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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到”先要“渠成”
──把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③

■ 金之平

逐梦沃野，“新农人”成“兴农人”
■ 杨建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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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情怀，但不能只有情怀

让红色资源浸润人心 ■ 孙一琳

听过一个笑话：有人去饭馆吃饭，问今天的饭菜怎么

没有前两天的好吃，厨师说，这就是前两天做的菜。可

见，没了品质，菜还是那个菜，味道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有的老字号、老品牌用充满怀旧感的包装、煽情的广

告语营销，想让消费者为情怀买单。然而，如果空有情

怀，没有品质，就难免“翻车”。当低品质把“回忆杀”变成

“杀回忆”，消费者对老品牌曾有过的好感、信任度必然会

大打折扣。

打“情怀牌”，不是吃“当年情”这个老本儿，而是要塑

造新的集体记忆，为情怀注入愈发丰富的内涵。如何塑

造？不妨看看当年人们追求“三大件”时的情形。从上世

纪70年代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到80年代的彩电、冰

箱、洗衣机，10年后又变成空调、电脑、录像机，虽然潮流不

同，但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是相同的。老品牌保持长

久生命力，必须始终抓住百姓的追求，用一以贯之的品质在

一代代消费者中留下口碑、留下记忆。

这个过程，注定离不开创新探索。有研究表明，人们对

一些老字号的负面评价中，占比最高的，是“与日常生活脱

节”“设计缺乏创意”等问题。可见，老字号、老品牌的价值

在于“老”，但阻碍发展的痛点往往也是“老”。抱残守缺，还

自我感觉良好，指望着消费者“涛声依旧”，隔三差五光顾，

怎么可能？只有从设计、生产到营销、服务，都力求革新，才

能成为醒目的风景。

在品质上守正，在内涵上创新，依托的是“工匠精神”。

任时代变迁，只要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始终保持一颗

匠心，品牌的价值就不会降低，好的口碑就会延续下去。有

的老字号就是因为忽视、甚至丢失了工匠精神，从而丢失了

消费者。把这种精神找回来，让消费者从中感受到历久弥

新的精神气质，以及它们给生活带来的温度，这其实是情怀

得以产生、情感得以共鸣的原因所在。

老字号、老品牌一定是活在当下的，哪怕它是充满记忆

的载体。有情怀，却不只限于打“情怀牌”，把历久弥新作为

境界追求，老本儿才能越积越厚。

孙一琳：天开高教科创园开园百日，
528家企业在这里安了家。园区强调“突
出创新生态”，越来越多自主创新项目通
过这一平台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从
科创资源转化为创新发展新动能。

李春成：创新创业需要适宜的环境，就

像种子从发芽生长到开花结果，需要适宜

的土壤、温度等条件一样。一个新想法从

产生到成为实验室样品，经过小试中试到

商品化，再到产业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

程，各个环节都需要紧密配合。除了技术、

产品、数据等，创新生态中隐性知识的流动

对创新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虽然这类知识

无法被具体地表达，但却是形成创新思维、

提高创新能力的基础。比如在天开园，每

天都会举办交流互动活动，创业者、科技人

员、投资者等各类创新主体有了更多面对

面交流的机会，能够碰撞出更多创造性的

火花，这个碰撞的过程是各类创新知识叠

加积累的过程。

孙一琳：您提到要让各类创新主体有
交流的机会，其实也避免了科技经济“两张
皮”的现象。我们一直强调要加强以企业
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那么一个良好
的创新生态内，该如何打通高校院所和企
业之间的“握手”通道，促进各类要素有机
衔接？

