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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晚记者探寻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代表的背后故事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羊城晚报记者 张闻 高焓 吴安琦

12月 20日，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在佛山圆满闭幕。当
晚，在获奖代表媒体见面会上，5位代表分享了参赛经历。羊城晚报记者
深入探访他们背后的故事。

他们之中，有人坐了十几年“冷板凳”，只为找寻植物耐旱的秘密；有
人从本科到博士一直在研究大豆品种改良，只为把大豆安全牢牢掌控在
中国人手里；有人在南粤大地攻坚克难，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展拳脚……

“我国的医药创新道路刚
刚起步，我希望能为推进我国
高端制剂的产业化发展做出贡
献。”广州南方学院副教授胡振
华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
说。在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
创业大赛上，他作为广东省代
表队的选手，带领团队在揭榜
领题赛中攻克“微球制备关键
技术”项目需求，获得生物医药
与大健康赛道的金奖。

胡振华介绍，长效微球制
剂是一种高端复杂注射剂，有
增强药物疗效、降低毒副作用
等突出的临床优势，对糖尿病、
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慢性
病的临床治疗效果显著。

“虽然微球制剂具有突出的

临床优势、市场需求较大，但由于
生产设备制约等因素，目前国内
仅有个别企业拥有此类产品。”胡
振华表示，在本次揭榜领题赛中，
团队开发了工艺稳定、能标准化
定制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能像普
通片剂一样，实现简单、标准化
的生产。

胡振华研究微球制剂可以
追溯到 2005 年，彼时他还在读
硕士。2010 年，胡振华开始在
上海交通大学读博，4年间致力
于研究第一代微球制备关键技
术。此次参赛提出的是升级后
的第二代技术，对关键工艺和
步骤进行了优化改进，能更高
效地实现微球连续化生产。

2020 年结束博士后研究

后，胡振华回到国内开始创业，
希望能为我国高端制剂的产业
化发展贡献力量。今年6月，胡
振华在中山注册了微邦医药技
术有限公司。在此次获得大赛
金奖后，他表示：“下一步我们
将加快技术向产业转化的步
伐 ，推 动 我 们 的 技 术 落 地 孵
化。”

“作为光电领域的从业者，
很高兴看到众多光电项目在比
赛中脱颖而出，让致力于解决
芯片研发卡脖子问题的一线企
业备受鼓舞。”第一届全国博士
后创新创业大赛结束后，全程
观看了60位选手路演答辩的天
津代表队“80后”博士后选手曲
迪深深地感受到，硬科技创业

项目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感
叹“生逢其时、恰逢其世”。

作为天津华慧芯科技集团
董事长兼 CEO，曲迪此次带领
团队凭借“高端光电子芯片中
试平台”项目，在“新一代信息
技术”创业赛赛道获得金奖。

曲迪介绍，中试即为中间
性试验，是早期的科研成果向
产业界转化的中间环节，在大
批量生产前测试调整，确保科
技成果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效
益。他表示，中试平台的技术
要求非常高。在光电类芯片领
域，此前国内没有企业能够承
担中试工作，“我们是第一家，
目前已经帮助 400 多家科研院

所和企业研发样片，这能够极
大地加快相关单位的科研进
度、研发进度和市场化进度。”

从2007年进入清华大学黄
翊东教授的课题组研究纳结构
光电子学开始，十多年的时间
里，曲迪见证了我国光电子行
业日渐蓬勃的过程。

近年来，国内一些企业面
临芯片断供风险。曲迪表示，
博士阶段的科研成果也日臻成
熟，可以开始向市场转化了，于
是开始创业。从 2017 年起，经
过4年发展，企业已经成长为国
内高端光电子工艺研发代工的
开拓者，并成功推出了多款微
纳芯片和激光芯片。

想象一下，将我们日常生
活中的漏勺上的孔洞缩小为50
纳米以下，也就是一根头发丝
的一千二百分之一倍或者更
小，这样，您就可以得到一份

“介孔材料”。当然，真正意义
上的介孔材料是指孔径在 2～
50 纳米之间的多孔材料，在光
化学、催化及分离等领域具有
十分重要的应用。由复旦大学
赵东元院士率领的团队就是专
业“造孔队”，而刘玉普就是这
支队伍中的“大将”之一。

在石油提炼领域，介孔材
料可以说是大显身手。“由介孔
材料制成的分子筛，在重油裂
解上有更好的催化作用，可以
让石油提炼的过程中更加高

效。”刘玉普介绍，“过去，我们
使用的分子筛都是由国外制造
的孔径小于 2 纳米的微孔分子
筛。而介孔分子筛能更好地进
行石油提炼，我们正在积极地
与中石化对接这个项目。”

