什

么？企业觉得好不好？近日，记者来到生产现场一探究竟。

走进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火热场

景。伴着机器的隆隆作响，一束束白色原丝卷绕成筒，再经过氧

化、碳化等工序，由白变黑，生成碳纤维。

这里是长春工业大学副教授付中禹的第二个“实验室”。今年

年初，作为我省第二批“科创专员”，他进驻吉林化纤集团旗下的吉

林碳谷公司，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接过付中禹递过来的一束碳纤维，感觉轻若无物，捻开后根根

分明，比发丝还细。“在众多新材料中，碳纤维以其轻质、高强度、耐高温、高模量等特性，应

用前景广阔。”付中禹告诉记者。

据了解，吉林碳谷公司现有22条原丝生产线，产能位居全国第一。付中禹与企业合

作研究的聚合物粒度及原丝形貌调控技术，是助力企业产能跃升的关键技术之一。和传

统技术相比，新技术可在高产量条件下有效实现均质化，降本增效。

成立十几年来，吉林碳谷公司一直和长春工大保持密切的产学研合作。“我和中禹老

师相识多年。如今，‘科创专员’政策让我们联系得更加紧密。遇到难题，随时能向付老师

请教，他的课题组就是我们的‘智囊团’。”公司生产处高级主管毛炳淇高兴地说。

“一方面，企业研发攻关需要理论指导；另一方面，高校院所科研人员需要了解产业一

线实际情况。”在付中禹看来，“科创专员”政策实现了企业和人才的“双向奔赴”。

据了解，目前，我省共有759名“科创专员”进企业，涵盖新材料、光机电、生物医药、现

代农业等重点产业领域。企业与人才“两促进、双受益”的例子比比皆是。

据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创专员”政策非常受欢迎，各方参与的积极性

很高。从近期看，可以帮助企业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更多已有成熟科技成

果在企业转化；从长期看，还能发挥“指挥棒”作用，让更多创新资源、科技人才、科技成果

主动向企业汇聚，形成“产、学、研”深度合作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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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加速、过弯、漂移、冲刺、冠军！

2023年，“汽车城”长春在赛车领域捷报频

传——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吉速方程式车

队获得全国总冠军；中国大学生电动方程式汽车大

赛，吉速电动方程式车队斩获全国总冠军……

“车尾翼固定结构侧向刚度偏低，需要及时调

整。”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吉林大学的辕梦工厂，众

多参赛的车辆正整齐停放在一楼的赛车整备区，

车队指导教师王达正在一旁耐心地为学生们作着

指导。

放眼工厂里随处可见的赛车零部件和各式工

具，仿佛都在诉说着车队的“传奇”。当你我置身

其中，好似能听到赛车的震耳轰鸣声、感受到那疾

驰而过的风。

“这里的每一辆赛车都是由学生们独立自主

设计、制作、组装、调试的。”王达骄傲地表示，大家

不断深耕研发、持续提升技术水平，不仅在国内外

赛事上屡获佳绩，电控发动机、增压技术、限滑差

速器等诸多先进技术也都是“吉大制造”，甚至“吉

大创造”。

“辕梦工厂也是吉林大学汽车新‘四化’实践

教学基地，是红旗学院重要的校内实践基地，为

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全面的实践学习平台。”

