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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初，由宁夏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联合申报的《乌玛高速宁夏石嘴山段大宗工业固废道路资源化综合利用科技示范工
程》项目，获交通运输部批准立项。

以工业固废代替传统砂石筑路材料，变“包袱”为财富。如今乌玛北高速公路即
将建设完成，固废道路资源化应用的“宁夏经验”已在业内叫响。

“博士，尤其是工科博士，更要在企业生产一线去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10月 27日，回忆起这一项目的研发过程，宁夏大学教授、宁夏交建引进博士惠迎新
感慨道。

扎进企业做课题，是惠迎新攻读硕博后在导师带领下形成的习惯：“只有到企
业，才能知道我们的科研强企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才能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做科研。”
2016年从东南大学博士毕业来到宁夏，惠迎新入职宁夏大学成为一名教师，依然保
持在项目一线做科研的习惯。被纳入自治区科协的博士创新站项目后，他与宁夏交
建正式携手，开启了充满挑战的创新服务之路。

宁夏交建，一家自治区交通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营业务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建设与施工等。惠迎新的选择让同事、学生心里打了个问号：“在这样的基建类传统
企业里，博士去了有用武之地吗？”

老树更需发新芽。对于这样一家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是逐浪市场的必由之路。
刚进入企业，惠迎新就迎来了第一个挑战。

建设高速公路，缺筑路材料。近年来，伴随公路建设逐年增加，优质筑路材料日
益短缺，宁夏交建在内的整个行业亟需寻找新的筑路材料替代品。与此同时，处理
大量的工业固废是宁夏各地各企业绕不开、躲不掉的难题。

把工业固废用在高速公路上。惠迎新大胆地想、谨慎地试，不仅攻克了这一难
题，还将成果运用在了乌玛高速石嘴山段建设上。

在沙漠上，怎样建设高速公路？腾格里沙漠地形起伏大，天然植被覆盖率不到
1%，降水稀少、蒸发量大，年沙尘暴、扬沙天气达 200天，最大风力达 11级。面对脆
弱的生态环境，惠迎新作为课题负责人和同事们一起，研发出《沙漠腹地公路修筑与
风积沙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依托这一技术，乌玛高速公路青铜峡至中卫段的 18
公里，作为宁夏首条穿越沙漠腹地的高速公路，被轻轻“放”在沙漠上。

两年，两个行业关注的问题找到了最优解。
乌玛高速石嘴山段，消纳利用工业固废近 300万吨，节约砂石等筑路材料超 400

万吨，实现了宁夏工业固废百万吨级超大规模应用，成为全国交通领域固废应用标
杆。同时，科研成果开始向东部输出，目前江苏盐城正在建设年产 300万吨全国最
大的固废材料生产线。

《沙漠腹地公路修筑与风积沙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获得了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博士创新站，推动了纸上科研、室内科研向产学研用一体化的转变，实现了正向循环。”惠迎新说，

博士创新站推动宁夏交建引进、培养 6名博士，成为企业发展“最强大脑”。企业则借“智”，围绕交通建
养主责优势，不断向“交通+”产业、海外业务、投资等板块拓展，实现产业围绕主业综合布局。

采访中，惠迎新告诉记者，在博士创新站服务企业的这两年，是他科研成果最高产的两年，不仅成
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个重要科研项目，而且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就有 19篇。“做科研和服务
企业不仅不矛盾，更是相互促进。”惠迎新说，这种实实在在用科研成果推动企业创新、产业升级的获得
感，是科研人员前进的最大动力。

宁夏大学高忙忙博士服务宁夏盾源聚芯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创新，针对大尺寸硅环生产
技术提供技术方案并开展服务，获聘企业科技副总。

宁夏材料研究学会推荐的武金龙博士，服务宁夏启玉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聚乳酸新制品储备
技术研发应用攻关，帮助企业申报获批自治区科技厅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提升了企业创新平台建设水平。

宁夏大学科协推荐的叶林博士，带领团队联合宁夏驰马聚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立博士创新站，
在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窖坑子村开展芦笋设施高效生产技术示范及应用工作。项目帮助引进了航
天六号等9个芦笋优新品种，设施芦笋比露地栽培的提早上市30天，商品率达到90%以上，为企业技术
人才培养、经济效益提升和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助力。

