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运仕

许昌，创新创业的一方热土
本报记者 苏杭 ■

他师从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著名
专家、振动搅拌理论开创者冯忠绪教
授，已从事振动搅拌技术研究 18 年；
他被评选为中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河南省“中原千人计划”专家……他
就是姚运仕。在刚刚召开的全市科
技创新暨“许昌英才计划”表彰大会
上，姚运仕被表彰为“许昌英才计划”
高层次人才。

2017 年 年 底 ， 姚 运 仕 离 开 学
习、工作 20 年的长安大学，来到许
昌，受聘为河南万里交通科技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万 里 交
科） 副总经理、产业创新研究院院
长。谈及原因，姚运仕说：“来许昌
之前，很多朋友不理解，我告诉他

们 4 个 字—— 平 台 、 暖 心 。 我 来 许
昌，得益于‘许昌英才计划’。多年
前，我结识了万里交科董事长张良
奇，被他时时处处提到的许昌人才
政策所打动。我深信，许昌是一方
创新创业的热土，可以充分发挥自
己的专业特长。”

近年来，姚运仕和万里交科旗下
德通公司的研发团队一起，研发了世
界上首台超高性能混凝土振动搅拌
设备、连续式多功能振动搅拌设备等
一批新产品。截至目前，德通振动
搅拌技术和产品已覆盖全国 30 余个
省、市，形成了 14 个省地方标准、4
个团体标准和 1 个行业标准。随着国
际合作的日益开展，振动搅拌技术

已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除产品出
口 4 个国家外，振动搅拌技术标准也
在老挝等国生根发芽。在做好技术
研发的同时，姚运仕另一项工作就
是 广 揽 人 才 ， 加 快 建 设 人 才 团 队 。
近两年来，一批又一批国内高层次
人才和重点高校毕业生相继加盟万
里交科。如今，万里交科已初步形
成了学科交叉、技能互补、梯队合
理的人才团队，成为万里交科持续
创新和快速发展的强大有生力量。

姚运仕表示，作为许昌人才政
策的受益者，他将继续和万里交科的
同事一起，扎根许昌，为万里交科持
续快速稳健发展而努力，助力许昌在
中原更加出彩中走在前列！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谁拥有一
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
新的优势和主导权。5 月 31 日，全
市科技创新暨“许昌英才计划”表
彰 大 会 召 开 ， 32 个 创 新 创 业 人 才

（团队） 受到表彰，张万里带领的团
队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年产 2 万根液压缸项目团队
的核心成员，这名“80 后”创业者
放弃了全球 500 强企业的高额年薪，
与 3名合伙人一起，带领 20多人自主
创业，成立了一家专业从事煤矿液
压 支 架 设 计 及 制 造 、 液 压 油 缸 生
产、煤矿设备及部件再制造的制造
型企业——河南德佰特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佰特）。

2017 年 7 月，德佰特入驻长葛市

产业集聚区。2018 年 4 月，德佰特 1
条精品液压油缸生产线和 2 条高端电
镀生产线建成并试生产。截至 2018
年年底，德佰特已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约 5000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1.2 亿
元。张万里说：“德佰特能够从一个
成立不到两年的小公司发展到现在
的规模，除了企业自身坚持不懈的
努力之外，还得益于许昌优良的营
商环境、创新创业环境，以及各级
各部门的细心服务。”

两年来，张万里和团队一一攻
克液压支架等难关，打破国外技术
垄断，成为国内率先掌握该项技术
的团队。德佰特批量生产的液压支
架在德国顺利完成欧标 6 万次循环试
验，达到德国制造质量水平，出口

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和澳大利
亚等国家。

截至 2018 年年底，德佰特已获
得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型专利 22
项，取得“零排放”电镀生产线环
评资质、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煤
安 （MA） 资质认证和煤矿设备再制
造资质认证等。凭借其产品使用寿
命长、故障率低等优势，德佰特相
继与国家能源集团、兖矿集团、陕
西煤化工集团等国内能源巨头达成
合作。

“作为刚成立的企业，今后，德
佰特将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继续加
强 与 高 校 、 科 研 院 所 的 深 入 合 作 ，
为许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张万里说。

在 5 月 31 日举行的全市科技创
新 暨 “ 许 昌 英 才 计 划 ” 表 彰 大 会
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光学工程
博士研究生郑黎被表彰为“许昌英
才计划”高层次人才。

“许昌有很好的产学研环境和企
业营商环境。许昌市委、市政府对
人才高度重视，他们带着求贤若渴
的诚意、带着礼贤下士的谦恭，为
各类人才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营
造了优良的发展环境，让我有了很
强的归属感，对此，我体会颇深。”
郑黎说。

