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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张榜出题，专家带

方案轮番竞技。10 月 30 日，

第五届中国创新挑战赛（陕

西·宝鸡）迎来了一场激烈的

现场挑战赛，各参赛团队纷纷

展现出了高超的技术水平，用

智慧“征服”了参赛企业。请跟

着记者到现场感受一下吧！ 

“针对异形薄壁件的加

工，我们团队计划利用粉末注

射成形技术，这一技术有高精

度、高性能的优势，研发成功

后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我们打算利用激光选

区熔化技术、等离子体电解抛

光技术，解决异形薄壁件的批

量生产问题，我们有足够的经

验，研发上不成问题！”

……

这是来自广东省科学院

材料与加工研究所罗铁钢团

队，和西安理工大学杨鑫团队

的现场路演。针对宝鸡华钛机

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

需求，这两个团队经过前期对

企业需求的了解，进行了深度

的论证分析，并制定出了详细

的解决方案。

记者了解到，本次供科技

创新团队挑战的企业项目有

3 个，分别是中铁宝桥集团有

限公司提出的“道岔服役状态

在线监测系统”、宝鸡华钛机

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

“异形薄壁件的加工”、宝鸡石

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的

“一种基于振动数据的钻井装

备故障诊断模型的开发”。

参与现场挑战赛的科技创

新团队共有9家，有来自省内的

西安优途云科软件有限公司王

龙团队、西安科锐盛创新科技有

限公司董少航团队、长安大学张

晗团队，还有广东省科学院材料

与加工研究所罗铁钢团队，宝鸡

本土团队宝鸡文理学院王参军

团队也加入了这场挑战。 

在现场挑战赛上，参赛

团队详细而自信的陈述，足以

看出这些团队对自有研发技

术的熟悉程度。他们做足了准

备，充分了解了企业的真实需

求，展现出自身在研发上的优

势和能力。

如果你以为现场挑战只

是一个形式，没有什么技术含

量，那就错了。在这一次高手云

集的比赛中，科技创新团队全

力备赛，专家企业现场提问，针

对解决方案的创新性、可行性、

匹配度、实施风险、团队实力和

研究基础 6个方面给“揭榜方”

