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日前从上海交通大学包头材料研究院

获悉，2021 年，包头交大赛福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交大赛福尔）完成高纯氧化铝生产工

艺升级改造，产能由 150 吨/年提升至 1500 吨/

年。“我们的项目优势就是可以低成本制备出纯

度超过 5N 的高纯氧化铝，同时还可以在原材料

中添加稀土元素，制备出微量稀土元素均匀分布

的高纯氧化铝，改善蓝宝石晶体的冲击韧性，提

高彩色蓝宝石色彩亮度与均匀性，大大扩展蓝宝

石在光学透过材料的应用，填补了国际稀土高纯

铝制备技术空白。”技术升级项目负责人、上海交

通大学张佼教授说道。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包头

稀土高新区聚焦前沿技术领域，全力推动创新链

和产业链协同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让产业链

和创新链发生可逆反应，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破解“产业旱地”难题，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走

出“技术孤岛”困境，努力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

态环境，让科技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

聚焦重点 推动科技强
区成势见效

包头市威丰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威丰电磁）实施的“高磁感取向硅钢”项目

首创“隧道式取向硅钢连续高温罩式退火炉”工

艺，产能提高 20%，获得专利 13 项，填补国内空

白；研发出最薄达到 0.02 毫米、最窄能分到 6 毫

米的取向硅钢带，是全国唯一一家全工序、全流

程生产极薄取向硅钢带的生产企业。

威丰电磁负责研发的副总经理刘宝志表示：

“这得益于稀土高新区的政策措施，从鼓励企业

设备升级、产业协作配套、填补产业空白等方面

引导我们以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层次不断提升。”

近年来，稀土高新区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

链，破解“产业旱地”难题。依托现有高等院校、

院士工作站、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等科技创新资

源，积极向产业领域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引导

企业扩大规模、提高集约度、做优产业品质，以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重塑产业链条。

包头长安永磁电机有限公司的稀土永磁电

机、包头市稀宝博为医疗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稀宝博为）的永磁共振系统、包头市英思特稀磁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思特）的磁组件、

包头江馨微电机科技有限公司的微型驱动马达等

产品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品牌影响力不断扩

大；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

用磁材项目等终端应用项目加速推进，终端应用

产值增长43%，为稀土产业注入强劲动力。

稀土高新区工信安监科技局负责人王黎莉

介绍，稀土高新区建立起双向征集反馈、院企双

向对接、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跟踪服务、基地承接

项目等五项工作机制，鼓励稀土科研院所本土

化、接地气发展，助力企业攻关解决核心技术难

题，通过自主创新引领产业发展壮大。

筑牢载体 创新平台能
级实现跃迁

让技术走出深闺，是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

态环境的题中之义。“为了帮助企业走出‘技术孤

岛’困境，我们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提供平

台，让细分行业抱团发展，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创新激情。”王黎莉说道。

眼下，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以下简

称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已建成“稀土特钢中

试线”，生产在高铁、军工、核电及装备制造等领域

的高端稀土特种钢坯料与特材，实现尖端高品质

稀土特种钢的示范，带动钢铁产业提档升级。

依托中科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和上海交大

包头材料研究院科技资源优势，累计追踪高技术

成果 40 项，新孵化落地高科技企业 5 家，累计在

孵高科技企业 42家。

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实现高质量发展，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让科技创新为产业赋能，推动产业向

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稀土高新

区围绕稀土、铝铜、装备制造等产业链条,充分发

挥9家院士工作站和5家国家级、52家自治区级企

业技术研发中心作用，引导企业与研发机构合作

共建创新载体，完善产学研联合创新组织架构，不

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目前，引导企业围绕重点

产业发展方向组建稀土永磁 VCM组件产业技术

联盟、中国永磁传动产业技术联盟、储能蓄热技术

应用产业联盟等12个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同时，稀土高新区围绕现有产业体系，与北