李春成：其实这方面已经有不少有效的做法，比如揭榜挂帅机

制、科技成果展示交易运营服务平台、定期会商机制等。大力建设

与创新相关的各类社会网络至关重要，这种支持网络必然会提高

集体的参与度和创造力，以分享与合作打开更多创新之门。在实

践中，可以鼓励更多社会网络的创立与发展，包括各类创新联合

体、品牌沙龙、联盟等。

孙一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很多科技创新都呈现
出技术叠加、交叉融合的特征，比如生物制造、新材料、信创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面对这种创新趋势，如何构建创新生态圈，从而更好
地推动融合创新？

李春成：推动融合创新，就要尽可能在一定空间内聚集更多数

量、更高水平的创新要素与主体。相关要素和主体数量越多，水平

越高，越有益于相互交流、相互合作，实现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大中

小企业融通创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相互融合。此外，要

重视那些应用面广、具有多学科特性的技术，这类技术能够不断给

其他学科创新进行赋能。比如天津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通过

大数据、云计算与传统中医药的智慧融合，打造三条中医药临床证

据生产线，让中药组分能发挥出更优疗效。

孙一琳：传统产业的提质发展、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未来产
业的前瞻布局，不同产业处在创新的不同阶段，需要在不同赛道上
聚集更专业的企业和人才。这时，政策不是万能的，创新资源的流
通也需尊重市场规律。

李春成：的确如此。“政府的手”虽然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

的作用不可或缺，但在良好的创新生态中，经营主体也起着至

为关键的作用。在产业或区域创新生态中，每个时段的参与者

都有其生态位，有两类关键参与者特别需要引起重视：一类是

创新链生态的主导企业和主导机构，比如龙头企业、掌握核心

技术的研究机构。另一类是在创新生态中起到桥梁纽带与连

接作用的机构，像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和风险投资机构等，起到

一个组织与服务的作用。抓住关键参与者，一体推进研发服

务、企业孵化、项目投资、人才引育，对营造出近悦远来的创新生

态非常重要。

对话人：

李春成 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

孙一琳 本报评论员

创新生态好，则创新活力足。
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
需要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最大限
度激发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所蕴藏的
巨大潜能。

不久前，南开大学药学院副研究员杨光带领团队研

发的一款新药，在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时“卡”在了资金

上。一筹莫展之际，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

伸出援手，给予研发团队扶持资金，并协助其对接了金融

资本、医药资源，使这项科技成果离产业化又近了一步。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并非坦途。转化中的

堵点不打通，科研成果的“水”就很难流到产业的

“田”。都说水到渠成，从促进转化的角度看，想要“水

到”，先要“渠成”。

“渠”是通道，是条件。科技成果转化是一组串联反应，

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多元主体，要求资金、技术、市

场等要素有机衔接，无论哪个环节反应不灵敏，都可能导致

转化无法进行。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需要对各类要素资源

有效统筹。像有的地方打造“科技大市场”，将买成果的、卖

成果的、做评估的、搞创投风投的都汇聚到这个大市场里，

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一站式、全链条服务。信息实现共享、

供需精准对接，转化的环境越好、条件越充分，转化的效率

相对也就越高。

挖“渠”为的是畅通，也是在解决转化两端“双向奔赴”

的动力问题。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性很强，科研方和企业

各有各的担心、各有各的“不明白”。如何化解这种尴尬，就

成了畅通转化的关键。为此，专业技术转化平台、职业技术

经理人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也有了专利“先使用后付费”