打分，要是没有真本事，这些研

发团队还真不敢出来亮相。

第一个企业项目就“战况

激烈”。这是针对中铁宝桥集

团有限公司提出的需求“道岔

服役状态在线监测系统”。中

铁宝桥主要从事钢梁钢结构

制造、铁路道岔、城市轨道交

通产品和起重机械的研究设

计和生产制造等，企业拥有多

项先进技术。然而，目前的道

岔监测系统只能覆盖个别数

据，造成监管困难，如何全面

监测道岔服役状态，一直是他

们急待解决的难题。

在现场，西安优途云科软

件有限公司的王龙团队，首先派

代表上台路演，他们说，可通过

集成多种传感器传输现场数据，

监管人员直接通过软件进行查

看。该方案引起了在场专家的兴

趣，中铁宝桥代表现场发问，他

对传感器设备在高寒地带的应

用存在担忧，团队代表专业认真

地进行了解答。最后，该团队以

85.78的得分完成了路演。

随后，来自西安交通大学

的黄海波团队和西安科锐盛

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董少航团

队，分别上台阐述了解决方案，

台下专家纷纷连珠炮似的发

问，针对技术难点、研发周期、

未来效益等方面进行提问。最

终，西安交通大学的黄海波团

队获得了最高分 91.81 分。

随后的两个企业项目亮相

后，也迎来各个团队激烈的竞争，

他们从企业需求出发，“量身定

制”解决方案，获得了阵阵掌声。

据悉，当天的现场挑战赛

上，西安交通大学黄海波团队、

西北工业大学康永刚团队、宝

鸡文理学院王参军团队在进行

路演、答辩等环节后脱颖而出，

获得了优胜奖，分别与三家企

业达成了合作意向。

集众智  

服务宝鸡

中国创新挑战

赛的特点在于张榜公布

企业技术需求，面向社会

公开征集解决方案，以“揭

榜”“比拼”方式，集纳全社会创

新资源，为企业提供服务，促进产学研深度

融合。

今年 3月，大赛组委会成员在市科技

局相关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开始走进企业，

了解企业技术需求。这场“问需”调研，对专

注研发的企业而言，犹如“及时雨”，让大家

充满期待。

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针对自动化

生产线数控机床，想解决车削材料时车削

部位缠绕工件、夹具、刀具等情况，目的是

提高生产线的可靠性。该公司技术人员告

诉记者，企业虽然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和外

地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建立了研究合作关

系，但针对这些特别具体且难攻克的问题，

还是苦于没有找到较好的解决方案，所以

对大赛很期待。这次大赛上共有 4家高校

和企业与他们对接，大家提出的方案，在不

同程度上对企业都有帮助，他们正在进行

新一轮的对接。

 宝鸡高新区

一家钛材企业负

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引进了一

台在全球非常

领先的自动化设

备，但是现有的技

术人员对这台机器

的驾驭能力

不足，设备

发挥的作用

只 达 到 20%，

他们通过这次大

赛，想找到既懂软件

又懂工业化生产流程

的高级人才，帮助他们把

设备用“活”。好在创新的大

门一旦打开，智慧的方案就奔涌而来，组委

会利用各种渠道，帮他们联系了几位技术

“大牛”，现在双方项目的合作正在跟进中。

像这样的企业技术需求，可谓“繁多

而充满挑战”，大赛的优势来自于集众智

服务宝鸡。据了解，经过前期对253家企业

实地走访调研，共征集企业技术创新需求

203项，经过需求分析会专家评审，甄选出

108 项，面向全国公开发布，并在省、市多

家科技信息网站上进行同期发布，征集解

决方案。

需求抛出后，收到来自中科院、广东

省科学院以及北京、上海、广东、辽宁、苏

州、成都、南充、芜湖、郑州、西安、宝鸡等地

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解决方案

137项。其间举行了现场技术对接会，组织

专家现场评审，对企业技术需求进行深度

论证分析，这对企业而言，“对症性”很强。

   碰火花
  两端受益

“我们需要品酒机器人，因为人工品

评易受环境、天气、饮食等因素影响，导致

白酒感官质量有一定差异。但机器人可以

达到快速准确分辨的目的。”10月 29日，

在大赛的竞争对接赛上，陕西西凤酒股份

有限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向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教授张军英陈述了企业的技术诉求。

“那如何把人的感知量化，你们有味

觉传感器吗？我们需要先获得基础数据。”