京工信研拓技术转移公司签署“包头稀土高新区

海外创新中心建设合作协议”，搭建海外创新资

源对接渠道，力争在高端装备制造、金属新材料、

医疗、先进环保产业等领域引入优质项目并实现

产业化。英国牛津大学先进制造业团队、德国工

业 4.0 项目团队、俄罗斯人工智能项目团队先后

实地走访英思特、包头华鼎铜业发展有限公司、

包头震雄铜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并与包头金山磁

材有限公司、稀宝博为开展先进金属材料技术和

先进远程医疗监测技术对接视频会。截至目前，

已成功举办技术对接会 7场，发布企业技术需求

30余项，对接技术成果 50余项。

2021 年上半年，稀土产业、铝铜产业和高新

技术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63.5%、44.8%、

85.4%，分别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5.9、17.9

和 9.1个百分点。稀土永磁、储氢、抛光材料产量

分别增长 38.2%、28.7%、67.8%，储氢和抛光材料

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

走出“技术孤岛”这里的创新生态不断改善

科技日报讯（李迪 陈科）8月 5日，成都高新区发布，今年上半年，该

高新区经济运行整体呈现“稳中加固、稳中提质、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1393.1亿元，增长 13.6%。

作为成都市经济主支撑和动力源，成都高新区经济内生动力强劲。

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7%。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5.8%，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58.9亿元、增长 25.1%……此外，新增各类型市场主

体 35353户，同比增长 33.27%。

“从企业注册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区投资信心进一步回暖。市

场主体活力持续增长的背后，是成都高新区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成都

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注册处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成都高新区全面推进稳定公平可及的营商环境

建设，深化“一业一证”改革，实现 14个高频行业“一单告知、一表申请、一

标核准、一窗出证”。同时，成都高新区打造“一网多端”基层服务模式，实

现“15分钟政务服务圈”可达、可办、好办、快办。

成都高新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

产业创新能力，科创动能持续释放。1—6 月，成都高新区新增上市及过

会企业 11家，新增发明专利 3122件（高价值发明专利约 1500件），新增高

层次“四派”创业人才 259 人，新增国家级创新平台 3 个、国家级孵化器 1

个。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203家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增长 24.9%。

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各类人才总量超过 60 万人，拥有国家级创新

平台 45个、国家级孵化器 17个，有效发明专利累计 22940件（高价值发明

专利约 11000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241件，上市及过会企业总

数达 50家。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始终把企业服务放在首位，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聚焦产业链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大力精准招引，同时深耕产

业培育，以最优服务助推科技型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不断增强创新策源

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助力成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和动力源。

成都高新区上半年

新增发明专利3122件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园镜头

7责任编辑 娄玉琳园 区
2021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二

HI-TECH PARK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园光影

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技术做成年收入 20

亿元的爆款产品；对一块原始的铝土矿进行一系

列全链条深加工，变成高端铝箔，附加值“翻了几

个跟头”；在交通发达、气候宜人的黄海之畔划定

一片“特区”，打造我国首个海上发射母港……

这些故事都发生在沿海城市山东烟台。准

确地说，是发生在其下辖的县市区。烟台下辖五

区、代管六个县级市，其中，龙口、莱州、招远是

“全国百强县”榜单常客。

县域经济重要，郡县治，天下安。在烟台采

访，科技日报记者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园区成

为当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数据显

示，地处烟台的 26个产业园区，贡献了该市 GDP

的半壁江山，占据公共预算收入的六成和外资外

贸的七成。

园区经济何以成为强力引擎？分布于烟台

1.38 万平方公里面积上的这些园区有何特色？

成为县域经济主战场，这些园区拥有何种发展

路径？

在烟台调研，记者发现，全产业链成为各区

市的共性选择。

今年 5月 12日，烟台市召开高规格的全市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重磅推出《振兴县（区）

域经济三年行动方案》，此后，建链、补链、强链、

延链，一度成为热词。有专家认为，在重点领域

里打造全产业链，将成为烟台经济一段时期的重

点方向。

而园区无疑是这些产业链最好的载体。

梳理中国铝产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力量，地处

龙口市南山工业园的南山集团绝对不可忽视，其

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它作为“中国企业 500 强”

