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徐枫的办公室里，一直珍藏着一
个保温杯。14年前，成都成电光信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电光信）开业
的时候，徐枫收到了这份礼物。作为成
都电子科大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成电孵化）总经理，徐枫觉得，能
够为企业提供拔节生长的土壤，是一件
很有价值的事情。

在科技创新的全过程中，科技成果
转化是“最后一公里”。如何将科研成果
从实验室阶段转化为实际产品或服务，
这是以成电孵化为代表的大学科技园关
注的焦点。

近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正式
启动“新技术·新动能·新未来”——
致敬2024四川经济影响力人物大型采
访活动，通过深度解码四川经济高质
量发展基因，寻访领航时代的标杆力
量。4月 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专访徐枫，探寻新技术产品化、市
场化的背后，政企、校企、企服以国家
大学科技园为桥梁，无障碍互联、互
通、互享的秘密。

从初创到上市
与企业共同成长

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沙
河园）是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以下简称电子科大科技园）的起步园
区及核心载体，运营主体成电孵化成立
于1994年，是电子科大科技企业孵化、
科技成果转化和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
实习的专业服务机构。

徐枫1998年进入电子科技大学工
作，亲历了学校科技园的建设与发展。

“科技园是学校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在
徐枫看来，大学科技园扮演着经理人的
中间角色，“一方面，要为初创企业提供

‘阳光雨露’，‘润物细无声’地服务企
业，但掌舵权还必须在企业家手中；另
一方面，做到‘帮忙不添乱’，帮助他们
磨合市场需求，顺利完成产品的市场化
转换。”

徐枫向记者展示了成电光信（股票
代码920008）的开业礼物。成电光信
是最早一批在电子科大科技园进行成
果转化的项目之一，由电子科技大学信
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邱昆带领组建
初创团队，通过与学校及电子科大科技
园的无缝合作与努力，2024年于北交
所正式挂牌上市。

“成电光信走过的13年，也是创业

团队与科技园携手共进、共同成长的13
年。”徐枫说，科技成果的转化及后续产
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企业的发展规
律本来就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
状态，真正的科创企业从零到市场和产
业成熟，通常会经历15年甚至更长的
艰苦奋斗，“我们需要帮助企业，避开不
需要踩的坑，在合适的阶段加速或减
速，而非一脚油门踩到底。将创业初期
宝贵的资源，时间、人力、资金等，尽可
能精准投放于必需的试错探索之上。”
他说。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电子
科大科技园已服务并成功孵化上千家

科技企业，其中高新技术企业就超过
200家，园区规模也不断扩大，在成都
市运营的分园区已有五个，载体总面
积超过50万平方米。其中，电子科技
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沙河园）已成为
省市知名、成华区唯一的国家级A级
（优秀）科技企业孵化器，目前，该园围
绕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正以“1核多
点”为布局，以营建“‘数智’软硬件微
生态”为战略规划，积极拥抱开源文
化，搭建服务创客群体的开源科创平
台和“成都市程序员之家”；以概念验
证平台为基础，推进成华区技术经理
人培训和技术转移联盟建设，打造有
组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体系，发
挥高水平研究型高校科技成果源头活
水的优势，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

找到更多“潜力股”
提供一站式服务

如何找到更多的“成电光信”？徐
枫的日常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挖掘“潜力股”，“比如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创青春大赛、电路设计大赛、机器
人大赛等，这些团队中走出了很多优秀
的科技创业者。还有那些有志于成果
转化的教师和校友群体，我们必须让更
多的创客了解科技园，双向奔赴建立联
结。”徐枫说。

智能彩超、一站式大模型“云盒”、
太赫兹即时通信系统、麻将计分器
……就在采访当天，徐枫还在与一个创

业团队沟通和打磨，“大学生特别有创
新力，都很会‘整活’，他们的新奇想法
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徐枫说。

相较于传统产业园区，大学科技园
所承担的科创属性更加明显。科技园
会为这些极具想法与技术，却缺乏市
场、管理和产业经验的年轻初创团队提
供服务，“从整体产品方向、商业模式，
到团队搭建和管理，再到怎么融资，我
们都会一起讨论。”