2017 年 ， 郑 黎 怀 揣 理 想 与 憧
憬，带着自己的专利及团队的科研
成果来到许昌市魏都区，协同同济

大学汽车学院，与许昌恩诺格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许昌康蓝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开展柴油货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工程车后处理净
化设备、城市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设
备的研发生产。

科技创新，让人们的生活更丰
富 多 彩 ， 也 让 环 境 治 理 变 得 更 有
效。“打好、打赢蓝天保卫战，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很重要。而大气污染
的来源有一部分来自柴油货车及机
动车尾气的不达标排放。我们就是
要 充 分 发 挥 ‘ 科 技 治 气 ’ 的 作 用 ，
在末端处理环节，创新污染减排新
技术、新工艺。”郑黎表示，他们采
用国内一流数控剪板机、激光切割

机等机械加工设备，以及国内领先
的机器人焊接工作站，所研发的柴
油汽车尾气后处理系统技术处于同
行业领先水平，车辆加装改造后可
达到国六标准。该技术填补了我市
汽车后处理产业的空白，将为我市
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目前，他们已建成年产 10 万套
后移动源后处理设备生产线，产品
已批量生产。

“重型柴油车辆安装处理净化设
备后，能够有效消除车辆冒黑烟排
放现象，极大地改善大气质量。”郑
黎说，这一设备推向市场后，将助
力许昌的蓝天保卫战、“宜居之城”
建设。

厚植人才优势 支撑高质量发展
——“许昌英才计划”第三批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和高层次人才、市级拔尖人才代表风采展示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新时代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立于不败之地。近年来，我

市大力实施“许昌英才计划”，先后吸引聚集了一大批带技术、带项目的领军型、高层次人才来许创新创业，有力推动了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表彰先进，全市科技创新暨“许昌英才计划”表彰大会对第三批“许昌英才计划”的 32 个创新创业人才（团队）、388 名高层次人才，以及 149 名市级

拔尖人才进行表彰。今天，本报对受到表彰的人才（团队）代表进行集中报道，展示其风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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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杭 ■

本报记者 苏杭 ■

郑黎

“科技治气”添彩“宜居之城”

李光武

先进科技助力“智造之都”建设
本报记者 冯子建 ■

崔俊平

打造宜学宜教校园
王一公

创新医学技术 更好造福患者
本报记者 冯子建 ■

“这项荣誉不仅属于个人，也属
于学校，属于全校师生。”5 月 31 日，
在绿草如茵的许昌学院附中，谈起获
得许昌市拔尖人才这一殊荣，该校校
长崔俊平感触颇深。

作为有近 30 年教龄的教育工作
者，崔俊平先后在许昌市十二中、东
城区实验学校教书育人，曾担任政教
处主任、副校长等职务。2015 年 8 月，
崔俊平被任命为许昌学院附中校长。

许昌学院附中原为许昌市第十
五中学。过去，该校发展遇到瓶颈，
学生锐减，师资较弱，口碑不佳。作
为校长，崔俊平深知，先进的教学理
念和管理思想是学校创新发展的必
然要求。基于这种理念，经过学习探
索，他率先提出了“五成教育”理念，
即对学生进行成绩、成长、成人、成

才、成功教育，培育学生学会学习、学
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共处等能力，
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抓好
教 学 教 研 则 是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的 关
键。崔俊平在学校教学中注重强化

“校本教研”，通过每周定期开展“三
课”（公开课、示范课、优质课） 活
动，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同时，该
校先后聘任许昌学院 6 名教授到校
进行学科指导，对学科建设、教学
教研等提出宝贵意见；与郑州一中
协作办学，学习教学方法，更新教
育 理 念 ， 不 断 促 进 教 学 质 量 的 提
高。自 2018 年以来，该校先后有张
欢欢、张苗苗两名年轻教师荣获全
国优质课大奖。

“我们坚持‘低进高出’‘高进优
出’的教学理念，实践证明，效果很
好。不久前，我校在全市中招模拟考
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崔俊平自豪
地说，作为全市首批社会实践活动学
校，近年来，该校十分重视社会实践
活动，嵩阳书院、许昌博物馆等均留
下了该校莘莘学子研学的足迹。

“ 全 国 中 小 学 校 园 足 球 特 色 学
校”“许昌市师德师风先进单位”……
在该校获得一项项荣誉的同时，崔俊
平也收获了“河南省优秀教育管理人
才”“许昌市名师”等多项桂冠。

“我们将狠抓教学质量，稳步推
进教育教学管理，努力把学校打造成
为学生向往、教师幸福、家长认可、社
会满意、宜学宜教的乐园，为全市教
育事业贡献力量。”崔俊平如是说。