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品迭代升级、技术人才培育、科技项目申报……如今，博士创新站已经
成为服务企业转型升级的新平台。

“截至目前，我们累计征集企业需求 1000多项，500多名博士人才关注和支持，通过 125家博士创
新站建设工作，23位博士成为企业‘科技副总’。”田峻颉告诉记者，博士创新站推动博士以“真技术”

“真成果”解决企业“真问题”“真困难”，帮助企业解决“卡脖子”技术，助力宁夏中小企业更有灵气更有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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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博士
“零的突破”，由宁夏大学教师、电子科学与
技术专业博士马超带来。

2021年初，为共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宁
夏大学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与自治区电子
信息产业龙头企业隆基宁光“双向奔赴”，马
超成为连接校企的“立交桥”“直通车”。他
从企业科研基层一线干起，很快就彰显出了

“知识的力量”：帮助企业解决了光伏智能接
线盒在阴影遮蔽条件下的最大功率点跟踪
算法问题和智能水表深井信号差、不稳定等
问题。

一年过去了，尽管双方合作愉快，但是
心底都不踏实：没有更强机制保障，这样的
校企合作能持续多久？

2022年，得知自治区建立博士创新站，
马超提出申请：“这种模式能够更大程度保
障我们和企业的合作。”

“自治区要求，博士创新站由全区学会、
高校科协推荐申报，具体由青年博士具体实
施。建站企业为博士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提供技术创新、人才培养需求，支持博士帮
助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自
治区科协学会学术部部长田峻颉介绍，青年
博士要与企业签订服务协议，自治区科协与
全区学会、青年博士签订项目任务书，明确
每个站“至少一位博士领衔，组建一支团队、
培养一批技术人才、服务一家企业”，并强化
项目指导，助力青年博士、中小企业双向奔
赴、取得双赢。

在宁夏物理学会推荐下，马超与刘兴
杰、曹志杰、马占红、贾兴宁 4位跨多个学科
的博士组成科技服务团，联合宁夏隆基宁光

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科创中国”博士创新站，努力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更顺畅，创新链与产业链实现“相望能相见”。

马超一边完成教学任务，一边在企业搞研究、报项目、做
培训。

为延长产业链，隆基宁光围绕自治区“六新”产业中的装
备制造产业布局，开展分布式光伏并网及其相关产品的研
发。直面企业技术痛点，马超带领团队组建“分布式能源数字
化计量与多能互补高效利用”创新联合体，揭榜攻关“分布式
光伏与空气源热泵联合供暖系统安全节能关键技术研究”，产
学研用一体化推动企业项目“上新”。

“博士创新站让我真正扎在企业、嵌入产业，将学术理论
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使学科专业与企业发展并肩前行，产学研
和学生就业实习融为一体，形成了正向循环。”马超告诉记者。
一次，马超与刘兴杰博士应邀深入贵州新能源基地调研，并为
其提供了复杂新能源并网电能计量解决方案。“这不仅仅是销
售产品，还能输出技术方案服务客户。随后，我帮助企业起草
了‘低压分布式光伏感知监测终端技术规范’技术标准。”这次
经历让马超更真切地感受到“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获得感。

“博士进企业，不是走过场、装样子，而是扎扎实实从一线
做起，全过程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和管理。”林福平告诉记者，正
因为马超博士的示范带动作用，让企业升腾起更加热烈的创
新氛围，倒逼更多工程师主动思考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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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士，电解水制氢有一些技术上的
问题需要您指导，您抽空看看。”

“好的，把相关资料先发给我，下课后我
们开个线上会议一起探讨。”

……
遇到技术问题直接发个消息咨询博士，

技术人员还能随时和博士“开小会”？这种
便利，宁夏欣达节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何
永仁以前不敢想，也磨不开面子：“即使认
识，但是人家博士又要上课又要搞科研，凭
啥频繁地义务地为我们答疑解惑？”