对于一些尚难承担园区租金的学
生团队，园区也会尽量提供一些力所
能及的帮助。“他们现在可能比较‘草
根’，暂时体量不大，未来一旦成功，就
有机会成为全新的风口，对行业而言
可能是颠覆性的。”徐枫看好他们的潜
力，也愿意辅导和带领他们，走向更广
阔的天地。

聚焦电子信息产业
建议“滴灌式”培育科技型企业

随着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带来的变化，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

“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城市进化的核
心动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融
合，正重塑竞争格局。

徐枫所在的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大
学科技园（沙河园），2016年开始，逐步
由“综合型孵化器”向以电子信息产业
为主导的“专业型孵化器”转变，目前
92%以上在孵企业均为电子信息产业。

“我们当前发展规划的侧重点是明
晰的，就是要发挥园区特色，定位工业
软件、人工智能等电子信息产业。”同
时，徐枫还认为要以技术创业者为中
心，“后端的发展我们很难预测，所以必
须先把前端抓好，把这些人才找到并聚
集起来，从0突破到1是关键。”

他建议，可以“滴灌式”梯度培育
科技型企业，即在科技企业成长的关
键早期，普惠并精准投放政府财政资
源呵护培育创新创业企业，招引高水
平人才，鼓励敢闯敢干的创业精神，形
成允许试错、包容失败的创新氛围。
引导“耐心资本”去陪伴守候每一粒

“创新的种子”，让企业把根深深扎在
本土，从而创造高质量的新兴产业和
就业机会，以创新的内核带动民营经
济发展和投资，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实习生 颜诗语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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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郊）铁路成德线、成眉线迎最新进展

成眉线成都段首条盾构隧道右线贯通
近日，市域（郊）铁路成德线与成眉

线建设捷报频传，两大项目奋力吹响“拼
经济搞建设”冲锋号角，全速推进“轨道
上的都市圈”建设。

4月13日，成眉线秦皇寺站至官塘
站右线盾构区间隧道顺利贯通，这是成
眉线成都段首条贯通的盾构隧道，为后
续铺轨作业奠定坚实基础。

成眉线起于天府新区成都红莲站，
止于眉山东坡区眉山东站，全长约
59.139公里，共设车站13座。截至目
前，成眉线全线4座地下车站主体结构

已封顶，6座高架车站已完成站台层结
构施工，9台盾构机已全部完成始发，累
计掘进12公里，其中2个区间隧道单线
已贯通。

秦皇寺站至官塘站盾构区间右线隧
道全长约1835米，该区域地质环境复
杂，最小平面曲线半径700米，最小埋深
11米，最大埋深35.4米。项目建设团队
通过科学调配人力物力、优化施工工序、
全面排查掘进区间地质条件及周边环
境、针对不良地质段制定专项应对措施，
确保隧道安全高效洞通。

随着“启航号”盾构机刀盘破土而
出，成德线韦家碾站至凤台三路站右线
盾构区间隧道实现贯通，这是成德线成
都段首条贯通的单线区间隧道，标志着
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成德线起于成都地铁1号线韦家碾
站，止于德阳市德阳北站，全长70.87公
里，共设车站15座。截至目前，成德线
全线5座地下车站主体结构已完成封
顶，11台盾构机累计掘进11.5公里。其
中两条盾构区间隧道已贯通。

韦家碾站至凤台三路站盾构区间位

于成都市金牛区，右线全长1245米，于
2024年9月22日始发。建设过程中，项
目建设团队聚焦施工难题，先后通过提
前加固盾构浅埋段地表、安装高精度地
层位移实时监测装置、调整区间坡度增
加盾构埋深等方式，保障项目建设安全
高效推进。

据介绍，成德线与成眉线是成都都
市圈市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
建成后，将推动成都、德阳、眉山迈入崭
新的“轨道同城”时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芮雯

成都电子科大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徐枫

成电孵化总经理徐枫：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