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康制造多维度创新
嫁接健康医疗产业
50多项医疗器械成果

转化落地

去年以来，永康康复工程技术研究室

落户永康五金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后，正

引领我市健康医疗器械产业持续发展，产

学研合作步入深水区。截至目前，紧紧围

绕各类康复训练与评估、家用医疗、家用

护理等产品的研发、技术服务、成果转化

与产业化，该研究室先后落地转化成果 50

多项，推动和牵引我市健康产业聚集和发

展。

创新资源与制造体系无缝衔接
“此前，通过永康五金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搭建的平台，我们了解永康康复工

程技术研究室正在推进的科研项目和拥

有的技术成果，与我们转型发展健康医疗

产业的想法不谋而合。双方经过多次接

洽，已形成合作项目——远程非接触式生

命体征监测仪的研发和制造。借由研究

室强大的研发能力和人才支撑，配套我们

完整的生产制造体系，一下擦出了火花。”

浙江天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晟

公司”）负责人徐志诚感慨地说，有了永康

康复工程技术研究室的帮助，该公司顺

利开展项目，当前已进入模具投放阶段，

预计今年年底会完成远程非接触式生命

体征监测仪的小批量生产。

“为方便使用者实时接收数据反馈，我

们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开发了相应的

App，确保远程非接触式生命体征监测仪

的实用性以及智能化。”永康康复工程技术

研究室负责人邱东海介绍，通过后台数据

库的整合分析，App 能够根据用户需求定

制操作和数据反馈界面，提升用户体验感。

与天晟公司的合作，是永康康复工程

技术研究室转化创新成果的一个缩影。

目前，该研究室先后与飞神集团、千喜集

团和铂锐科技公司等众多本土企业合作，

分别进行养老护理床设备、“互联网+”制

氧机设备以及虚拟现实康复设备的研发

和生产。其中，包括柔性医疗监测类、毫

米波雷达类、自然光愈疗类及各类医疗康

复器械等产品。

实现医疗器械成果转化50多项
永康五金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聚焦

生命健康、新材料、“互联网+”三大科创高

地，引进科创资源，助推永康制造转型升

级。通过引入中科院苏州医工所建立永

康康复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成功培育我市

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开启健康医疗器械产

业发展“加速键”，累计开展项目合作和转

化落地50多项。

浙江荣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额温

枪顺利投产，填补了我市额温枪生产领域

的空白。浙江巨盾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新一代检测设备在金属探测基础上，实现

了人脸识别及自动测温，为反恐及疫情防

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该产品获得了中

国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设备使用许可证和

欧洲民航局 ECAC 认证证书，并成为日本

东京奥运会采购产品。

疫情期间，在永康五金产业创新服务

综合体与永康康复工程技术研究室共同

引导下，我市 20 多家企业转产口罩、额温

枪、消毒液、护目镜等医疗器械。

同时，永康康复工程技术研究室与我

市企业共同开发的5个自主部署项目成效

初显。其中，智能胎儿监测带已完成原理

样机生产，基于多模感觉的手功能康复设

备实现三代样机迭代升级，腹部按摩仪开

始小批量生产。 融媒记者 胡美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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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潘燕佳） 稻

田上空，一群白鹭在嬉闹觅食；稻田

边，游客拿着竹竿悠闲垂钓；虾桶里，

个个小龙虾张牙舞爪⋯⋯五一假期，

石柱镇池宅村的稻虾综合种养基地

内，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受疫情影响，市民们选择就地

过 节 ，乡 村 游 成 为 热 门 选 择 。 今

年，池宅村在集体流转而来的 200

亩水稻田里，分批投放了近 5000 公

斤虾苗，以稻虾轮作的方式进行生

产经营。眼下，稻田里的龙虾都已

长到可以上市的个头，“龙虾垂钓”

