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是我们取得的主要成
果。”在展示厅，周新指着一项项
技术成果自豪相告，包括撬装式
吨级/年原子经济法制备高端无
机化学品装置、撬装式碳酸盐加
氢炼制固定床装置、撬装式千瓦
级电解水制氢耦合氧化装置等
12套“首台套”工程化装置及技
术体系。衢化院已申请54件发
明专利，获授权4件。

截至目前，衢化院已遴选29
项自主立项院级科研项目、7个
中试项目以及1个产业化项目；
申报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纵向项

目20个，其中依托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依托单位资质申请项目 9
个、依托浙江省高端化学品技术
创新中心申请省级项目1个、衢
州市纵向项目 10个，成功立项

“省尖兵领雁+X”研发攻关计划
项目、市科普项目、创业人才项
目5个，涉及项目资金478万元；
成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
托单位、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依
托单位、全国科普研学联盟成员
单位等资质和荣誉共10余项。

衢化院与巨化集团、华友钴
业、鹏孚隆科技、思欣通氢能科

技、佰强新材料、七化建、小米等
20家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先后
签订15个横向项目合同。

衢化院在廿里工业园区设
立衢江分院，3000平方米的成
果孵化基地正在装修中，已设立
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盐碱地改
良等2个项目专业公司。同时，
以自身优势技术邀请和吸引七
化建、泰和、先正达、中化环境、
中化化肥等大型企业来衢调研
考察，并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其
中已与七化建签订技术合作协
议，在衢州建立世界级水滑石

（LDHs）生产基地，并成立工程
化联合创新中心。

5月底，衢化院牵头组建衢
州市资源化工创新联合体，巨化
技术中心、衢州华友资源再生公
司、仙鹤股份等35家单位加盟，
围绕资源化工领域的关键技术
和产业需求，以院校、院院、院企
合作方式，深化产学研融合。并
与巨化集团、华友钴业设立氟氯
化工资源有效利用、二次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及前驱体材料研发
联合实验室，针对企业具体需求
开展技术攻关、项目共研。

聚焦产业，攻关合作

6月28日，浙江恩派宠物用
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忙碌装
车，将500多个猫抓板产品发往
杭州。该公司主要从事宠物用
品猫抓板生产，拥有100多个品
种，主要销往国内及出口美、日、
韩等国家，产品供不应求。目
前，公司每月生产产品1万余个，
月销售额100多万元，上半年销
售总量比去年同期提升30%，预
计全年产值超1500万元。
记者 江峰 通讯员 徐晓华 摄

小小猫抓板
畅销国内外

本报讯 （通讯员 郑楠琪
万东光 叶平平） 6月 27日，在

江山甬江食品有限公司，笋片经
过泡发、挤压、调酸等十几道工

序后，被放入流水线，打包成 57
箱水煮笋。这批水煮笋，经衢州
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将出口至
印度。这是衢州地区水煮笋首
次出口该国家。

“我们研发了水煮笋、坛香
冬菜笋丁、炭烤笋排等产品，并
创立‘笋小厨’‘赵味佳’‘平木’
等自主品牌，在盒马生鲜、日餐
连锁等渠道十分畅销。因为产
品价格实惠、食用方便，吸引来
日本、美国等国家的订单。”公司
经理庄培森介绍。

近年来，衢州海关结
合“老字号开拓大市场”
专项行动，聚焦农业新业
态发展，指导企业完善出

口标准化生产，改进自动杀菌
冷却、高温高压调节等工艺流
程。落实网格化服务机制，及
时传达技贸风险信息，助力企
业把握出口先机。同时，依托

“智慧海关”建设，以属地查检
业务管理系统和“云签发”模式
改革为契机，优化农产品检验
流程，提供“即报即检即签”便
企措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强化政策指导帮扶，全力在把
好质量安全关、提升通关效率、
重点国家准入标准收集反馈等
方面做深做实，助力企业开拓
更多新兴市场。”衢州海关查检
二科相关负责人说。

