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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言）日前，河南卓立
膜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又迎来企业发展史上
的一件大喜事：与兰州化物所中科院刘维
民院士合作的院士工作站已正式通过审
批。这意味着该公司在今后的发展中有了
更高的创新平台。该公司董事长张铁雷
说：“卓立仅用10年时间就走过了国外先进
企业50年的路，部分产品已等同于甚至超
越国外产品，其中的秘诀就是不断创新。”

纵观卓立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卓立技
术创新的发展史。因为卓立发展的每一步
都伴随着卓立技术的创新或新产品的问
世。可以说，卓立技术创新一小步，卓立
公司就发展一大步。近年来，卓立的技术
创新能力不断进步，成功创建了4个省级以
上“技术研发中心”，即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河南省烫印材料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包装行业中国烫印材料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和河南省烫印材料公共技术研发设计中
心；一个省级“实验室”，即烫印材料河南
省工程实验室；1个省级“研发基地”，即
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地，使企业的发展平
台越来越高。目前，卓立累计拥有省级科
技成果28个，申请发明专利50多个，已授
权发明专利 28 个，主持制定行业标准 7
个，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10余个，国家重
点新产品1个，专利技术和科研成果不管是
在数量上还是水平上，均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如今，卓立的创新发展模式以及完善
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很难被国内同行业竞
争对手复制，始终保持快速、健康、稳步
发展。

记者了解到，热转印技术和耗材在我
国属于高新技术新材料领域，是近年来新
兴的产业，产品的配套能力还在不断开发
中，市场长期被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垄断，生产工艺配方具有较强的保密
性和先进性，国内能够生产此类产品的企
业较少，产品较为低端，大部分主要依靠
代理经销国外产品，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强
有力和高水平的自主研发及规模生产模
式。为此，卓立始终根据市场变化，超前
制订研发攻关计划，靠技术创新持续增强
产品核心竞争力，并不断提升科技转化水
平，形成产业化优势，成为国内行业的龙
头，建成了全球设计产能最大的热转印碳
带（TTR）生产线和全球唯一的TTR专用
特种BOPET薄膜生产线，技术装备水平已
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引领我国该行业的发
展方向。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
是企业做强做大的有力支撑。未来，卓立
将坚持主业不动摇，抓住中原经济区和郑
州航空港建设契机，通过持续的自主创新

和跨国合作，实现优势资源整合，增强上
下游配套能力，依托韩国工业园，争取在
3～5年内建成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在焦
作建成一个新兴的烫印材料特色产业基
地，逐步形成世界最大的烫印材料研发中
心和生产基地。

张铁雷表示，在技术创新和项目开发
方面，该公司将围绕热转印碳带背涂用高
性能润滑材料、热转印碳带一体化赋码材
料的研究开发、热转印碳带主要原料水性
热转印油墨的研制和废旧热转印碳带的循
环再利用技术等项目的研究开发，重点做
好宽幅广告写真用碳带、内外墙装饰板材
用转印膜和有机硅改性聚酰亚胺材料等产
品的技术开发工作，使卓立在不断拓展产
品应用领域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环保节能
和绿色生产水平，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以
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卓立公司：创新领航发展

日前，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
智能技术研究院顺利通过中科
院、国务院三峡办的验收，成为
中科院在西部地区新建的唯一一
个研究机构。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的
设立，旨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及三峡工程生态环境保护和重
庆乃至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战略需求，以绿色化、智能化、产品
化为方向，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
生态环境等领域开展原始创新、产
业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技术
集成创新和工程化示范，促进科研
成果的产业化和产品化。

目前，该研究院已制订 了
“一三五”规划，明确了未来
5～10 年 将 着 力 取 得 “ 绿 色 三
峡”和“3D打印技术”两个重大
突破成果，重点培育“石墨烯材
料与应用”“大规模自适应智能视
觉分析系统”“自动推理中的计算
理论及应用技术”和“神经肌—

