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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露虹
通讯员 管轩 刘清）近日召
开的厦门市科技创新大会揭
晓了“2022年度厦门市科学
技术进步奖”，厦门火炬高新
区3人获市科技创新杰出人
才奖，27家企业参与的 21
个项目获奖。

三位“厦门市科技创新
杰出人才奖”获得者分别是：
厦门天马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陈浩，福建龙净脱
硫脱硝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研究院院长王建春，厦
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总监陈凯轩。他们都是

“80后”一线青年科技工作
者，持续深耕专业技术领
域。近年来，火炬高新区积
极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的氛围，支持青年人才挑大
梁、当主角，大力培养科技创
新生力军。

获奖项目涉及LED、半
导体和集成电路、平板显示、
人工智能、绿色节能等领域，
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3
项，三等奖14项。这些项目
中，有不少是产学研合作项
目，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推动科技成果“落地生
金”。

作为我市科技创新高
地，厦门火炬高新区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
政策引导扶持作用，激发企
业创新活力。例如，在《厦门
火炬高新区关于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中，在“科
技创新”维度，拿出“真金白
银”鼓励创新型科技企业发
展，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支持各级各类高质量创新平
台建设，支持高水平孵化载
体建设。其中，加大培育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扶持力
度全市最高，规模以上国高
企业可叠加享受市区两级奖
励，单家最高奖励金额达65
万元；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扶持
比例和最高补贴金额实现翻
倍；支持企业建设高质量创
新平台，对获评“火炬创新研
究院”的，最高可给予800万
元补贴；鼓励企业申报专利
奖，最高给予50万元奖励。

得益于良好的创新创业
创造发展环境，火炬高新区
企业在国家、省、市级科技大
奖中屡创佳绩。据统计，
2022年，火炬高新区新增中
国专利优秀奖5个，新增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企业各1家、国家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8家，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500
家。目前，火炬高新区已有
15家企业获评国家企业技
术中心，占全市超四成。

●高新区93家企
业入选2023年度
市重点工业企业
名单

●高新区“企业
接待日”元宇宙
企业专场座谈会
召开

●高新区召
开第三代半
导体企业座
谈会

●高新区一季度重点签约
项目34个，三年计划投资
额40.83亿元，实现外资
促到资9320万美元

●亨达海天在美国
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高新区境内外上市
企业达24家

●科华数据、友达
光电等8家高新区
企业上榜工信部绿
色制造名单

●麦克奥迪、环创科技
等10家高新区企业入
选工信部支持专精特
新发展名单

科创企业C位出道 科技成果落地生金
火炬高新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焕发产业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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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春：

用硬核技术给烟气“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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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林露虹 通讯员 刘清
在华联电子公司展厅的荣誉墙上，“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状尤为醒目，这是
该公司依靠科技创新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的见证。华联电子总工程师陈虢介绍说，公
司充分发挥创新主体作用，携手高校、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开展“产学研用”合作，在光
电、智能控制器等领域不断创新，推动科技
成果落地，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解决技术难题
助推照明产业转型升级

光电转化效率低、寿命短曾是半导体照
明产品的短板。华联电子参与的“高光效长
寿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与产业化”项目攻
克了这一难题。2019年，该项目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

“荣誉的背后是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技术
积累。”陈虢介绍说，华联电子自2004年开
始就启动LED半导体照明的产学研用研究，
在光源封测上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在

“高光效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关键技术与产业
化”项目中，由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牵头，华
联电子作为核心企业与三安光电等单位一
起开展技术攻关。经过多年的努力，该项目
从半导体照明材料、芯片、封装、模组与应用
全链条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光效
长寿命半导体照明全套技术。

登上国家科学技术最高领奖台，也是对
技术成果应用的肯定。“LED作为新一代半
导体照明光源，具有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
特点，是照明行业大势所趋。通过上述科研

项目联合攻关，我们解决了技术难题，并让
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为‘生产力’，助力照明产
业转型升级，促进节能减排。”陈虢说。

紧跟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
与多所高校开展校企合作

在最新颁发的“2022年度厦门科学技术
奖”中，华联电子联合厦门大学等多家单位
的“高品质芯片级封装LED关键技术研发及
产业化应用”获得厦门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
等奖。这也是华联电子深入开展校企合作
的一个缩影。

据陈虢介绍，华联电子与厦门大学、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建立
了长期合作，通过项目带动，开展前瞻技术
和关键技术的研究，让创新和市场、科研和
产业更好联结。

对于华联电子而言，政策导向和市场需
求如同“指南针”，指引技术创新的方向。陈
虢告诉记者，公司目前在光电板块重点聚焦
光电耦合器（简称“光耦”）的开发，光耦是电
子产品的重要零部件，是以可见光或红外线
为媒介、用来传输电信号的隔离器件。目
前，华联电子生产的光电耦合器有数十种，
产品种类国内最全，其中有几款在国内销量
第一。

在智能控制器板块，华联电子近年来紧
抓新能源、绿色节能、大健康等产业趋势，研
发面向储能、智能座舱、半导体净化厂房等
场景的智能控制器。如今，华联电子已形成
涵盖光电元器件、显示组件、智能控制器的
完整的产品矩阵。