衢州水煮笋首次出口印度

巨化，耳熟能详，“衢化院”您可知道？这个全名为“衢州资源化工创新研
究院”的单位，最近获评“衢州市高能级科创平台绩效评价优秀单位”——

本报讯 （记者 王继红
通讯员 谢俊 文/摄） 6月 20
日，由中冷（浙江）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一批红糖馒头经
衢州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顺
利装箱出口美国，这也是衢州
辖区首次实现红糖馒头出口。

中冷（浙江）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是龙游县一家食品生
产企业，为龙游千点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二期工厂，以生产速
冻米面产品为主。2020年成
立，为首批“浙食链”企业，日
产20万个红糖馒头。

“过去我们专注于国内市
场，开拓海外市场后，对产品通
关申报、出口目的地准入要求
等业务十分陌生，6月初接到美
国的订单后，马上向海关求助
具体流程。”企业负责人魏良奎
向衢州海关查检三科咨询，因为
衢州辖区此前没有红糖馒头出
口，企业缺少可以学习的案例。

急企业之所急。衢州海
关依托“老字号开拓大市场”
专项行动，聚焦“老字号”食品

工艺标准不稳定、目的国法规
不了解、拓展市场能力弱等问
题，立刻组织人员“送政策”上
门，指导企业加强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做好产品溯源、自检自控等关
键点。帮助企业了解进口国
红糖馒头的要求和标准，提供

“线上申报+智能审核+自助
打印”全流程数字化服务，提
高产品出口通关效率。

“这次产品能够快速通
关，离不开衢州海关细心的指
导和帮助，为我们后续扩大出
口规模，拓展更多产品出口提
供了底气、树立了信心。”魏
良奎表示。

为保障“老字号”食品顺
利出口，衢州海关以推进“智
关强国”行动和智慧海关建设
为抓手，积极服务高水平对外
开放，大力推广属地查验业务
管理系统和检验检疫证书云
签发模式等便利化措施，做到

“随报随检，合格随放”，服务
更多“老字号”食品出海。

衢州海关关员在企业仓库对即将出口的红糖馒头进行查验。

“红糖馒头”首次出口
衢州海关推动“老字号”出海

6月28日下午，智造新城天湖企业社区组织开展“迎七一
感党恩 送温暖”活动，企业社区所辖的浙江龙财塑业有限公
司党支部党员代表为70多位环卫工人送上牛奶、西瓜、纸巾、
纸杯等。 通讯员 戚佩怡 摄

慰问送温暖

衢化院多管齐下强创新
记者 王继红 通讯员 王越 俞奕

6月26日，我市开展“创新交汇、共启未

来”高能级科创平台比晾晒活动。浙江大学

衢州研究院、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

（衢州）、衢州资源化工创新研究院、衢州化

工新材料创新研究院获评首批“衢州市高能

级科创平台绩效评价优秀单位”。

2022 年 12 月，衢州资源化工创新研究

院（简称衢化院）成立，以服务衢州化工产业

发展为中心，紧盯打造“国重成果转化基地”

的目标定位，一年多来基本完成初期建设工

作，正在加速发展，实现“从有到优”。

▶衢化院高层次人才在工作中。
通讯员 毕如彦 摄

30间实验室，5000平方米
的办公场所，衢化院总部位于信
安湖畔，研究所、工程化装置、科
普中心等一应俱全，这里窗明几
净、朝气蓬勃，5月底该院首次
举行开放日活动，吸引了我市众
多企业参观。

“我们软硬件并举，大幅提
升管理运行效率。”衢化院执行院

长周新介绍，包括优化运行组织
架构、健全运行管理制度、优化提
升基础建设等方面。成立了由副
市长、院士为联席主任的衢化院
合作委员会，组建的学术委员会
汇集了以段雪院士为代表的 22
名国内外化工领域顶级专家（其
中院士20名）；瞄准高端无机化
学品、氢能与碳减排、生态修复材

料、新能源材料、检测评价等重点
发展领域，成功组建纳微材料研
究所、新能源研究所、生态环境研
究所、低碳与催化研究所、生命健
康材料研究所等5个研究所，以
及科普中心、分析测试中心、检测
评价中心、化工安全技术与工程
中心、技术推广中心等5个中心。