“高大上”的介孔材料，在
日用领域能占据一席之地。“在
防晒霜中添加由介孔材料技术
制造的氧化硅微珠，可以增强
对紫外线的散射和折射，降低
对皮肤的损害，即使不小心残
留的氧化硅还可以被人体吸
收，对人体无害，这是传统的塑
料微珠达不到的效果。”

多年来，刘玉普一直坚持
介孔材料的研究，以让其能更
快地实现产业化。

“现在大众对介孔材料还
知之甚少，因为它在市场中应
用太少，导致没有人去推广。
我们要做的，就是扩展介孔材
料应用的广度与深度，让介孔
材料能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去。”刘玉普说。

“大豆的故乡在我国东北，
可自 1995 年起，我国对进口大
豆的需求量逐年攀升，到 2020
年我们对进口大豆的总需求量
是1亿吨，占我们总体需求量的
83.7%。”在本届全国博士后创
新创业大赛上，吉林省代表队

选手魏健凭借“吉林省主导大
豆品种的育种、繁育、推广与大
豆产品深加工，构建大豆全产
业链发展”项目获得了创业赛
现代农业与食品专业金奖。在
媒体见面会上，魏健提出了他
开展这项研究的初衷：要为国
产大豆做些事情。

魏健出生在东北一个小乡
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魏健
始终保持着一份对土地和农业
的深厚感情。“我的本科、硕士、
博士研究领域都是大豆的遗传
育种，我在高校研究了十多年，
几年前以家乡的名字开了一家
农业科技公司，继续从事大豆

品种的深加工。”
“我国大豆的竞争力不足，

主要原因是大豆品种单一，产
量不高，农民不愿意种，要为国
产大豆打一场‘翻身仗’，就要
注重研究并推广绿色优质的大
豆品种，让大豆从育种、生产到
深加工都有自主产权体系的科
技保障。”为此，魏健在吉林省
查干湖生态区进行了 1.6 万亩
非转基因高蛋白大豆的良种繁
育和示范推广。

“大豆安全也是粮食安全，
我们要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
上，让我的学识为东北的振兴
加一把力。”魏健说。

李小双所在的中国科学院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曾筛
选和研发多种防治土地荒漠化
的沙漠植物。在科研前辈们研
发的基础上，李小双团队在分
子生物学领域继续深化耕耘，
为新疆在荒漠化治理和现代节
水农业领域提供更多的途径。

“为什么要在分子生物学领
域继续研究？目前我们已经寻找
到一些非常耐旱植物能在沙漠中
生存，但是什么基因决定了他们
能生存下来？如果能找到这样的
基因，再引入其他植物或农作物
中，就能让更多植物或作物在新
疆的沙漠、戈壁滩等恶劣环境下

生存和发挥作用。”说起自己的专
业，李小双顿时侃侃而谈。

为了寻找这样的基因，从
硕士阶段开始，李小双和其团
队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一
次次枯燥的实验中不断总结经
验；无数个日夜，他们紧紧盯着
戈壁滩中的一株株小小植物，
一旦发现“不对劲”，立刻想尽
一切办法抢救，再分析每一次
出现症状的原因。

在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
赛上，李小双团队凭借“植物极
端耐干机制及资源挖掘利用”项
目荣获创新赛其他专业类铜奖。

“如今，我们已经研发出抗

旱、耐盐碱的棉花作物，未来期
待能够将这些新作物直接在盐
碱地或沙漠中种植，让盐碱地和
荒漠变良田，目前实验进展顺
利。”李小双表示，待自己有进一
步研究成果后，希望能吸收大湾
区市场前沿理念，让科研成果产
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胡振华：坚守高端制剂技术创新道路

曲迪：让“中国芯”走上时代潮头

李小双：让更多植物在干旱区生根发芽

魏健：打一场国产大豆育种“翻身仗”

刘玉普：让介孔材料走到日常生活中

羊城晚报记者 陈泽云 黄婷

自动驾驶的士
有望明年上线

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显示，10年来，“半边天”地位更稳固

我国各类高等我国各类高等教育中教育中
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

我国于2011年颁布实施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
2020 年）》（以下简称《纲
要》）。近期，国家统计局根
据《纲要》监测指标数据和相
关资料，对《纲要》实施情况
进行了终期统计监测。

结果显示：十年间，《纲
要》主要目标如期实现，
妇女社会地位显著提高，
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
全面发展取得了
历史性新成就。

继2000年我国进入长寿国
家行列之后，我国人均预期寿
命持续提高，其中，女性人均预
期寿命从 2010 年的 77.37 岁提
高到 2015 年的 79.43 岁，2020
年进一步提高到 80.88 岁。据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测算结
果，2020年，我国女性的人均预
期寿命水平在 184 个国家中位
列第 62 位，比世界女性平均水
平高4岁。