械耦合系统理论与应用”四个方
向；建设了占地 323 亩集科研、
产业、生活为一体的一流科研园
区，搭建了价值超过1.4亿元的科
研基础条件平台；集聚了 350 余
名来自海内外的科技人员；承担
了 200 余项国家、地方重要科技
项目，成立了 9 家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企业，取得了石墨烯材料规
模化制备、动态人脸识别、工业
机器人、垃圾渗滤液治理示范等
一批重要成果。

据了解，近年来中科院以
“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
院”的发展战略，面向不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实际需
求，与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
联合，陆续共建了12个中科院序
列的研究机构。 小 欣

中科院在西部新建绿色智能技术研究机构

应用研究指为获得新知识而
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主要是针对
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基
础研究是为了认识现象，获取关
于现象和事实基本原理的知识，
而不考虑其直接的应用，应用研
究在获得知识的过程中具有特定
的应用目的。应用研究的特定应
用目的不外乎两类：或是发展基
础研究成果确定其可能用途，或
是为达到具体的、预定的目标确
定应采取的新方法和途径。应用

研究虽然也是为了获得科学技术
知识，但是这种新知识是在开辟
新的应用途径的基础上获得，是
对现有知识的扩展，为解决实际
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对应用具有
直接影响。基础研究获取的知识
必须经过应用研究才能发展为实
际运用的形式。

应用研究

探访日志探访日志

本报讯（记者王言 通讯员
王星） 下料、铆焊、加工、组
装、喷漆，5 个生产车间的百余
名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昨
日，记者走进位于修武县周庄工
业园区的河南龙昌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看到了一片热火朝天的工
作场景。

占地 100 余亩的河南龙昌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如今年产值已达
1.3亿元，由原本的饲料机械生产
扩大到集饲料工程设计与制造、
安装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位居
国内同行业第三。

“现在我们公司共有33项技
术取得了国家专利，生产的码垛
机器人、逆流式全圆冷却机都居
于同类产品前列，一些产品还没
有大规模生产就已经被多家公司
提前预订，3 个技术部门、70 余
名技术人员以及在英国设立的技
术研发公司，这都为我们在同行
业处于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科技创新
走好差异化战略道路，使公司实
现新的突破。”该公司业务经理仲
华用“科技创新”四个字诠释了
龙昌公司不断取得突破的原因。

记者在修武县产业集聚区看
到：鑫宇光、奇力新、伊赛等大

企业纷纷入驻；焦作飞鹏机械制
造厂、焦作吉成磁电有限公司等
小微企业也在紧锣密鼓地生产。
其中，2013 年 9 月份才开始投产
的焦作吉成磁电有限公司虽然占
地只有32亩，员工只有40余名，
但是已经和中科院西安激光仪器
研究所、郑州“三模”研究所等
国家级研究中心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与美国菲尼萨在国内的生
产基地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作
为国内唯一自主生产圆柱U形磁
钢的企业，该公司的产品被广泛
运用到光纤通信、陀螺定位仪等
多个领域。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
大科技投入力度，对已经形成的
技术申请国家专利，同时我们也
在和美国菲尼萨位于澳大利亚的
生产基地进行商谈，实现产品出
口。虽然我们企业的规模小，但
依托技术力量，照样能在同行业
做到领先水平。”该公司经理王作
杰满怀信心地说。

“不创新，就等死。目前，
企业的创新意识普遍增强，不惜
投入搞科技研发的企业数量也在
增加，全县企业掀起了一股创新
热潮。”修武县科技局局长赵红霞
如是说。

修武企业争创新

本报记者 王 言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科技创新型团
队如何申报？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
科技局科技人才开发与对外合作科科长
张琦国。

张琦国介绍，焦作市科技创新领军
人才申报应具备以下条件：热爱社会主
义祖国，具有良好的学风和科学道德；
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具有本科（含
本科） 以上学历或副高 （含副高） 以上
职称（特殊贡献者可适当放宽）；在焦作
境内有固定工作单位；市外人员与焦作
市境内的聘用单位签订2年以上合作合
同，且合同期覆盖该计划资助项目的执
行期限，资助期内每年在焦作市境内从
事研究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