等加速转化的尝试。兼顾科技成果供需两端的实际诉求，

不断探索务实管用的机制和做法，当科研人员、企业的积极

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产学研深度合作就有了更多可能，科技

成果转化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具有复杂性，牵涉主体

多，可能跨行、跨界、跨部门。这也意味着，挖“渠”不单是某

个企业的事，也不只是某个高校院所的事，从科研机构到企

业，再到服务部门，转化链条上的多元主体同敲一面鼓、共

筑一道渠，切实建立良好的转化生态，创新之树才能开出更

多产业之花。

保护和开发，是很多历史文化遗产都绕不开的一

道题。一旦迷失方向、进退失据，就有可能造成不可逆

的后果。

雕梁画栋的中式古建筑变成日式小屋；木质雕刻

构件被磨平棱角、刷上油漆；被修缮一新的柱子上，钉

上了指纹打卡机……不久前，不少市民和游客发现甘

肃天水古城在商业化运营后，文保院落被改头换面，不

中不洋、不伦不类，成了“四不像”。此事引发广泛质

疑：如此任性妄为，哪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敬畏之心，

还能吸引多少游客欣然前往？

文保院落可不可以开发？答案是肯定的。但

是，开发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有句话说得好，历史

是根，文化是魂。古城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正是源自它身上的“古味”，

因为它承载了历史记忆和文化沉淀。如今，我们

提倡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但活化利用不

是“利”字当头，更不能为了商业价值、眼前利益而

忽视历史文化价值。以保护之名行过度开发之

实，实际上是一种短视行为。为了一点蝇头小利

就拆改古建，牺牲这些宝贵的资产，无异于竭泽而

渔，最终将导致地区失去与众不同的特色，如此，损

害的不只是古建筑的宝贵价值，也是城市发展的长

远利益。

一个地方的老建筑、古文物，就是一个地方鲜活而

立体的历史。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

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

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在保护和利用之间找到

平衡点，在传承和发展之间找到合适的路径。实际上，

保护和利用不该是有你无我的单选题。在杭州，人们

漫步大运河边，既能看到保存完好的河埠码头等历史

遗存，又能看到新经济业态欣欣向荣；在天津，人们在

传统村落西井峪可以看到，独特的石头建筑与现代民

宿相映成趣。把“活化石”做成“金名片”，既不任旧如

旧，坐视它们雨打风吹去，也避免改旧换新，不去做“自

毁长城”的傻事，才能让历史记忆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

闪光点和增长点。

越在流光溢彩的时代，越需要保护好、利用好历史与

文化，在保护与传承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与传承。由

此，我们才敢自信地说，我们既能找寻到过往，也能更好

地走向未来。

走进西青区辛口镇“开心农场”的大棚里，科技感扑

面而来。栽种在盆内的一排排蓝莓树生长茂盛，盆内的

土壤由农科院专家专门调配，水肥一体的滴灌设施仿佛

输液管，直接伸进盆内，精准灌溉。农场的主人是“80

后”冯爱喜和吕欣。两位“新农人”用新思路、新技术种出

了名堂，年收入超过400万元，成了当地的“兴农人”。

过去几十年，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相比之下，农村

由于产业层次低、收入渠道少，导致大量年轻人流向城

镇。乡村振兴哪能少了年轻人？随着乡村“人才振兴”一

系列举措的推出，很多年轻人返乡成为“新农人”。他们

在外或求学、或打工，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返乡后，带来

了新的想法、知识、资金、技术，不仅解答了“谁来种地”的

问题，还走出了乡村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老辈人认为种地是靠天吃饭，我们觉得农民也可以