《纲要》实施以来，我国在
全力保障母婴安全基础上，积
极推进妇幼健康全程服务，孕
产妇死亡率持续下降，妇幼健
康水平显著提升。

2020 年，我国孕产妇死亡
率为16.9/10万，比2010年降低
43.7%，指标水平居全球中高收
入国家前列。

2020 年，全国共有妇幼保
健机构 3052 家；妇产医院 807
家，是2010年的 2倍；妇产科医
师 28.5 万 ，比 2010 年 增 长
55.7%。2012 年以来全国住院
分娩率持续保持在 99%以上，
2020 年为 99.9%，比 2010 年提
高 2.1 个百分点；孕产妇系统管
理率为 92.7%，比 2010 年提高
8.7 个百分点，明显高于《纲要》

“达到 85%”的目标。2020 年，
孕产妇产前检查率、产后访视

率分别为 97.4%和 95.5%，分别
比2010年提高3.3个和4.7个百
分点。

2020 年，全国共为 867 万
名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检
查 ，目 标 人 群 覆 盖 率 平 均 达
96.4%，筛查出的风险人群全部
获得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治疗
转诊等服务。

2020 年，妇女常见病筛查
率达到 86.6%，比 2010 年提高
25.4 个百分点，实现《纲要》“达
到80%以上”的目标。

《纲要》实施以来，我国连续
实施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多
种形式增加学前教育资源，切实
保障女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的
权益。

2020 年，全国共有学前教
育（包括幼儿园和附设幼儿班）
在园女童 2272.1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919.5万人，增长68%，增
速比全部在园儿童高6.1个百分
点；接受学前教育的女童所占比
重为 47.2%，比 2010 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2020 年，全国学前
教育毛入园率为 85.2%，远高于
《纲要》“达到70%”的目标。

《纲要》实施以来，随着城乡
一体化的发展，相关法律政策的
不断完善，以及“春蕾计划”等女
童专项扶助政策的实施，女童平
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得到进

一步保障。
小学学龄女童基本实现应

上尽上，净入学率自 2015 年开
始连续 6 年保持在 99.9%以上，
与男童基本持平，在义务教育阶
段已基本消除性别差距。

2020 年，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为 95.2%，比 2010 年提高
4.1 个百分点，如期实现《纲要》

“达到95%”的目标；九年义务教
育阶段在校生中女生为 7285.2
万人，比 2010 年增加 197.5 万
人，增长 2.8%，占在校生的比重
为46.6%。

去年，全国高中阶段毛入学
率达到 91.2%，比 2010 年提高
8.7个百分点，实现《纲要》“达到
90%”的目标。高中阶段教育共
有在校女生 1950.4 万人，占比
46.9%；其中，普通高中在校生

中的女生为 1257.5 万人，占比
50.4%，连续 6 年保持在半数以
上。

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
均超过男生。2020年，高等教育
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为159.9
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到
50.9%，比 2010 年提高 3.1 个百
分点；普通本专科、成人本专科
在校生中女生分别为 1674.2 万
人和 450.6 万人，占比分别为
51.0%和 58.0%，分别比 2010 年
提高0.1个和4.9个百分点。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结果，2020 年全国 15 岁及以上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
其中男性10.22年，女性9.59年，
性别差距由2010年的女性比男
性少0.8年缩小为少0.6年。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目前，我国全社会就业人员
中女性比重保持在四成以上。《纲
要》实施以来，就业政策和创业扶
持政策逐步完善，妇女就业渠道
不断拓宽，女性就业人数稳步增
长。2020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
人员为6779.4万人，比2010年增
加 1917.9 万人，增长 39.5%。女
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
比重为43.5%，实现《纲要》“保持
在40%以上”的目标。

《纲要》实施以来，我国积极
推动和支持妇女参政议政，妇女
参与决策和管理的比例明显提
高，妇女的政治权利得到有力保
障和加强。

2018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共有女代表742名，
占代表总数的24.9%，比第十一届
（2008 年）提高3.6个百分点，是历
届人大代表中女性比重最高的一
届。政协第十三届（2018 年）全国
委员会中有女委员440人，占委员
总数的 20.4%，比第十一届（2008
年）提高2.7个百分点，也是历届政
协委员中女性比重最高的一届。

2020年，企业职工董事和职
工监事中女性比重分别为 34.9%
和 38.2%，分别比2010年提高2.2
个和 3.0 个百分点。企业职工代
表大会中女性代表比重为30.2%，
比2010年提高1.2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
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
以国家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地方
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为补充的保障
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完整
法律体系。特别是2015年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标志着家暴
行为正式进入了法律监管范畴，对
我国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
等弱势群体具有里程碑意义。