除以上规定的条件外，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申请者还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国内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有较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能力，近
年来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第一完成
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技术带头
人、中国专利奖获奖专利的第一发明
人、国家“千人计划”、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人才培养联合基金入选者；承担国
家重大科技项目“863”“973”、科技支
撑计划项目负责人；国家级工程技术技
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的主要技术负
责人；“中原学者”入选者、河南省杰出
贡献奖获得者、省科技创新人才计划、
省“百人计划”入选者；获得省科学技
术奖一、二等奖的第一完成人；省级院
士工作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主要技
术负责人；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主要负
责人；焦作市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获得
者及焦作市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第一
完成人。

引进的海外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
之一：具有博士学位，在国外获得教授
或其他相应职称，并有连续3年以上国
外科研工作经历；在本学科领域有较深的
学术造诣，在本学科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
过有影响力的论文或拥有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核心技术的重大发明（专利）；国家

“千人计划”、省“百人计划”入选者。
焦作市科技创新型团队引领计划申报条件：创新团队的学科

方向应是我市优先发展的领域、重点学科和优势产业，团队学术
水平在国内外同行中处于优势地位，已取得突出成绩或具有明显
的创新潜力；创新团队必须具备良好的工作基础和实验条件，所
在单位有良好的科研环境，能提供必要的支撑条件，一般以国家
或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院士工作站、重点实验室等为依托；创
新团队应承担过相当于国家、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焦作市重大
科技专项等项目，并具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和持续发展能力；创新
团队的带头人应具有明确的创新性学术思想、较高的学术造诣和
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在创新团队中有较强的凝聚作用，并具有
充分的时间从事创新团队的科研和组织管理工作，原则上创新团
队的带头人应符合“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申请者的条件；创新团
队的核心成员一般应由合理的人才梯队组成，总体规模不少于
10人（全职全时人员），团队成员能保证投入到共同承担研究项
目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焦作市科技创新创业人才计划每年受理一次，受理时限以当
年度正式通知为准。

申请者须按申报通知规定的内容认真填写《焦作市科技创新
创业人才计划申请书》和提交有关附件材料，通过所在单位或聘
用单位提出申请，经所在县市区科技局审核并签署推荐意见后报
管委会办公室；市直单位直接将申报材料报管委会办公室。

焦作市科学技术局人才开发与对外合作科电话：3569833，
邮箱：jzkjrhk@126.com。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89号阳光大厦四
楼（西）409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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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一项新研究发现，肺癌
在人体内的潜伏期可长达 20 余
年，然后突然发展成为难以治疗
的恶性肿瘤。

这项发表在美国《科学》杂
志上的研究分析了多名肺癌患
者，包括吸烟者、戒烟者和从不
吸烟的人。结果发现，初始遗传
错误引发的肺癌就像种子一样能
在人体潜伏20余年，悄悄生长而
无法检测，然后在条件成熟时被
新的遗传错误“触发”，公开

“现身”并快速长成恶性肿瘤。

在肿瘤快速生长期，会有多
种形式的遗传错误出现在肿瘤的
各个区域，导致每个区域按不
同的路径发展，使得肿瘤各个
部分具有各自的遗传特性。许
多 靶 向 疗 法 只 取 得 有 限 的成
功，就是因为它们只攻击特定的
遗传错误。

研究负责人说：“肺癌生存
率低得可怜，许多新的靶向疗法
效果有限。我们通过了解肺癌是
如何形成的，打开了肺癌的进化
规则之书，希望我们能开始预测

它的下一步发展。”
全世界每年新增肺癌病例约

180万，其中三分之二发现时已是
晚期，肺癌确诊后患者活过5年的
只有10%。如果能及早发现肺癌，
并把它扼杀在尚未开始沿多条进
化路径发展的萌芽状态，那么情
况可能会大为不同，将会有更多
的肺癌患者存活。 新 华

肺癌可在人体内潜伏二十余年

本报记者 马允安

20多年前，他大学一毕业就
到原核工业部工作，从此便与

“氟”结缘；20 多年来，他把自
己的梦想与氟化盐行业的科技开
发、技术创新等紧密联系在一
起，先后获得“全国化工优秀科
技工作者”“中国石油和化工优
秀民营企业家”“中国标准创新
贡献奖”“中国无机盐行业‘突
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并担
任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无
机分会氟化物工作组组长，有色
学会轻金属分会氟化盐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中国无机盐工业协
会副会长、专家委员会常委，全
国废弃化学品处置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委员。他，就是多氟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侯红军。