5 月 31 日 ，在 全 市 科 技 创 新 暨
“许昌英才计划”表彰大会上，河南弘
大国裕纳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弘大国裕）董事长、研究员李光武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来到许昌投
资兴业，才真正感受到当地政府的求
贤若渴，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企业发
展壮大，让我十分感动。”

2018 年 7 月，借助“许昌英才计
划”，李光武来到许昌。随后，弘大国
裕也顺利落户襄城循环经济产业集
聚区。李光武称，弘大国裕顺利落户
许昌，和市、县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密不可分，两级政府专门成立了工作
专班，在资金、土地、前期手续办理等
方面开辟“绿色通道”，有关工作人员
还主动深入企业，为他们排忧解难。

目前，致力于新材料、新能源、生
物工程技术等研发生产的弘大国裕，
经过近几年的科技攻关，独立自主研
发了纳米新材料气凝胶大规模低成
本产业化制备技术、无机盐水合物长
效蓄能技术等一系列先进的应用工
程技术，研制出气凝胶绝热垫、气凝
胶防火保温板等多种高科技产品。弘
大国裕也因此被住建部列为“气凝胶
保温毡板应用技术规程”唯一研发单
位。

“我们研发的气凝胶产品，是具
有纳米多空结构的新型材料，具有低
导热系数、低折射率、低密度、耐高
温、阻燃等性能，主要应用于航空、国
防、电子、冶金、建筑、声学等领域。”
李光武说，目前，弘大国裕已率先突

破了气凝胶产业化制备技术瓶颈，运
用独创的梯度减压干燥技术，使得生
产成本大大降低，大规模、批量化生
产气凝胶也成为现实。

在知识产权方面，弘大国裕申请
的气凝胶应用技术相关发明专利已
有 10 余项，其中，7 项已经提交申请
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国际
专利，且取得了优先受理权限。

如今，投资数千万元的气凝胶及
其应用技术生产项目正在紧张筹备
建设中，预计到 2019 年年底建成投
产，预计年产值上亿元。“我们将用先
进技术和高科技产品回馈政府、服务
社会，以实际行动助力‘智造之都’建
设，为许昌经济社会发展添砖加瓦。”
李光武说。

本报记者 冯子建 ■
“市委书记胡五岳说，创新是发

展的原动力，要大力支持技术创新、
理论创新。具体到医院而言，就是要
不断提升医疗水平，推动医学持续发
展。”5 月 31 日，全市科技创新暨“许
昌英才计划”表彰大会结束后，许昌
市中心医院脊柱脊髓外科主任、主任
医师王一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

2016 年 7 月，许昌市中心医院根
据专业发展需求，成立了脊柱脊髓外
科，由该院神经外科二病区主任王一
公担任主任。“面对崭新的领域，我当
时心里也没底，但是，我还是要全力
以赴。”王一公说。

王一公有着扎实的医学功底、丰
富的临床经验、过人的悟性和学习能
力，这都为他更好地开展工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近年来，脊柱脊髓患者日
益增多，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就会
给患者带来痛苦。”王一公说，通过技
术攻关，该科室的伤椎植入固定钉二
次撑开复位技术、骨水泥辅助植钉截
骨矫形神经减压术等在国内处于先
进水平，对重性颈肩腰腿痛的治疗在
国内有一定优势和独到之处。

“在脊柱脊髓上做手术，碰到相
差 1 毫米的神经就有可能致残，碰到
头 发 丝 一 样 的 血 管 就 可 能 导 致 瘫
痪。”王一公说，能微创不固定、能少
固定不多固定、能国产不进口是他的
治疗原则，要让患者以最低的费用得
到最有效的治疗。

近年来，王一公带领市中心医院
脊柱脊髓外科完成了 2000 多例脊柱

脊髓手术，不仅为患者解除了痛苦，
还做到了出血少、创伤小、恢复快，感
染率为 1‰、死亡率为 0 的骄人成绩，
让国内众多知名专家赞叹不已。

在科室管理方面，王一公提出了
“家”管理理念，为科室人员营造温馨
舒适的工作环境，也得到了中国健康
促进与教育协会的高度赞扬。

由于成就突出，王一公先后被评
为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脊柱脊髓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神经脊柱学会委
员等，并获得许昌市拔尖人才、“许昌
英才”等荣誉称号。

王一公说，医乃仁术，为患者解
除病痛是职责所在，他将在医技创新
道路上奋力前行，更新管理理念，掌
握先进技术，更好地造福患者。

河南德佰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河南弘大国裕纳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河南省“中原千人计划”专家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光学工程博士研究生

许昌学院附中校长、高级教师 许昌市中心医院脊柱脊髓外科主任、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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