王达说。

原来，屡屡夺冠的赛车队中就有不少是来自

吉林大学红旗学院的学生。

2019 年 7 月，为了培养更多面向汽车新

“四化”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吉林大学与一汽

集团共同成立了红旗学院。学院依托教务

处、创新创业教育学院设计特色课程、编排教

学进程、制定考核方案、管理认定学分，并由

一汽选派各领域专家作为客座教授，支撑人

才培养。

此外，红旗学院学生的实习实训还会在一汽

研发总院进行。“学院导师都是来自一汽各领域的

优秀专家，课程内容与未来工作紧密结合，实际操

作也是在真实的工作岗位上，令我快速实现了从

校园到职场的‘无缝衔接’。”学院毕业生、中国一

汽研发总院智能网联开发院智驾产品开发部智驾

系统开发员朱可夫说。

通过红旗学院，吉林大学与一汽集团共同构

建起了更全面、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

打造了协同育人新机制、产学融合新格局，强化了

人才精准培养和前瞻储备。

“Gspeed Future”——未来，相信无论是吉大

赛车队，还是红旗学院，都将如车队新一代赛车名

字的寓意一样：突破自我，引领未来！

创业佳地 放飞青春
本报记者 张鹤

秋日的小雨，带着些许凉意。早上7

点，郭庆辀步履匆匆地走进公司。作为长

春吉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他

每天的工作都满满当当。

“上班前的一小时，是我留给自己的时

间。”记者如约见到郭庆辀。他笑着说：“只

要不出差，我每天7点都会到公司，利用这

一整块的时间读书、思考，公司很多决策都

是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

这一习惯，他从2005年公司成立一直

坚持到现在，一如他在高能射线辐射合成

水凝胶材料领域的技术研究，目标坚定，攀

登不止。他常说：“成功的最大捷径，就是

将擅长的事做到极致！”

吉原生物在郭庆辀的带领下，明晰科

技创新发展脉络，不局限于将创新成果停

留在“实验室”，而是更多地运用于“生产

线”——研发出国内第一片水凝胶烧伤敷

料、全球第一片水凝胶眼部护理敷料、国内

第一个贴片式的水凝胶疤痕敷料；超声无

损检测专用水凝胶材料成功用于民用飞机

等装备的检测……

“我们依靠科技创新的发展路径，从

‘水凝胶是什么’的萌芽阶段，到如今进

入大众视野成为品质的象征，一路走来

非常不容易。”回顾创业经历，郭庆辀感

慨万千。

在新材料领域的探索之路，郭庆辀展

现出的不仅仅是科技工作者的执着和坚

韧，更有企业家的魄力和洞察力。

在吉原生物的生产车间，展示台上一

排排试管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是纳米微

球水凝胶。这个试管里肉眼可见的小球体

直径为1毫米，另一个试管里肉眼观察不

到的是120纳米的微球，需要用显微镜才

能看到。”郭庆辀说，水凝胶微球有着较高

的载持率和释放率特性，主要应用于药物

传输和递送。

目前，吉原生物开始了纳米微球水凝

胶、软水凝胶、原位合成功能成分水凝胶

等为代表的2.0代水凝胶产业化开发研

究，为水凝胶材料在组织工程修复材料、

新型高效药物载体等领域的商业应用奠

定了基础。

随着销售规模的持续扩大，公司现有

的产能已满足不了日益提高的市场需求。

吉原生物在各级政府的帮助和协调下，新

建水凝胶先进功能材料产业基地将在9月

末投入使用。

“公司作为上游企业，将为下游企业做

产品提供可靠质量体系，投入到规模化生

产，为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科技成果转化

的产业化平台。”郭庆辀对企业未来发展，

信心满满。

将擅长的事做到极致
本报记者 王丹

本报讯（记者徐慕旗）近日，长光卫星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2025届校园招

聘启事，主题是“星耀十载，‘卫’你而来！”

这家中国商业航天的领军企业，一直高度

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成立10年来，长光卫星的人才队伍

不断壮大、活力澎湃，公司从“一飞冲天”

到“百星飞天”，创下了多项“全国第一”和

“世界之最”。

“我们正在进行‘吉林一号’高分05B

星整星研制工作，将采用全新架构，进一

步提高卫星集成度，让整星更小、更轻、成

本更低。”采访中，“95后”研发人员张伊

晗为记者作了介绍。

2022年，张伊晗从吉林大学毕业后

入职长光卫星。短短一年时间，他就凭借

自身所学，对卫星测试系统进行了创新性

改进，获得公司科技创新大赛金奖和相关

奖励。这位来自河北的年轻人，面临众多

就业选择时，坚定地选择了加入长光卫

星。他说：“公司发展前景和待遇条件都

非常吸引我。”

