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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气象经济新蓝海
首届气象经济博览会将在肥举办

合肥日报记者 许露瑶
日前，“首届气象经济博览会” 新闻

发布会在北京举办。 会上公布， 首届气
象经济博览会将于 7 月 18 日至 20 日在
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据悉，本届博览会以“气象融入新经
济 携手共创好未来”为主题，由中国气
象服务协会主办，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
合作组织、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中国旅游
景区协会、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安徽省
科学家企业家协会协办。 博览会期间，
将围绕人工影响天气、气象减灾、气象旅
游、航空气象、商业航天等召开 20 余场
专题会议，共同开拓气象经济新蓝海。

1 气象经济概念首次规
模化落地，传递“大气象观”

作为国内首个以“气象经济”为主题
的展会， 本次博览会致力于促进气象与
多行业融合、行业上中下游衔接、供应链
大中小企业融通、产学研用协同的功能，
放大产业融合、投资合作、创新集聚、学
习交流平台作用， 推动气象从公共服务
向千亿级产业生态转型。

聚焦“科普+科技+生活”融合，气象

研学品牌“风语乐途”将亮相博览会科普
教育活动区，更有钢琴机器人、希沃学习
平板、视源外骨骼装置现场互动体验，以
寓教于乐的形式让气象科普知识 “便携
可带 ”，解锁从 “听 ”到 “玩 ”再到 “学 ”的
气象知识，让知识从符号变为可感知、可
互动的生活场景， 用科普传递 “大气象
观”。

2 气象科技全产业链首
秀，重磅产品全球首发

博览会以“气象经济”贯穿始终，将
部门气象与社会气象相结合， 推动气象
与各行各业的融合， 推动气象为全社会
提供高质量服务。

在产业融合方面， 博览会汇聚新能
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交通旅游、健康
农业、 金融保险等 20 余个行业企业，集
中展示气象与各行业结合的技术突破、
创新产品及前沿应用场景 ， 引领 “气
象+”行业风向标。

博览会还将设置科技创新成果发
布，涵盖 AI 气象、气象遥感应用、低空经
济、气象服务保障、探测观测、气象应急

指挥等多个领域， 推动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截至发布会前，已有 80 余家企业携
创新产品参与。 在 AI 气象领域，华风集
团、墨迹天气、中科星图维天信、玖天气
象将发布全球天气风险服务产品、 未来
60 天无缝隙预报服务产品、中国天气智
能体、墨迹天气 SaaS 服务平台、eTAPES
多领域综合气象技术平台及基于区域气
象大模型的功率预测一体化解决方案，
以 AI 等创新技术赋能产业发展，服务人
民美好生活。 在低空经济领域， 上海长
望气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浅海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牧镭激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展出迷你自动探空系统、全
天空自动成像系统、 三维扫描测风激光
雷达， 灵活提供低空经济场景化解决方
案。 在天气监测、 探测和气象应急指挥
领域，华云集团、航天新气象科技有限公
司、佐格微系统（杭州）有限公司、四川西
物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视臻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携旗下 ULD3000 无人陆地
探测器、高精度温室气体分析仪、FC-III
型激光测风雷达 、MAXHUB 等产品亮

相，瞄准世界气象科技前沿，解决产业关
键领域需求。

3 千亿级交易平台+全
链条服务，推动产业变现

紧扣“链接”，博览会将通过展产品、
展生态、展场景，提升供需双方对接的效
率和精准度， 助力各产业间的长期合作
和共同发展。

自筹备启动以来， 博览会已吸引众
多来自科学研究、技术研发、设备制造、
项目投资、 运营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士
踊跃参与，涵盖多产业领域的各个环节。
截至发布会前，已有超过 5000 名行业领
军企业代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高校科
研团队以及行业协会的专家学者等完成
招募。

此外， 博览会还将设置高校科技交
流专区，并引入投融资机构。专区定位于
科学到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发挥“科研
院所与产业界的桥梁”作用，集聚创新资
源，服务企业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培养
产业技术创新人才， 为气象经济产业蓬
勃发展注入新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培育“滁州有让，龙池有礼”新风尚，获评“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

