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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一些短

视频平台上，几位知

名企业的创始人很

火。

360 创始人在短

视频中表示，要卖

掉豪车，换乘新能

源车，很快一批新

能源汽车厂家纷纷

送来样车，请他试

乘、点评，每个厂

家都顺势收获了一

拨流量和关注；在

北京车展上，小米

手机的创始人一现

身，就引来众人围

观，后来他还在短

视 频 平 台 上 直 播 ，

吸引了众多网民观

看，为他的小米新

能 源 汽 车 成 功 造

势；被网友称为保

定“车神”的长城

汽车创始人，参加

公益长跑，接地气

的人设，为长城汽

车品牌赢得了路人

缘。

名人为自己的产

品代言，不失为一种

有效的营销方式。

名人效应能带火

一个地方、一个品

牌、一个产品。一个

在短视频唱歌的小伙儿带火了一座

城；一个主播喊了一声长城炮，就

让它声名远扬……

在招商引资中，一些地方纷纷

邀请名人担任招商大使。他们之中

有企业负责人，有各行业的佼佼

者，在各自的行业里经过多年的打

拼，事业有成，并积累了良好的口

碑和人脉。他们可以发挥自身的优

势进行宣传推介，甚至直接和合作

伙伴对接，邀请对方去考察投资，

对招商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在注重发挥名人效应的同时，

也要练好内功。

“名人效应”只有建立在好产

品、优服务的基础之上，才能持续

维持用户粘性，获得持久的关注度

和好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否则，在聚光灯下一旦产品出

现问题，就会被成倍放大，进而迅

速传播，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现象。

因此，借势“名人效应”固然

重要，沉下心来提高质量、优化服

务，永不过时。
““膜专家膜专家””的沧州生活的沧州生活

本报记者 宁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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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产业园区住建局中捷产业园区住建局

““定点服务定点服务””帮企业帮企业
解决解决““施工难施工难””

本报讯 （崔秩凯 孙帅 进超）
“住建局的帮扶指导真是及时雨，
帮助我们解决了工程施工过程中存
在的难题，让项目一刻也没耽
误！”位于中捷产业园区的河北霖
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制
造项目负责人感激地说。

近日，河北霖庚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汽车零部件制造项目厂房
开工建设，由于受施工场地限
制，无法一次性完成地基和基础
部分施工。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中捷产业园区住建局采取“定点式
服务、定制式服务”的方式，来到
施工现场，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
了解企业建设内容和规模，现场帮
助企业制定了“分段式”施工方
案，即先对不受影响部位施工，
待完成验收和回填后，再对受影
响部位进行施工。

采用此方式施工作业，不仅解
决了“施工难”的问题，还提高了
项目的施工效率，有效避免了窝
工现象，为项目顺利竣工投产争取
了时间。

此外，住建局组织专人分别围
绕施工围挡高度、道路硬化、裸土
覆盖等项目建设前期要求、建设过
程中人员在岗履职等方面，帮助项
目单位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和
台账，延伸服务、跟踪服务，及时
帮助企业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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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沧州泽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房拔地
而起。公司负责人介绍，项目计划 10月
投产，生产牛用兽药布帕伐醌，用于治疗
牛身上的寄生虫。这项技术由南开大学—
沧州渤海新区绿色化工研究院的苗志伟教
授研发。

目前，布帕伐醌原料药主要在印度生
产，此药在国内以进口为主，虽然有厂家
尝试进行开发，但是由于其合成工艺复
杂，特别是产物构型控制难度大，导致生
产成本居高不下。

泽兴公司是一家生产医药中间体及原
料药的企业，公司一直想进入布帕伐醌原
料药这一赛道。在南开大学绿色化工研究
院组织入驻研发团队与当地企业对接时，
泽兴公司负责人表达了需求后，南开大学
教授苗志伟给予了回应。此后，在7个多月
的时间内，苗志伟教授带领团队集中攻
关，经过多次实验、中试，技术已经成熟。

“以前，布帕伐醌从印度进口，现在
我们拥有了新技术，投产后可以进行吨级
生产，完全可以替代进口。”泽兴公司生
产经理宋国彬对市场充满信心。

来到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后，苗志伟教
授的3项科研成果已进行了转化：他的“2—
氯—5—氯甲基噻唑百公斤级生产技术”转
让给了临港经济开发区的沧州东恩科技有限
公司；缓释肥项目已经结题，并转让给了西
安的一家企业。目前，他又投入了新项目的
研发，包括磷系阻燃剂的研发，并与临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中天邦正公司合作，研发
农药原料药的合成及生产。