为进一步建强平台，衢化院

制定出台 20 余项管理制度规
范。采购了XRD、红外、紫外、
色谱仪等一批专用检测设备，集
办公、实验、科普、展示等功能于
一体，为团队建设、科研攻关、技
术推广、科普宣传提供优良的空
间和环境，同时大型仪器设备与
浙大衢州两院、衢州学院、巨化
技术中心共用共享。

建章立制，健全机制

“在这里从专业上大有可
为。”1996年出生的张宝山2023
年 6月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工学
院，获博士学位，2023年 7月博
士后入站在衢化院工作。

像张宝山这样的新衢州人，
衢化院通过“线上+线下”“全职+
柔性”等方式招贤纳才87人。目

前，该院已经引聚创新人才 230
名，其中85%以上为研发人员，引
进和培养国家级人才计划17人，
支持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获批长江学者1人、国家
优秀青年1人、青年长江3人、青
年拔尖1人。成功创建浙江省博
士后工作站，已有张宝山、杨阳等

2位博士后顺利进站工作；同时支
持衢州佰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功创建衢州市博士创新站。

衢化院是化工资源有效利用
国家重点实验室衢州基地，团队
来自北京化工大学，双方共建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目前已有148
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联合培养中。

请进来，更要走出去。衢化
院先后举办绿色化学与资源化工
（衢州）学术论坛、2023第七届工
业催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年
会暨学术交流会等重大活动 11
场（次），尤其是绿色化学与资源
化工（衢州）学术论坛吸引了8位
院士、逾百名专家学者汇聚衢州。

人才引聚，协同创新

本报讯 （记者 王继红
通讯员 徐冬云 吴赛峰） 7
月2日，记者从衢州市总工会
获悉，日前，衢州市新能源工
匠学院揭牌，同时开展以安
全生产技能提升为主题的首
期培训班。这是继今年 5月
我市首个以六大标志性产业
链为主导的衢州市新能源产
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后的又一
创新举措。

近年来，我市聚焦“工业强
市、产业兴市”战略，围绕新材
料、新能源、集成电路、智能装
备、生命健康、特种纸等六大
产业，大力推进“五链”融合，
不断壮大产业链集群，精准招
引一批产业带动强、科技含量
高、市场潜力大、经济效益好的
项目。其中，能源科技装备技术
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能源产业快
速发展，已具备“工业硅粉—高
纯多晶硅—单晶硅棒—光伏硅
片—光伏电池—光伏组件—光
伏发电系统”各环节生产能力，
是我国目前光伏产业链最完善
的地区之一。

为有效发挥工会在助力
“工业强市、产业兴市”中的独
特优势，凝聚产业工人推动经
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市总工会
今年3月研究制定《关于组建
衢州市新能源产业工会联合
会的实施方案》，在6个县（市、
区）和智造新城启动新能源产
业工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
全市新能源企业基层工会组
建率和从业人员入会率均达

到90%以上。在此基础上，今
年5月衢州市新能源产业工会
联合会成立，吸纳极电新能、
一道新能、鹏辉能源、时代锂
电、纤纳新能等59家新能源企
业 1.5万余名职工加入，工会
联合会将继续构建“大事共
商、组织共建、人才共育、资源
共享、活动共办、服务共融”的

“六共”运行机制，推进“链”上
企业、职工间的深度交流合
作。本次依托新能源产业工
会联合会成立工匠学院，将围
绕光伏组件制造工、电工、叉
车工、化工分析、化工操作等
10余个技术工种，精准推动组
织厂际间各种形式的劳动和
技能竞赛、职工技术创新、名
师带徒等活动，提升新能源产
业工人素质和能力水平。

此外，新能源产业工会联
合会也将开展一线职工疗休
养、文体赛事、相亲交友、名医
义诊、职工子女爱心托班等活
动，加强职工之间的深度交
流，让职工感受到“家”的温暖。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推进
新材料、集成电路、智能装备、
生命健康、特种纸等5大产业
分别组建产业工会联合会。”
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链上建工会，有助于打破企
业、地域限制，将工会服务触
角延伸至产业链上中下游，更
好发挥工会组织团结凝聚职
工、助力高素养劳动者队伍
建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等作用。

首个主导产业工会联合会再推创新举措

衢州市新能源工匠学院揭牌

工业强市 产业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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