基 层 治 理 现 代 化 的“龙 池 实 践 ”
滁州日报记者 王太新 胡文峰

楼道杂物堆积，下脚都难；邻里碰面，
招呼都懒得打……这曾是琅琊区龙池社
区龙池花园小区的常态，如今这里却换了
模样。

“以前这儿堆满杂物，现在可是咱‘说
事拉理’的好地方！”楼栋长赵贤美指着焕
然一新的 “板凳议事角”， 脸上洋溢着喜
悦。 几步开外的小屋里，89 岁的张殿银老
人刚让市一院的专家看完病：“家门口就
能找专家瞧病，省心省力，还省钱！ ”

变化的秘诀，就藏在社区里口口相传
的“滁州有让，龙池有礼”这八个字里。 这
把用“让”化解矛盾、以“礼”温暖人心的金
钥匙， 不仅解开了社区里的一个个 “疙
瘩”，更让龙池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捧回
了沉甸甸的“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荣誉，
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生动样本。

舍得让：打破围墙攥成拳
“过去社区想干点实事，难呐！ ”提起

从前， 龙池社区党委书记孙涛眉头紧锁，
“条块分割，资源要么闲置、要么分散，服
务像撒胡椒面，总难落到居民心坎上。 ”

变化，始于“社区大党委”的成立。 龙
池社区党委将 7 家共建单位的党组织聚
拢起来，立下一条核心原则：大家都得“舍
得让”，打破门户之见，共享资源。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率先把专家资
源“让”了出来———定期到龙池社区的健
康小屋坐诊， 累计服务居民已超 2000 人
次。 这股“让”的春风迅速吹开：闲置的场
地打开了大门， 专业的人手充实进来，技
术力量也纷纷下沉……

这一“让”，结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
果实。 短短三年，120 件居民的“心头事”
落了地： 盼望多年的公交站建起来了，老
人出行方便多了；老旧管道彻底更换，“水
漫金山”成了历史；健康小屋升级为“健康
守护站”，小病小痛家门口就能解决。

孙涛深有感触地说：“‘舍得让’ 的真
谛， 就是把分散的五指攥成一个拳头，劲
往一处使，难题自然迎刃而解。 ”

有回响：真心换来实打实
“‘让’是开头，打开了门、搭好了台；

‘礼’就是不能让人白忙活，得给付出的人
尊重和回报。 有来有往，这盘棋才越下越
活！ ”龙池社区的党员干部最明白这个理
儿。

社区这步棋，巧妙盘活了闲置空间。
暖光最先照亮的， 是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公益暑托班一办就是 6 年，成了孩子们暑
假雷打不动的“快乐大本营”。

更令人欣喜的是， 它成功吸引了 12
家教育机构、10 个兴趣小组和 60 多位专
业老师加入， 让这片小天地越发热闹红
火。双职工家长董艳玲感触最深：“孩子有
地方去、学得开心，我们上班也安心！社区
这份实打实的‘礼’，真是解了我们的心头
急！ ”

眼见空间盘活了，释放的能量越聚越
旺，更多“有心人”循着热度找上门。 9 家
乐意“赚点小钱、更想做好事”的本土社会
企业，看中这里的潜力和诚意，欣然落了
脚。

滁州七色光居民服务有限公司的“理

想家创客坊”就是典型：开木艺课收点合
理费用， 但坚持免费教困难家庭孩子手
艺，还把部分收入反哺社区。 “在龙池，我
们让点利， 社区可是铆足了劲帮我们张
罗，”负责人吕波说得实在，“居民信任，客
源稳定，这份‘礼遇’攒下的口碑和回头
客，值钱得很！ ”