“相比以前，我们的研发速度更快，
成果的成熟度更高了。之前在南开校区，
实验条件有限，无法进行大批量的实验，
而到了临港开发区，实验条件大大改善，
这里有 100升的反应釜，合作企业有 500
升乃至 1000升的反应釜，可以进行大量
的验证试验，这让技术成熟度更高了，有
利于我们进行技术转让。”苗志伟认为，
来到临港是正确的选择。

南开大学绿色化工研究院副院长
热甫开提江·木合塔尔，对临港的创新环
境称赞有加：“在京津冀区域内能做化工
中试的，临港开发区是为数不多的单位
中的一家。为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临港开发区为项目中试提供标准化厂

房、配套设施、专业化运营管理服务
等，对于研发项目在本地进行转化，临
港开发区还制定扶持政策。以前，老师
们的研发项目，小试能在研究院完成，
中试则必须跟资方或企业合作。今年，
临港中试基地建成，6座标准化甲类厂
房对企业和高校开放，并给研究院 3个
车间，一车间正在做马玉新教授的药物
树脂新产品中试，二车间是与北京一家
公司合作，做地塞米松原料药的中试，
三车间是信诺立兴中试项目。”

苗志伟教授的几位同仁，也在临港有
了自己的“奇遇”：马玉新教授主导的年
产 2010 吨医用树脂和 10 万吨原料药项
目，目前进入建厂阶段；张明慧院长与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签订
300吨加氢催化剂粉体的独家采购合同；
李伟教授的蓖麻油做生物航空煤油项目，
已经完成中试，目前正在和投资方进行融
资洽谈；何良年老师的蓖麻油做润滑油项
目，目前正在和园区内企业进行洽谈，计
划以技术许可和项目分成的方式，利用企
业的生产线，年生产5000吨产品……

此外，研究院的项目团队已经承接了
10项技术开发任务，有的已经结题，有
的正在研发之中。研究院还积极向沧州企
业推荐在校培育项目，其中，锂离子电池
用新型隔膜和凝胶电解质项目已与盐山的
一家公司合作，并成立新能源公司。

目前，南开大学的 18个研发团队入
驻绿色化工研究院，研究方向涉及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环境工程等多个
领域。

南开大学绿色化工研究院 2019年挂
牌运营，主要依托南开大学优势学科，包
括化学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
药、绿色农药、安全环保等学科领域，打
造国际一流的产业研究机构，在技术服
务、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产业发展、资
产投资、高级人才引进等方面深化协同发
展，形成高校科技成果从技术研发到产业
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

5 月 17 日，接待了两拨客人
后，李振环在下午3点才抽出空来接
受采访。李振环笑说：“来到沧州
后，舞台更大了，咨询技术的、考
察项目的、寻求合作的，源源不断
的客户找上门来。”

李振环是天津工业大学的教
授、博士生导师、沧州工苑新型膜

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沧州高新区不仅为他和团队提

供了研发场地，还把园区的 17号楼
给他们使用，5年内免收租金，并且
给予了产业转化基金支持……入驻沧
州后，李振环的事业步入“快车
道”，预计今年公司产值将达到2000
万元至5000万元的规模。

来沧州之前，李振环不止沧州
这一个选择。苏州、无锡、常州等
也进入了他的候选名单。恰逢当时
在天津租用的厂房到期，何去何
从？正犹豫不决时，沧州高新区招
商部门工作人员多次登门拜访，并
邀请李振环来沧考察。

通过考察，他了解到沧州不仅

有良好的产业基础，还在规划建设
中国膜谷。在科研方面，天津工业
大学已和沧州合作建设产业研究
院，搭建起膜产业孵化平台。且沧
州地处京津冀区域，位置优越，通
勤只需要一个小时……最终，李振
环决定来沧发展。

5月 8日到 9日，京津冀国家高

新区联盟大会暨中国（沧州）膜产
业发展大会在沧州举行，来自全国
近 200家膜材料相关企业、高校及
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的代表参加。