本报记者 林露虹 通讯员 刘清
工业生产产生的烟气在烟囱排

放前，一般都要经过脱硫、脱硝、除
尘等污染防治技术处理。这个净化
过程，好比给烟气“洗澡”。怎么

“洗”得更干净？效率更高？成本更
低？这正是福建龙净脱硫脱硝工程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研究院院长王
建春领导团队攻关的重点。

作为我国工业烟气治理领域青
年技术专家，王建春在科研道路上
勇攀高峰。从业十五年来，他作为
课题或项目负责人，完成了国家

“863”计划、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
专题等多个推动我国干式烟气净化
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大项目，并先
后主持多项公司关键技术的研发，
相关技术成果已经获得超百台（套）
推广应用，产品遍及全国，并出口印
度、巴西等金砖国家，以及越南、印
尼、土耳其、乌克兰、塞尔维亚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不久前举办的全市科技创新
大会上，王建春获颁“2022年度厦
门市科技创新杰出人才奖”。

研发业内首套“干法”设备
实现追赶式创新

王建春毕业于福州大学化学专
业，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2008年
毕业季，面对多所高校抛来的橄榄
枝，他选择进入企业。“这个选择在
当时看来还是比较另类的，但我内
心很笃定，想做应用，把研发成果落
地。”王建春由此与工业烟气治理技
术结缘。

干式烟气脱硫技术，也叫“干
法”，是王建春和团队主攻的方向。
由于技术尚未突破，彼时在烟气治
理舞台上唱主角的是“湿法”。所谓

“湿法”强调一种工艺设备对应处理
一种污染物。这意味着烟气排放前
要经过多种设备处理，流程长、投入
大、运行费用高。相比之下，“干法”
可以实现多种污染物的协同处理，
合“多”为“一”，效率提高不少。

“‘干法’起源于欧洲，但一直以
来受限于技术原因，规模做不大，当
时至多处理200MW规模机组的烟
气量。”王建春介绍说，其所在的“干
法”团队早在2002年就从德国引进
了尚处于半试验半工业化的技术，
沿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
路子，研发业内首套“干法”设备，成
功应用于 300MW机组的烟气治
理，实现了追赶式创新。

“前辈们在科研道路上的努力，
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激励。”一开
始，王建春的目标就很明确，要把技
术创新的接力棒握得更紧、更牢，在
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让“干法”技
术造福更多企业。

一年超三分之二的时间
在出差做试验

对王建春而言，钢厂、电厂等客
户的项目现场是天然的“试验场”。

“我们的很多中试研究都是在项目
地完成的，现场是最为鲜活的，有时
候同一个项目，白天和黑夜所面临

的情况也不同，利于收集各样的数
据。”为了完成各种试验，王建春一
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出
差。

有幕场景令王建春印象深刻，
那是他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他和同
事两个人各扛一袋一百斤的药品进
一家电厂做试验。为了不影响电厂
正常生产，他们特地选择走侧门。
不承想，侧门没有开。“我们也没多
想，一人爬墙，一人递药袋，合力把
两百斤药送了进去。”王建春说，这
是自己牵头的首个产业化项目，一
心想着尽快把事情做好。凭着这份
执着劲儿，那次试验推进得很顺利。

也正是在成百上千次的试验过
程中，王建春的团队离成功越来越
近。尤其让他兴奋的是，通过数据
分析，他“揪”出了一些原本容易忽
略的问题，而结论恰恰验证了此前
的猜想。“这就是科研的魅力吧，大
胆猜想，小心求证，过程可能枯燥单
调，但是结果振奋人心。”

最终，王建春带领团队研发出
高度集成的“循环流化床多污染物
协同净化技术及装备”，在同一装备
内实现了硫氧化物、汞、细微颗粒物
等污染物的高效协同控制，大幅降
低整个烟气污染治理的投资和运行
成本。这一项目成果获得2019年
福建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煤电
领域实现了大规模的产业化应用，
在同类干式烟气净化技术中市场占
比超过60%，在300MW及以上大
机组市场中占比超过90%。

意识到协同创新的重要性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创新不止步。眼下，王建春带
领团队围绕十四五重点研发专项

“工业锅炉烟气多污染物低能耗高
效协同治理技术及装备”开展科研
攻关，特别针对“固废掺烧锅炉烟气
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开展技术研究
和装备开发，为进一步实现工业烟
气更有成效净化努力奋斗。

除了做研发，王建春还承担了
管理工作。他十分重视科研队伍的
梯队建设，“科技创新，人才是关
键。我们不仅要培养领头羊，还要
有骨干，有后备力量，形成结构合
理、有梯度的人才团队。”

在管理岗位的磨炼，也使王建
春更加意识到队伍协同创新的重要
性。“工程系统研发绝不能单打独
斗，它需要技术、营销、工程建设等
各岗位人员的密切配合。”王建春
说，在龙净，“创新引领，技高一筹”
的理念深入人心，现场和一线营销
人员收集到的客户“痛点”问题往往
为公司研发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

“每个科研成果背后是无数人
的辛劳。我所取得的成绩，得益于
公司提供的发展平台，也得益于厦
门市、火炬高新区的各项支持。”王
建春说，全市科技创新大会的召开
释放了鼓励创新的信号，他将以此
为契机，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勇毅
前行，努力为工业的高质量转型升
级和绿色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