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突破80岁

义务教育阶段性别差距基本消除

全社会就业人员
女性占比逾43%

数据来源：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

终期统计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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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车”加上“智慧的路”，未来的
出行场景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广州在
智慧交通领域又将引领怎么样的变革？
12月 21 日，由世界经济论坛与广州市政
府合作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国未来汽
车与交通出行大会举行。

会上，广州花都区宣布建设末端物流
自动驾驶无人配送示范区，此外，广汽集
团与文远知行、如祺出行三方达成战略合
作，明年将上线自动驾驶出租车。

在车路协同领域，新基建怎
么建？怎么用？谁运营？在这些
方面，已经形成了引领行业的广
州经验。

“核心是通过一套统一的基础
设施支撑多个创新应用。”李震宇
介绍，广州黄埔车联网平台接入了
各式各样的车辆数据，通过车联网
指挥中枢实现了车路人联动监
管，覆盖了20类管理场景，大幅提
高道路运输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智能驾驶的安全向来是其落
地和推广过程中的焦点。曾庆洪
建议，应加快相关安全法规、标准
的落地，尽快明晰智能驾驶事故
责任认定、归属相关细则。其次，
引导第三方保险公司设计相关产
品，为智能驾驶功能提供保障，降
低智能驾驶应用风险。智能驾驶
也催生更广泛的数据服务需求。
在数据生态方面，他建议各方一
起携手构建汽车数字化产业链，
在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下，进行
数据的共享和循环。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李斌透露，下
一步交通运输部将探索因需制宜
的工作模式，继续完善标准体系，
并着力引导企业利用自有的新能
源汽车运行监控平台，探索推动
交通运输行业新能源车辆运营监
测体系的建立。

“通过测算，以车路协同为
基础的智能交通，将能够提升
15%—30%的通行效率，有望 5
年之内不再需要限行限购，10年
之内基本解决拥堵。”会上，百
度集团资深副总裁李震宇认为，
未来10年至40年是智能交通发
展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的科技革
命和产业革命给中国智能交通
的发展带来百年一遇的重大机
遇，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正在重
构汽车交通和城市。

李震宇提出，未来交通应当
拥有三大特征：能够大大降低交
通事故发生的概率、能够有效地
解决拥堵、节约能源实现碳达峰
和碳中和。“目前大约 94%的交
通事故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包括
酒驾等危险行为。随着无人驾
驶技术的成熟，车路协同和智能
交通系统规模化的落地，交通事
故的发生概率将大幅降低。”

“聪明的车”加“智慧的路”，
车路协同有效加速了新产业的

发展。“出门时汽车随叫随到，聪
明地把我们带到想去的地方，在
电动化和自动化驾驶推动下，汽
车产业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创
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
开复表示。

“通过数字化手段，传统汽
车已经进化成智能汽车，是一种
全新的移动终端。”广汽集团董
事长曾庆洪认为，数字化技术走
进汽车生产车间，带来了智能、
高效、绿色的制造新模式。

数据显示，2020 年，广州汽
车产量实现295.21万辆，稳居全
国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7.98万
辆。从 2019 年开始，广州率先
在全国获批自动驾驶开放道路
测试。目前，广州已构建起以整
车制造为核心，零部件企业集
聚，智能创新企业汇聚的汽车创
新产业体系，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生态全国领先。

为进一步形成引领行业的
广州经验，各方正在加快探索。
会上，广汽集团、文远知行、如祺
出行三方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将

基于各自优势开展深度合作，共
同推进Robotaxi（自动驾驶出租
车）前装车型设计、研发、量产和
商业化运营。三方计划在未来
几年逐步建立起一支 Robotaxi
车队并实现商业化运营，以粤港
澳大湾区为核心向全国辐射，面
向大众推出安全、经济、绿色的
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其中，计划
于 2022 年在如祺出行平台上线
Robotaxi运营，为用户提供自动
驾驶出行服务。

花都区则宣布建设末端物流
自动驾驶无人配送示范区，探索

在花都区部分校园、园区、景区、
社区、商业区等场景开展快递、商
超生鲜、餐饮零售等试点业务的
无人配送示范应用，积极推动城
市物流末端配送智能体系建设，
打造自动驾驶服务新生态。

根据《广州市花都区大湾区
枢纽型自动驾驶创新试验区行
动方案》，目前占地2300亩的智
能网联封闭测试场已规划并开
始建设，预计3年内可建成以空
铁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核心的开
放智能网联示范区，基本构建形
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圈。

尽快明晰智能驾驶
事故责任认定

心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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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聪明的车”+“智慧的路”

进展 花都探索末端物流无人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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