宁夏欣达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业务涉及
节能技术服务、节能新技术推广应用等，李
冰教过的不少学生在这里就业。近几年，企
业逐步向清洁能源领域进军，遇到问题时，
李冰便成了学生的“救兵”，日积月累下，李
冰与企业也签订了技术服务合作协议。

“这终归不长久啊。”何永仁期盼，“能不
能有个政策，让我们企业能‘名正言顺’地和
博士‘牵手’？”

2022年，李冰带着宁夏化学学会青年博
士科技服务团队，在宁夏欣达节能技术有限
公司设立了博士创新站。

以节能技术项目为载体，针对企业清洁
能源节能技术升级改造中存在的技术瓶颈，
围绕新材料、新技术、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技
术创新，李冰带着团队深入企业一线调研，
还在宁夏大学实验室同期开展技术实验，完
成了项目节能报告 1项、清洁生产审核验收
报告 1项，提出 30余项技术改造建议，开发
出多套节能方案，为企业带来直接效益近百
万元。

“我们不仅把站建在企业里，也建在学
院的实验室里。”李冰说，借助博士创新站，产学研用更“亲密”
了。“以前做实验，我们可能只做几克，如今借助平台的放大作
用，我们可能会做几十公斤，实验只要能发展到这个级别，企业
的心里就有谱了，更愿意将科研成果真正落地到生产线上去。”

博士创新站设立以后，李冰陆续帮助行业企业开展了十几
项技改项目。“我曾亲眼看到一个企业将高价煤炭直接燃烧，这
样能耗怎么能不高？实在太粗放了。”李冰为企业量身定制解
决方案，重新配煤、锅炉改造、循环利用……在李冰的科学改造
下，企业的用煤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博士团队助力企业以技改提能、“智造”焕新的成效被更多
行业企业看到，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企业找到李冰寻求合作，

“以前我们更多是发论文，但企业能看到的有多少？能转化成生
产力的又有多少？如今，我们也有地方去施展抱负了，这种幸福
感和满足感令人振奋。”李冰介绍，近年来，宁夏大学积极深化科
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对科技转化突出教师破格职称评聘，
真正让科技成果从校园走进企业、从“纸面”落到“地面”。

如今，建站两年多，双方合作更加紧密，从曾经的偶尔咨询
变为建立起常态化线上线下交流对接机制——企业为博士团
队提供了完善的工作条件，李冰团队为企业提供科技实验场
所、测试分析条件及文献信息资源，双方“携手”协作能源项目
改造、技术人才培育、科技项目申报等，构建了科技服务团队与
企业合作新模式。

李
冰
博
士
：

企
业2

4

小
时
的
﹃
智
囊
团
﹄

惠迎新（中）在乌玛高速石嘴山段查看工业固废用在公路上的效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李冰指导学生做实验。 本报记者 马赛尔 摄马超（左）与林福平（右）讨论工作。 本报记者 马赛尔 摄

宁夏125个博士创新站助力企业 起来
本报记者 周一青 陈 瑶

燃

自 2022年起，宁夏大胆改革、捋顺体制机制，推动建设博士创新站，探索建立高校博士资源和区域高质量发展联系的平
台和渠道。目前，全区已建设 125个博士创新站，投入经费 220余万元；已搭建博士创新站数智平台，组织博士 508名、技术经
理人100人，为企业培养一线创新工程师183人、技术人才350余人；服务现代农业、新型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企业160余家，
促成博士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65项，实现科技成果转化40项。

人才从哪里来？
宁夏的中小企业面临找不到、招不上、留不住高层次人才困境。“我们发出招聘博

士的启示，区外即使合作多年的高校也连连摆手：博士还是要推荐到大城市的科研一
线去。”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项目部主任林福平感慨。

平台的局限如何突破？
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联系不上企业、缺乏实践经验，实验室成果落地难。

“我们的科研项目市场需不需要？企业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的项目？量产后能不能实
现预期目标？对于学校实验室这个平台而言，这些问题都需要去解决。”宁夏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副院长李冰坦言。

都有需求、都有痛点，如何打通堵点，让人才“沉入”企业，科技“嵌入”产业？
2024年，宁夏作为6个试点省份之一，被中国科协支持进一步开展博士创新站

试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