的分量上，更在于其是链式运作的高手。

所谓“链式运作”，即围绕主导产品，向产业

链前后端延伸，形成从原料、加工到终端产品的

完整产业链。

环顾国内，南山航空材料产业园代表着高

端铝品制造的最高水准。科技日报记者在此

调研时发现，该园区囊括了航空航天用精密锻

件、超大规格特种铝合金材料等 10 个子项目，

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船舶、轨道交通等高端

领域。

为确保将高端项目做好，这里聚集了一支由

国内外著名铝业专家和专业技术人才领衔的高

水平科研队伍。该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强调，自主

创新能力是南山产业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

拥有完整产业链条是龙口高端铝产业的特

色。长期以来，南山集团在政府支持下，“缺哪

儿补哪儿”，最终打造出“能源—铝土矿—氧化

铝—电解铝—普通铝型材—工业型材和轻合金

材料—铝精深加工—铝合金终端产品”的完整

产业链条。

如今，手握可控性强的全链条，南山航空材

料产业园的运行者雄心勃勃，目标直指全球最大

的航空航天用铝合金加工基地和国家铝合金材

料战略性生产基地。

依靠全产业链，这里问鼎行业最高水准

外界对鲁花集团的最初印象，多是从其花生

油瓶身上标注的“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开始的。

黄曲霉素是一种有害物质。历经多年研发

之后，在不改变花生油的营养、风味等品质特征

四张图谱之下，园区成为主力

汽车拐进位于山东烟台海阳的东方航空港

内，“固体运载火箭总装测试基地”的牌子甚是醒

目。这是东方航天港对外亮出的名片。

海阳“问天”的征程，始于 2019 年 6 月 5 日。

那一天，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以海阳港作为

发射母港，以一箭七星方式圆满完成了我国首次

海上发射任务。从那之后，“东方航天港”的建设

被摆上日程，并持续加速，时至今日，这里成为火

箭生产制造及发射“双料基地”。

这并不是烟台海阳的唯一名片。而烟台海

阳的每一张名片，都被装进了一个个园区中，聚

全部力量予以推动。

在核能综合利用方面，海阳也走在了全国

前列。早在 2019 年，这里 70 万平米住宅在全国

范围内率先实现核能供暖；今年 4 月份，覆盖城

区 450 万平方米的核能供暖工程全部启动，年

底将实现海阳市核能供暖全覆盖，成为全国首

个零碳供暖城市；5 月份，世界首创的“水热同

产同送”示范项目获得海阳核电工程验证，通

过对核能进行先发电、后制水、再供暖的三级

高效利用，首次实现了在“零碳”供热的同时

“零能耗”制水，供能面积 1 万平方米，每日可提

供饮用水 120 吨。这些成就都在海阳核电工业

园区内完成。

郑德雁表示，烟台按照“一县一园一业一平

台”的思路，把产业链建在园区里，即“一个区市，

一个园区，一个主导产业，一个科创平台”，对四

个国家级园区、四个国别园区、八个省级开发区、

六个省级化工园区、四个特色园区等 26个园区，

都明确了转型方向和突破重点，推动资源要素向

园区汇集、政策措施向园区倾斜。

依托园区建设产业链，这既是“百强县”的常

青秘密，更代表着烟台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让人

们充满着期待。

一县一园，瞄准“国内一流”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李宝乐

的情况下，鲁花集团的“5S 物理压榨工艺”成功

去除花生油中的黄曲霉素，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

题。此后，能够去除黄曲霉素的鲁花 5S 压榨工

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刷新了中国食用油

行业 20多年来的“技术新高”。

在莱阳，鲁花集团依托其打造的多个园区，

已经形成了花生从良种培育、繁育推广，到生产

加工、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在该企业

创始人看来，这是其可控战略的重要一环。

在石药集团烟台生物医药高科技产业园里，

一款名为“津优力”的新药是这里的明星。这款

曾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产品是我国第一

个拥有自主产权的长效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

注射液，是国家生物 1类新药。

去年，这样一款高技术产品为企业换来了

20亿元产值。

医药健康产业园是烟台重点打造的四大特

色园区之一，而石药集团所打造的园区便是其

中代表。无论是“强链”还是“延链”，园区都将扮

演重要角色。

全产业链战略，推动着烟台企业从小到大，

乃至做大做强。但作为政府，考虑得更加周全。

比如《振兴县（区）域经济三年行动方案》提

出，把产业园区作为县（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主战场，各区市将全面推行“链长制”。在绿色化