张教授说。

得知企业只是一个初步构想，还未做

实质性的创新探索，张教授表示，他们可以

考虑在这个方向立个项目，进行中长期的

研发探索。“品酒机器人是未来企业步入智

能化时代的有力王牌，我们应该早点介入

研究。”张教授说。

有一些揭榜方的到来，令企业负责人

很欣喜，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同时碰到过好几

家解决方。陕西大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要

做餐厨垃圾处理，随着设备所需通过的国家

标准不断提高，他们希望有研究机构能帮助

企业，完成对排放气体非甲烷总烃的治理要

求，希望企业能先行提高治理标准。西北大

学化工学院的博士吴乐研究方向就是餐厨

垃圾处理，他提出“微波辅助”的方法，企业

认为可行，为了能进一步参与合作，他们互

留信息，吴博士打算带团队到企业去看看设

备，进一步寻找解决方案。

宝鸡拓普达钛业有限公司提出要对

“钛合金管材内表面做硬化处理”的需求，这

是他们做新品以来遇到的难题。发出需求

后，西安交通大学、宝鸡文理学院、西安东瑞

增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都“揭榜”，提出镀铬

处理等多种方法，企业给他们提供了产品的

技术指标，揭榜方利用自己的实验室，为企

业做技术实验，以期拿出好的解决方案。

在两天时间的对接会上，需求方和供

给方进行交流，使企业高效地对接到研发

资源，了解行业最前沿动态，产品的竞争优

势、努力方向在哪？对高校和研究机构而

言，则在科技成果转化上，又明确了思路，

更多机构了解了宝鸡的产业状态，愿为企

业创新贡献才智。

 启思路  

全面创新

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宝鸡这些年在

为企业搭建创新平台、建立研发机构、形成

产学研用机制等方面不遗余力，这些“点面

结合”的方式支持了宝鸡产业常态化创新，

那么创新赛带来哪些新契机？诸多方面创

新主体参赛后，感受最深切的是：这是一

场集全国各方智慧的“众创盛宴”，平日里

请不到、联系不上的研究人员，因为大赛而

聚到一起，因为彼此认识了解而进一步深

化合作，就像承接此次活动的博士科技集

团相关负责人谈到的：“这只是一个起点，

深入合作的故事才刚刚开头。”

创新不能“闭门造车”，面向市场的创

新行为，最讲求集纳各方创新资源为我所

用，尤其是宝鸡这样一个高校资源不足的

城市，更需对接更多外界创新资源，为产业

发展注入强劲推力。

这次大赛以专业的科技服务公司为

媒，通过更专业、更垂直的技术支持平台，

面向企业、政府机关、高校院所、人才、中介

机构等用户，提供信息展示、需求对接、知

识交易等技术交易服务。为了让这种合作

更持久有力，未来大赛承办方还要建立长

效的信息反馈机制，跟踪项目合作的进展

情况，为企业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之

间开拓一条新路径。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需求方和解决

方信息沟通的深入，民间将奔涌而来一股

蓬勃的创新力量，推动创新型城市迈向新

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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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挑战
赛是一场以企业技
术需求为导向的赛
事 活 动，相 较 于 其
他赛事，更接地气、
更 懂 企 业，更 乐 于
集纳各方智慧为城
市 提 供 创 新 服 务，
希望这样的大赛能
真 正 点 亮 宝 鸡 企
业，让 实 体 经 济 涌
现更多“弄潮儿”。

本次大赛受欢
迎的原因之一是公
益性，需求方和对接
方不需向大赛缴纳
任何费用，所有花销
都由政府兜底。这样
一来，企业的压力就
小很多，那些愿意提
供解决方案的技术
供给方，也能轻装上
阵。这体现了我们这
座城市对企业创新
的关注度，在创新氛
围打造上的“良苦用
心”。很多企业负责
人坦言，以前自己打

“飞的”全球跑，找技
术解决方，现在“得
来全不费工夫”，给
企业搭建的这一平
台十分适用。

这种大赛第一次在宝鸡探索
实践，于企业而言当属机遇。笔者在
采访中发现，企业的反应也不尽相
同。那些平日在创新中倾注力量多
的企业，在本次大赛上表现很积极，
但还有少数企业，只关注眼前能否

“活着”，对于企业长远创新有助于
“活得好”，并没有太多想法。虽然我
们也能理解这类企业生存的艰难，
但还是希望企业负责人能把眼光放
得长远一些，格局再开阔一些，借助
这类赛事，了解讯息，积极对接合作
方，寻找投资方，也许一个局部的小
创新小突破，就能帮助企业实现“弯
道超车”，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次身
边的机遇。

愿宝鸡能多举办这类务实的大
赛，助力企业实现创新升级！

揭榜比拼上演创新好戏
—— 第五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陕西·宝鸡） 现场挑战赛小记

本报记者 李一珂

 创新者之间的碰撞，不仅激荡出火花，还会带来机遇。10月 29日至 30日，第

五届中国创新挑战赛（陕西·宝鸡）竞争对接赛和现场挑战赛，在宝鸡市委党校蟠

龙校区成功举办。这次大赛由科技部火炬中心、省科技厅和宝鸡市政府主办，市科

技局、蟠龙高新区承办。两天时间，来自全国8个省市的106支团队，针对宝鸡48

家企业发出的63项技术需求，提供了123个解决方案，并进行现场对接，最终达

成意向合作协议98份，签订合同奖励金额3350万元，预期经济效益近100亿元。

此次大赛，让宝鸡收获了什么？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宝鸡从中国创新挑战赛上
本报记者 魏薇收获了什么？ 评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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