齐动手：楼道蝶变靠大家
居民的“心气”顺了、“干劲”足了，环

境自然发生变化。 龙池花园小区 11 栋就
是生动的例证。

过去的 11 栋，是出了名的“老大难”：
消防通道堵得死死的， 公共区域又脏又
破，窨井盖坏了豁着口，看着都吓人。

转机，从楼门口的一场“板凳议事会”
开始。 龙池社区党委没有大包大揽，而是
把议事的场所直接搬到了居民家门口。社
区工作人员、党员、物业代表、居民代表，
再加上懂行的社工和社区能人，大家搬着
小板凳围坐在一起，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
办法。

抱怨少了，商量多了。 在“板凳议事
会”带动下，居民们心态变了：“以前光抱
怨，现在懂了，大家‘让’一步，问题才好解
决！ ”通过“提事-商量-动手-反馈”这套
法子，邻里学会了为公“让”点私利。

“礼”在行动中闪光：楼道杂物，邻里
体谅着清空了；你刷墙、我设计，一起给窨
井盖画彩绘、装护栏；热心人认养，荒地变
身小花园。 便民报架、共享工具也悄悄进
了楼道。 没多久，昔日的“问题楼道”焕然
一新，成了干净温馨、邻里谈笑的“睦邻家

园”。 “让”暖了人心，更聚了力量，社区治
理上下贯通更顺畅。

焕新理：传承创新立标杆
“滁州有让，龙池有礼”的智慧，赓续

着明朝大儒王阳明在此为官时 “减免税
赋、聚拢民心”的治理古训。社区党委为其
注入时代新意，筹集 83 万元“种子资金”，
精心扶持孵化了 50 多个社区社会组织，
吸引了 1700 多名社会志愿者投身其中，
让古老智慧在新时代基层治理中焕发蓬
勃生机，结出累累硕果———

矛盾少了：依托“板凳议事会”“银发
调解队”，邻里“疙瘩”迎刃而解，矛盾化解
率从 75%跃升至 98%；

办事快了：居民诉求通过手机平台或
网格员直达，平均处理时间从两天压缩至
一天内，响应提速 50%；

同时，“映山红” 志愿者、“银发调解”
等经验从社区走向全省，成为叫得响的治
理品牌。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最终摘得沉
甸甸的“全国文明单位”桂冠。

“‘让’是聚力的钥匙，‘礼’是温暖的
纽带。钥匙对了，心锁自开。 ”孙涛一语道
破龙池治理的诀窍。

如今，“滁州有让，龙池有礼”从理念
化作实践，变成楼道里的欢声笑语、邻里
间的热茶相敬和居民心头那抹踏实的舒
坦劲儿。在这里，文化生根、居民当家、治
理长效的良性循环已然形成。龙池实践，
不仅成功解开了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更
以其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方案，为探索
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路径树起了标杆。

让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
看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如何“点石成金”？

芜湖日报记者 李婷维 周一平 林 见

一颗小小蓝莓，有几种吃法？ 安徽
工程大学张国强教授和他的团队给出
丰富答案。他们通过技术创新，让挂在
枝头的蓝莓变成蓝莓果酱、蓝莓酒、蓝
莓花色苷口服液畅销市场。近年来，在
安徽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
的基础上， 芜湖也不断推动科技成果
从“书架”走上“货架”，让科技成果转
化为看得见的生产力。

安徽工程大学与无为市 2024 年联
合成立芜湖市绿色食品产业研究院有限
公司。 该校张国强教授团队的 7 件蓝莓
深加工专利，被评估作价 200 万元，直接
“变身”为公司股份，张国强也因此成为
股东之一。随后，公司不仅与当地企业紫
约农业联合成立蓝莓产业研究院， 还让
曾经以鲜果销售为主的蓝莓基地通过深
加工，将蓝莓转化成果酱、果酒、口服液
等高附加值产品接连上市， 把蓝莓玩出
了新花样、酿出了“科技味”。

“以前专利是学校的，转化要层层
审批，现在赋权改革后，我们团队能自
己‘拍板’。 ”张国强笑着说。 这场改革
的核心，就是把科技成果的“所有权”
从学校“分”给科研人员，让他们能像
企业家一样，撸起袖子搞转化。