这一新业态，也成为村里招徕游客

的“法宝”。

“市民垂钓小龙虾请佩戴好口

罩，扫描防疫码⋯⋯”基地内，该村党

员干部正在向前来垂钓的市民分发

口罩，查看防疫码，忙得不可开交。

100 元可以领取两套垂钓工具，基地

还会赠送 1.5 公斤龙虾作为“保底”，

让每一个游客都能满载而归。“这里

风景好，钓龙虾体验很新奇，大人孩

子都玩得很开心。”前来垂钓的游客

周少小说，这一趟乡村游，既体验了

农趣又收获了喜悦，不虚此行。

“我们通过村民入股、村集体管

理的形式，今年首次试行稻渔综合种

养，还拓展了龙虾垂钓。平时的值

守，都由村里党员干部来做，男性党

员干部负责维护现场秩序，女性党员

干部则负责现场销售、营收。看到村

里红火的景象，还有不少热心村民主

动参与进来。”池宅村党支部书记池

启高说，村集体通过每亩 800 元的价

格统一流转土地，届时土地产出多于

800 元的部分，都会以分红形式返还

给村民，实现村集体有增收、村民有

收入。

按照规划，农田三月份放苗，四

五月份小龙虾大批上市，五月底捕捞

完毕，六月份就能进行水稻种植，这

样一块农田就有了“水稻种植、龙虾

养殖、休闲垂钓”三份收入。其中，小

龙虾每亩估产在 100 公斤到 150 公

斤，纯利润达到每亩 2000 元，五一假

期日均垂钓收入也有 1.5 万元。“以前

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厂房

出租，但光靠租金难以使村庄发展更

好、村民更富裕。现在我们通过稻虾

综合种养，来带动村民实现共同富

裕。”池启高说。

作为我省稻渔综合种养重点示

范县，目前石柱、西溪、芝英、舟山、古

山、经济开发区等多个镇街区均开展

稻渔综合种养，在假期吸引众多游客

前去体验田园乐趣。

一田多赢 农旅融合

“稻渔综合种养”亩均增收2000元

本报讯（融媒记者 应柳依）“您

好，我们是一家休闲用品厂商。刚接

到某市志愿者协会订单，需要赶制一

批折叠床、折叠椅、折叠桌发往抗疫

一线，我们正在准备原材料，明天早

上需要 60 名一线员工，做 10 天左右，

你们能派得出来吗？”日前，临近下班

时，浙江永康诚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诚捷公司”）办公室里，业

务员小陈接到了这样一通电话。

小陈第一时间向诚捷公司总经

理袁昌盛汇报。“按理来讲，我们一般

不接急单，有一系列流程要走，这既

是规章制度，也是因为人员召集需要

一定时间和精力。大多是前一天接

单，接着实地考察对方的工作场地、

工作内容，然后再签订劳务合同，下

发招聘部，第三天才开始调度员工。”

袁昌盛说，考虑到这个订单的特殊

性，该公司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经过

讨论后决定为其开启“绿色通道”。

尽管对方提出“需要 60 人，15 个

小时后要到岗”的要求让诚捷公司有

了一些紧迫感，但考虑到疫情防控需

要，他们还是在尽可能召集人员快速

到位的同时，确保最终到岗人员一定

要满足有健康绿码、行程卡带星的提

供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行程卡不带

星的则需提供 48 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等防疫要求。

抗疫自然刻不容缓，但该有的流

程也不能少。诚捷公司选择分两步

走，加快进度：一头引导客户传送工

作车间现场照片，以视频方式确认工

作环境，并采用电子劳务派遣协议敲

定合作事宜；另一头，马上在微信、朋

友圈等全平台“捞人”，同时给此前留

言的应聘者一一致电联系。

“适当提高员工薪酬，确定去的

立即落实检查健康码、行程卡，符合

条件随后安排去方舱做核酸检测，住

得远的、不方便的员工，由公司安排

车辆去接。”“还差多少人，不够的话

去承包商那里抽调人员过来支援。”

“安排车辆去接，自行到厂者可以报

销交通费用。”仅过了 15 个小时，60

名员工就准时出现生产车间，给焦急

万分的休闲用品厂商吃上“定心丸”。

据悉，目前，在这批一线员工的

昼夜赶工下，折叠床、折叠椅、折叠桌

等物资已顺利抵达抗疫一线，为疫情

防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人力资源公司为抗疫开通“绿色通道”
15小时60名一线员工迅速上岗

从严从实 打好疫情防控战C

市民享受垂钓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