靠技术吃饭。”靠着新技术，冯爱喜和吕欣把长在酸性土

壤的蓝莓，搬到了脚下这片盐碱地，“沙窝萝卜是辛口镇

特产，但不能光围着萝卜打转，总得有人去尝试新东

西”。他们的尝试，不仅富了自己，也为村里带来了新产

业，一些村民今年打算跟着他们一起干。

“新农人”也是带头人。他们引进新技术、发展新产

业、升级旧产业，为产业添活力，为乡村聚人气，让更多农

民留在家乡、发展家乡。麻酱鸡蛋是蓟州区特产，返乡青年

赵明从这个特产入手，以工厂化、标准化生产思路，改良传

统制法，克服保质期短、易破损等缺点，最终实现规模化生

产，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85后”刘晓君大学毕业后回到

家乡宁河创业，用水培菜打开了市场，她的公司年营收超过

4000万元……“新农人”不仅带来技术、带动产业，更能带

旺人气。人气旺，则地域兴，这是“兴农”的根本，也是乡村

振兴的动力之源。

吸引更多“燕归来”，必须要让村里的产业吸引人、生

活满足人、环境留住人。就像招商引资，需要良好营商环

境，吸引“新农人”也需要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比如，完

善农村电商提货点、充电桩、小型体育场等基础设施，提

供专项优惠政策，定期开展培训，从“软硬”两方面为“新

农人”打造更大舞台，不断激发其创业热情和创新潜力。

当然，除了对外引进，还要对内培养。近日，天津市2023

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启动，该项目将

提供全方位的精品课程和点对点的专家服务，以多种形

式培育人才队伍。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将引进与培育结

合，会有更多“新农人”加入一方、带动一片，成为乡村产业

发展的“领头雁”。

“人人都想打卡的景点，不在景区里”，这是网上流行的一句

话，折射出游客心态的转变——期待在旅行途中，有一些个性化、

特色化、定制化的体验。如何契合这种新需求？将以景区为主架

构的模式，转变为以“旅游目的地”为核心的模式，将文旅资源串珠

成链，正成为一个发展方向。

在不久前落幕的旅博会上，天津展区展台中央位置有一扇神

奇的“任意门”，每次打开，都能在门后屏幕上看见一处美景，很多

外地参观者感慨：“没想到天津还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得去好好

逛逛。”的确，天津“家底”厚实，有山、有海、有河、有湿地，有特色建

筑群、津味儿美食，有曲艺、相声等民间艺术。在短视频平台上，天

津独特的城市气质和天津人乐观的生活态度屡屡“出圈”。

“珠子”有很多，怎么“串”是关键。这离不开便捷化乃至定制

化的交通服务，也离不开数字化技术的加持。比如，打开“I·游天

津”小程序，一张地图上清晰地展示了哪有好吃的、好玩的，还能自

动规划最佳游览路线，寻味天津“烟火气”的同时，去五大道坐马

车，逛逛名人故居，再去听个相声，看看海河夜景……把游客“安排

得明明白白的”，聚起更多流量，汇起更多人气。

当然，串珠成链既是空间上的，也是产业间的。深挖、融合各

类资源，串起一条条场景多样、内涵丰富的旅游线路，才能放大文

旅资源的聚合效应。“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力不可估量，把

各个环节做到丝丝入扣，既可以激活更多文旅新业态、新模式，也

可以让人才、产业、资金等要素流动起来，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

多新动能。

串珠成链
就这样“出圈”

活化利用岂能“四不像”

近日，一部全新的沉浸式情景剧《赓续》在利顺德大饭

店开演，该剧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在利顺德大饭店从

事地下工作的老党员为掩护新党员传递情报而被捕牺牲的

故事。作为和平区“使命之源”红色线路3.0版本的“点睛之

笔”，剧目一经推出，即获广大市民游客的一致好评。

天津红色资源丰富，在今年2月公布的《天津市红色

资源名录（第一批）》中，重要旧址、遗址、纪念设施或场

所类红色资源共有151处。传承利用好这些红色资源，

不仅要深入挖掘蕴藏其中的故事，更要让红色遗迹展现

时代风华。

让红色遗迹“活”起来，要将研学、休闲、文化等要素融入

其中，同时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重点培养一批优秀的红色故事

讲解员、红色旅游志愿者队伍等，推动红色旅游产业化发展。

让红色遗迹“活”起来，要结合现代技术，丰富展现方

式。比如，位于和平区赤峰道上的范竹斋旧宅，今年上线了

“沉浸式互动演绎”《傅莱医生》，游客可化身一名中共情报

人员，在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的同时，了解那段红色历

史。以沉浸式、体验式的方式感受红色历史，让游客走进历

史长河，为生动传播红色文化提供了新思路。

黄牛“黄”了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通

知，明确大型演出活动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

场制度。 单君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