作为全省首批职务科技成果赋权
试点单位， 安徽工程大学正以赋权改
革不断上演着“点石成金”的故事：科
研人员带着专利和技术“下海”，企业
捧着订单“上岸”，而连接他们的，是一
条从实验室通向市场的“高速路”。

“自 2021 年获批赋权改革试点高
校以来， 学校率先推进职务科技成果
赋权改革， 一直在探索先赋权后转化

模式。 ”安徽工程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凤权表示，学校“多管齐下”，从制度
层面激发高校团队创新活力， 师资上
不断引进高层次人才， 强化人才梯队
建设， 在人才培养上赋能新型和主导
产业发展， 在科技创新上让 “企业出
题、学校审题、学生选题、校企解题”。
目前， 学校将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赋予科研团队， 科研人
员可自主决定成果转化方式， 收益分
配比例最高可达 90%。

2022 年以来，学校累计赋权转化
职务科技成果 79 项，其中 5 个成果群
作价投资成立或入股科技公司 5 家，
正在推进 2 个成果群作价投资成立 2
家企业，企业注册资本合计约 7000 万
元。 安徽工程大学通过赋予科研人员
更大自主权，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不仅激
发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 还促进了
产学研深度融合， 成为高校服务区域
产业升级的典型案例。

据芜湖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与成果
转化科科长江遒介绍， 芜湖市一直在
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生态， 聚焦重点产
业需求，构建“科技大市场+技术转移
机构+技术经理人+常态化对接”的技
术转移力量体系。 据统计，今年 1—6
月， 全市吸纳高校院所技术合同成交
额增长超过 8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 ”在芜湖，越来越多试点单位的团
队人员，正在通过“职务科技成果赋权
改革”把实验室里的“金点子”变成走
向市场的“金果子”。

金寨霍山跻身全国
县域旅游发展“快车道”

皖西日报讯 近日 , 第七届全国
县域旅游研究成果发布系列活动在浙
江举行,活动发布了《全国县域旅游研
究报告 2025》, 该报告对全国 1866 个
县域的旅游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评
估 ,六安市金寨县、霍山县上榜 “全国
县域旅游发展最快的 100 个县”榜单。

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
地 ,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红军广场
等知名红色景点。 同时,其境内的天堂
寨景区、 燕子河大峡谷等自然景观壮
美,山水相依,森林覆盖率高 ,生态旅游
优势显著。 霍山县则立足生态资源禀
赋, 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引领,构

建起 “红色研学+生态康养+文化体
验”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打造六万情
峡《大别山传奇》实景剧沉浸式体验项
目和安徽红色区域中心红色研学游 ,
年接待研学游客超百万人次 ； 依托
76%的森林覆盖率和“中国天然氧吧”
品牌,发展大别山滑雪旅游区、陡沙河
温泉小镇等康养业态 , 构建国内一流
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

此次上榜是对金寨县和霍山县旅
游发展成果的高度肯定 ,未来 ,两地将
继续深挖旅游资源潜力 , 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 ,提升服务质量 ,推动县域旅游
迈向更高台阶。 (记者 桑 宏)

夏日运动“新风景”
傍晚，市民在芜湖三桥体育公园运动健身。 芜湖三桥体育公园是芜湖市创新

利用城市空间的典范，依托芜湖长江三桥桥下闲置区域改造而成，集运动健身、
休闲游憩、生态景观于一体。近年来，芜湖市积极推进“15 分钟健身圈”建设，通过
盘活桥下空间、边角地等闲置资源，建成多个“口袋体育公园”。

芜湖日报通讯员 王玉实 摄

绿意盎然
盛夏时节，肥东十八

联圩湿地绿意盎然。 近年
来，合肥大力推进巢湖综
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十八
联圩湿地水质净化功能
稳定发挥，生物多样性日
趋丰富，已成为合肥一张
靓丽的“生态名片”。
合肥日报通讯员王世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