工、黄金、汽车、食品加工等传统优势产业，实施

“强链”“延链”。

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德雁向科技日报记

者表示，烟台将全力打造优势产业链条，构建产

业垂直生态体系，打造产业的全景图、现状图、招

商图和创新图四张图谱，建立“链长、链主、链办”

“三链联动”的机制，“链长”即市级牵头领导，“链

主”指的是龙头企业，“链办”是市级和区县共同

组建的专业化工作专班，推动资金、信息、技术、

人才等要素资源向县域的园区集聚，使县域的园

区和产业链有更强的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

可以说，园区经济将扮演烟台各区市主力引

擎的角色，被寄予厚望。

把全产业链装进园区把全产业链装进园区
为烟台县域经济点燃强力引擎为烟台县域经济点燃强力引擎

在鲁花食品产业园在鲁花食品产业园，，一颗花生炼出百亿产值一颗花生炼出百亿产值。。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安徽省淮北市在推进经济转型发展进程中，注重加快锂电池
产业布局，打造锂电池产业园，吸引 20多家锂电池产业相关企业入驻。
目前，淮北市锂电池产业已形成涵盖锂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芯、隔膜、终端
应用产品等产业链条，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动车、无人机、5G
通信基站、电子数码产品等领域。图为8月7日，在安徽省淮北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工人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的车间内作业。

新华社发（万善朝摄）

安徽淮北高新区

加快锂电池产业布局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日前在合肥高新区采访时了解到，今

年上半年合肥高新区实现 GDP618.3 亿元，增长 19.3%，经济总量实现了

时间任务“双过半”的目标，在市政府考核的 15 项重点经济指标中，合肥

高新区有 9 项位居全市开发区第一。创新动能加速释放，经济运行持续

向好，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合肥高新区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74.8%，其中，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近 3倍。

统计显示，2021 年上半年，合肥高新区生产总值达 618.3 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增长 19.3%。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38.9%，两年平均增

长 20.7%；进出口总额预计增长 60%，两年平均增长 28.7%；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21.1%，两年平均增长 12.9%。

合肥高新区经贸贸易局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合肥高新区持续推进营

商环境“领跑计划”6 大维度 107 项任务，新增市场主体 1 万余家。同时，

该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840 家，同比增长 58%，并新增芯碁微装、

工大高科两家上市企业，占全省四分之一、合肥市一半。其中，生物产业

在智飞龙科马带动下，产值同比增长近 3倍，拉动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增速约 35个百分点。

“除了产业，在绿色发展领域，大力推进污染防治，率先发布工业园区

层面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实施方案及若干政策，明确了六大任务措施。”

该负责人表示，合肥高新区启动建设“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力现代化示范

区”，发挥科技创新优势，强化数字技术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幅

提升区域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上半年的成绩单来之不易。面对疫情的不断反复和后疫情时代经

济发展不断出现的新变数，我们严格开展疫情防控，努力帮助企业解决好

缺工、用地、融资、上下游产业链配套、政策兑现等问题。”合肥高新区管委

会副主任方向民表示，对有技术有市场、有实力的重点企业，合肥高新区

将采取管委会领导分产业重点包保的办法，及时解决好这些重点企业发

展中随时出现的问题。

合肥高新区上半年

申报国家级高企840家

地处烟台的26个产

业园区，贡献了该市GDP

的半壁江山，占据公共预

算收入的六成和外资外

贸的七成。园区成为当

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主战场。

26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