“更多目光聚焦在沧州，让我们企
业的曝光度大大增加，为事业发展
带来了更多契机。”李振环倍感振
奋。

天津工业大学教授李振环，将自己研发的聚苯硫醚纤维膜技术在沧州高新区进行了转化。他的工作和生活地点，也在沧州和天津之

间不断进行着转换——

实验人员进行样品
分析检测

李振环李振环（（左左））介绍产品工作原理介绍产品工作原理

南开大学绿色化工
研究院外景

南开大学绿色化工研究院南开大学绿色化工研究院

多项研发成果在沧州完成转化多项研发成果在沧州完成转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进超郑进超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祖天林祖天林

，

相比博士生导师、聚苯硫醚纤
维膜方向专家这些称谓，李振环更
愿意称自己为“媒婆”。不过，和撮
合男女的红娘相比，李振环这个

“媒婆”想撮合成一对“佳偶”，要
难得多。

从科研成果到转化落地这“一
公里”上，要经历孵化、中试等过
程，需要资金、场地、专业管理人
才的支持，更需要与企业有效沟
通。李振环正是促成科研成果嫁接

企业的“媒婆”。
科研成果要在生产中验证，产

品更新迭代需要科技支撑，企业发
展则需要产品不断创新，这些是行
业共识，而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却不能仅靠勇气。

李振环介绍，新产品的投入运
行往往需要新的生产设备支持，同
时，还会产生与之配套的人员、管
理等多重成本，这些成本，少则百
万，多则千万，资金压力会让一些

企业望而却步，更不要提产品投入
市场后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压力。凡
此种种，让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难上
加难。而这也是李振环创办企业的
初衷，“自己有生产线，能马上投入
生产做验证。”李振环说。

但这还远远不够。
作为行业内走在前端的科研

人员，李振环长年为膜产业相关
企业服务，行业嗅觉更为敏锐。
在纤维滤料领域，李振环团队与

金泉新材、浙江新和成和山东滨
化等公司联合开发了耐高温和抗
氧化的聚芳硫醚砜纤维材料，并
推动其在高温滤料和氢能特种隔
膜等行业广泛应用。“前些年，全
国每年需要万吨规模的高温除尘
用聚苯硫醚纤维滤料和碱水电解
制氢用纤维膜等，其中只有少数
中低端产品为国产。如今，解决
了这项卡脖子技术，此类环境和
能源膜材料在国内实现了全产业

链国产化，为诸多企业降低了成
本。”

结果向好，过程却并不简单。
李振环往返于各企业间，记不清自
己“游说”了多少回。“膜产业要想
发展，就得打通上下游，解决原
料、科研、转化等难题。”李振环
说，“大学毕业后，我就扎进了这个
行业，如今已 20多年了，在这个领
域中能发挥联通上下游的优势，靠
的是这些年积累下的信任。”

“老李，你在外面要好好工作！”
每次外出前，李振环的大儿子总会拍
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李
振环则也拍着儿子的肩膀，回复同样
的话，“小李，你在家也要好好学
习！”这是父子俩特有的默契瞬间。

这些年，李振环的工作单位在
天津，待在天津日子却不多。他常
常到企业现场指导，尤其在 2008年
到 2013年间，经常一出差就是一个
多月。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在一
家央企待了近两个月，差点错过了
儿子的出生。

来到沧州后，李振环开启了双
城生活。有时，当天往返，回到天
津时已经深夜；有时，在沧州一待

好几天，这里成了第二个家。
对于家人，李振环感到亏欠。

如今，孩子们渐渐长大，他们也能
调侃着和父亲分享彼此的经历，并
互相加油鼓劲。

李振环说，这些年，他一直在
做难而正确的事。

由李振环团队最新研发成功的亲
水型聚苯硫醚纤维隔膜，在电解水制
氢过程中突破了国外的“卡脖子”技
术，这款亲水型隔膜可取代日本东丽
的第四代隔膜，并在国内碱性电解槽
制氢领域占据 90%以上的份额。“氢
能源应用前景广阔，在交通、工业、
电力、建筑等领域都有很广的应用范
围。”李振环介绍。

他没有满足于当下的成绩，他知
道，要完全摆脱国外技术的掣肘，还
要研发出性能更高、价格更优的产品。

近日，中石化有关膜产品的最
新生产设备将要上线，这里面同样
有李振环的功劳。

“2022 年，国家大力发展氢能
源。电解槽中的隔膜成为关注热点和
待解难题。每个人都是时代大潮中的
一粒沙，只有顺应时代发展，才能有
所作为，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更大的舞台”

“媒婆”

“一粒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