梦想，与国家系在一起

今年46岁的侯红军凭着自己
的雄心和努力，把自己的命运与
国家系在一起，改写了行业的历
史。

近年来，侯红军主持并承担
了 国 家 高 技 术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863 计划）、国家火炬计划、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国家资
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项目、国家循

环经济和资源节约重大示范项
目、国家资源型城市吸纳就业、
发展接续替代产业项目、河南省
重大科技专项等国家级和省级项
目 10 余项；先后取得无水氟化
铝、电池级氟化锂生产工艺技术
研究、电子级氢氟酸研制开发等
河南省科学技术成果 8 项，获得
科学技术进步奖10项；带领技术
人员取得国家重点新产品 3 项，
突破再生冰晶石、六氟磷酸锂等
生产技术 8 项，其中六氟磷酸锂
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
空白。

同时，侯红军主持研制出工
业氢氟酸、冰晶石、氟化铝、氟
化锂国家标准 4 项，并参与多项
标准的制修订；申请专利 70 余
项，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及实
用新型专利43项。2010年，他应
邀参与编写了教材《氟化工生产
技术》，牵头调研和起草了由国
家工信部委托氟硅行业协会所做
的无机氟化工行业准入条件和氟
化学行业相关产品“十二五”发
展规划。

梦想，与企业系在一起

在侯红军的带领下，该公司
实现了“技术专利化”，集中一
大批经验丰富的科研专家，对无
机氟化工行业的一些技术难题进

行攻关，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共申报专利220项，授权专利120
项，大多数专利实现了技术转
化。目前，无机氟化物的大多数
产品标准、分析方法标准、标准
样品、生产技术规范等国家和行
业标准均由该公司制修订。

据介绍，该公司所申报的技
术专利，绝大部分已经实现了产
业化或应用于产品的生产当中，
产品质量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
可。该公司已成为我国产能和产
量最大的氟化盐企业，产能及市
场占有率等方面均居同行业第
一，主导产品无水氟化铝的国内
市场占有率为 16.4%，全球市场
占有率为8.9%，出口量占全国出
口量的 40%以上，连续 6 年全国
第一；高分子比冰晶石的国内市
场占有率为50%，全球市场占有
率为34%，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
的40%以上，连续12年居全国第
一位；六氟磷酸锂的国内市场占
有率为20.54%，全球市场占有率
为 9.38%，打破了国外垄断，替
代了进口。

梦想，与创新系在一起

在工作中，侯红军一直注重
技术研发及创新能力建设。2010
年，在他的带领下，该公司技术
中心以规模、技术、创新、人

才、专利、品牌等多方面的综合
优势，成功荣获“国家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称号，成为我国无机
氟化工行业第一家国家认定的企
业技术中心。此外，该公司还组
建了我国无机氟化工行业第一家
国家认可的实验室。借助良好的
硬件基础，他带领技术人员先后
开发国家重点新产品 3 项，突破
了再生冰晶石、六氟磷酸锂等生
产技术8项。

同年，侯红军带领技术团队
自主开发出的新产品晶体六氟磷

酸锂开始量产，并以六氟磷酸锂
为突破口，从氟化工出发，向新
能源进军，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并相继建成年产2200吨的六
氟磷酸锂项目、年产 800 吨的电
子级氟化锂项目、一亿 Ah 动力
的锂离子电池项目，逐步实现了
新能源产业化。

“唯有不断创新，才能立于
不败之地。能与‘氟’结缘，通
过在该领域的不断创新，为国
家、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侯红军说。

与“氟”结缘 梦想无限
——记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侯红军

10月12日，孟州市亿嘉鞋业有限公司员工在缝制雪地靴。该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雪地靴的企业，
经过资产重组和技术革新，雪地靴产量在原有产量的基础上扩大了10倍，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出口
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本报记者 杨 帆 本报通讯员 贾黎明 摄

侯红军在实验室。 本报记者 马允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