入职后，张伊晗成长迅速。“老员工一

对一指导新员工，公司定期组织专业培

训，开展学科建设，夯实数理基础等。”张

伊晗表示，是公司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

使他这个学“汽车工程”的顺利转入卫星

研发赛道。

和张伊晗这样的“新人”不同，数据开

发工程师贾益2016年入职长光卫星，是

与公司共同成长起来的。

贾益毕业于武汉大学，主要从事卫

星数据处理系统研发。说到公司的创

新机制，她很有感触：“公司支持每一个

创新想法，为此设计了小微项目创新体

系，给予资金支持，鼓励员工揭榜挂

帅。无数个‘小创新’，推动了一次次大

的技术进步，每名员工也都有自我展示

的机会。”

如今，贾益正在公司管理部门挂职。

她说：“公司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到管理岗

位锻炼的机会，让大家更好了解公司发展

理念，同时挖掘人才潜力，进行干部储

备。”

人才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

长光卫星坚持“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

留人”的人才引进理念，10年来累计引进

近千名双985硕、博人才，打造了优秀人

才“蓄水池”。

“我们坚持实施高素质员工激励政

策，兼顾物质和个人发展需求；同时，我省

日益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越来越好的人

才政策，也助力我们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张晓磊说。

引才育才 逐“光”而行

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资料图片）

▲

2023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上，吉林大
学吉速方程式车队以静态赛总分第一名、动态赛总
分第一名的成绩，夺得全国总冠军。 （资料图片）

长春吉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讨论水凝胶微球技术。刘明祎 摄

秋日，天空湛蓝如洗。通往长春净月高新

区林家村的蜿蜒乡路如同一条丝带，将绿色的

田野和宁静的村庄串联起来。

清晨，记者驱车来到位于该村的灵芝科技

小院。

刚进村口，吉林净月灵芝科技小院的牌子

格外醒目。小院里，几间简易的活动板房，后面

是成片的黑色大棚，一眼望不到头，几个农民打

扮的年轻人进进出出。小院首席专家、吉林农

业大学教授付永平已经等候多时。

付永平直接把记者带进大棚，一枚枚状似

小伞的灵芝个头饱满，“伞面”上覆盖着厚厚的

红褐色粉末。在灵芝上方，收集灵芝孢子粉的

鼓风机器隆隆作响，转得正起劲儿。“眼下，正值

灵芝喷粉的关键期，这些红褐色粉末就是灵芝

孢子粉。”付永平解释。

省科协、吉林农大、省农技协等科研院所协

助共同建设的这家科技小院，今年7月正式被

中国农技协授牌。小院由吉林农大李玉院士领

衔，将科学研究与灵芝产业相结合，整合菌物

学、作物遗传育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多学科

优势，把科学实验室搬到产业试验田，搭建了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农技推广、产业服务“四位一

体”的灵芝综合性研究平台。

提起科技小院，吉林农大菌物学博士研究

生苏文鑫眼里放着光。“科技小院让我的学习更

‘接地气’，白天下地观察灵芝生长情况、采样、

田间问诊；晚上查阅资料、与老师同学交流课题

进展，从3月初到现在，天天与土地打交道、与

灵芝对话，觉得特别充实。”如今，苏文鑫已能独

当一面。

菌种繁育，是灵芝生产中极具技术含量的

环节，被誉为“灵芝种业芯片”。打造高品质灵

芝产业基地，必须从源头入手。对此，福芝道

（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秀莲深有感

触。

“最初种植灵芝因为不懂技术，导致几栋大

棚颗粒无收，损失惨重。”段秀莲告诉记者，通过

与李玉团队的合作，以科技小院为依托，灵芝种

植的每一步都有技术人员跟踪指导，产生经济

效益 3000 万元，同时带动周边人口就业人数

1000余人。

建立一家科技小院，就能服务一方百姓、带

动一个产业，辐射一片区域。目前，我省的科技

小院已遍地开花，形成了种植、养殖、农业工程、

农业经济管理等62个产业类别，形成了具有吉

林特色的“小院矩阵”，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和

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秋日，走进科技小院
本报记者 王丹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卫
星性能测试。 （图片由长光卫星提供）

科技小院依托单位负责人段秀莲在灵芝孢
子粉采收期间检查灵芝孢子粉出粉情况，以及
灵芝水分。 李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