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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

在综合试验区成立了由8名

院士领衔、48名专家组成的

专家委员会，已提供13条重

大决策建议；持续建设 2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3所葡萄

酒专业学院，成立中法葡萄

酒学院，为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了有力智力支撑。

48名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星辉）日前，记者从贵州省贵阳市综合保税区（以

下简称贵阳综保区）获悉，继获批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贵阳综保区以“大数

据+人才”驱动创新发展，获批“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作为贵州“1+8”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之一，贵阳综保区通过科技创新

引领工程、创新人才培育工程、平台提档升级工程等五项工程，利用大数据

发展优势，着力打造资金融聚、人才汇聚、土地集约的创新驱动发展新高地，

全力打通中欧班列、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大动脉，持续推

动外向型经济发展，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获批奠定了坚实基

础。2022 年前三季度，贵阳综保区进出口额达 114.88 亿元，同比增长达

430.5%，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成为贵州省唯一一个进出口额百亿级园区。

下一步，贵阳综保区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积极谋划推动进口贸易高质

量发展。

贵阳综保区获批

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记者江耘）12月上旬，浙江省 2022年度绿色低碳

转型典型案例名单公布，杭州高新区（滨江）既有公共建筑轻量级数智化节

能改造项目榜上有名。相比实施改造项目前，高新区公共建筑预计可整体

节能 10%以上，每年可减少用电 313160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92.7吨。

记者从杭州高新区（滨江）发改局获悉，该区目前注册在案企业有 8 万

余家，有楼宇（园区）400 多座，其用电量占比高达全区全社会总用电量的

60%以上，呈现出典型的园区经济、楼宇经济用电特点。此次轻量级数智化

节能改造项目以滨江区文化中心为试点，于今年 8月开始施工，11月 1日正

式验收上线，改造内容包括物联网络覆盖建设、公共区域灯光改造、用能采

集和能耗计量改造等。

此前，在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智专委）指导下，杭州

高新区（滨江）在当地人工智能产业园等 5个地点开展了办公楼宇（小区）数

字化节能减碳项目试点。其中，改造后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年平均节能率达

到 20%。经过前期相关试点示范，当地初步形成“数字技术节能+数字化（平

台）管理节能”模式，探索出绿色低碳楼宇轻量级改造方法，将建筑单位面积

改造成本控制在了 15—20元，预计 2—3年即可回收投资成本。

浙智专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项目通过“商业与公共建筑数字化节能

管理平台+三个数据系统”的集成整合，实现设备的集中管控，进一步提高

了楼宇用能的精细化与智能化管控水平。

据了解，杭州高新区（滨江）工业领域中，重点耗能企业经过“十三五”期

间节能技术改造，节能降耗空间缩小，产业已基本实现低碳化。聚焦楼宇建

筑领域节能降碳被当地视为实现“双碳”目标的可行路径。

目前，杭州高新区（滨江）已联合浙智专委、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省

能源业联合会等专家力量建立专家智库团队，启动全区商业与公共建筑能

耗情况摸底调查、梳理和制定节能改造导则、楼宇能效评价标准等工作。

“文化中心项目是我区公共机构打造的第一个轻量级数智化节能改造

样本，充分展示了公共机构节能降碳的示范引领作用，为既有公共建筑节能

改造的技术方案和商业模式提供了参考经验。”杭州高新区（滨江）发改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当地今后将广泛运用数字化手段，持续推动全区既有公共机

构、国有物业、体育场馆、商业综合体、办公楼宇（园区）等公共建筑开展轻量

级数智化节能改造。

助楼宇建筑节能降碳

杭州高新区试行轻量级数智化改造

每天在天津港保税区内空港生态绿廊的步

道上逛一逛，与大自然来场亲密接触，已成为不

少天津港保税区暨空港经济区居民的日常。漫

步在 262万平方米的生态绿廊上，你很难把这里

和工业园区联系到一起。

一直以来，天津港保税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区域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持续优化，逐步形成以低碳经济发展为

主导、以“绿色”为鲜明底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工业园区。

近日，天津港保税区暨空港经济区获得“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称号。这是

继获批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后，该区获得的又一

块“国字招牌”。

形成“4+2+3”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生物制造是天津港保税区重点打造的四大

标志性产业链之一，近年来，天津港保税区坚持

科技引领，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打

造民用航空、生物制造、海洋经济、氢能等标志性

产业链。

除重点打造以上四条标志性产业链外，天津

港保税区还加快培育壮大智能科技和高端装备

两条优势产业链，巩固提升快速消费品、新材料、

金属制品三大支柱产业链，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目前天津港保税区已形成“4+2+3”现代工

业产业体系。

通过对区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2022 年前

三季度，天津港保税区工业总产值增长 8.6%，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 13%、35.6%，工业支撑力强劲。截至目前，天

津港保税区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 11 家、国

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5家、市级绿色工厂 20

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项目 36家。

同时，天津港保税区以“双碳”目标为引领，

积极推动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天津港保税区关

停天津天保热电有限公司 4台 40蒸吨燃煤锅炉，

完成天津天保临港热电有限公司 5 台 75 蒸吨燃

煤锅炉煤改燃；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

获批，年产能 1600吨加氢母站正式投产，国内首

批 100台氢燃料电池叉车正式投入生产；全区光

伏发电装机容量达 20 万千瓦；现有存量充电桩

805台。

天津港保税区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采用新式

低功耗 LED 灯具替换现有高功耗钠灯或旧式

LED 灯具，同时建设智慧路灯控制系统，每年可

节电约 1250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1058吨。

目前，天津港保税区已完成能源消费强度和

总量“双控”考核，万家企业能耗“双控”考核通过

率达到 100%。

坚持“三个融合”优化生态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单国雁介绍，生

态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根基，天津港保税区坚持人

与自然融合、产业与城市融合、污染治理与生态

修复融合。

在天津港保税区内，坐落着几个生态公园。

作为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重要组成

部分，空港生态绿廊项目于 2021 年全面建成投

用。这里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栽植乔灌木 10 万

余株，为周边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休闲健身、生态

旅游、景观欣赏的场所。临港湿地公园通过人工

生态修复技术，成为一座可修复入海口生态环

境、保护候鸟栖息地并兼具景观效果的生态湿地

公园；临港中港池北部一期岸线通过加强生态修

复保护，成为观海亲海的生态乐园。

在产业与城市融合方面，天津港保税区加速

布局产城融合示范区，正在实施的海港区域城市

更新项目成为天津市首个百亿级“工改工”城市

更新项目。中欧先进制造产业园临港核心区基

础设施 PPP 项目落地实施，获金融机构授信近

39 亿元，将对核心区起步区范围内道路、绿化、

交通工程等基础设施开展建设运营，将极大提升

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的保障能力。

在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融合方面，天津港保

税区坚持科学治污，区域 19 台燃煤锅炉全部实

现超低排放，95台燃气锅炉完成低氮改造，35家

企业完成 VOCs 低效设施升级或原辅料源头替

代；区域坚持“厂、网、河（湖）、海”系统治理，地表

水全部纳入河湖长制管理，持续做好河湖、管网

维护及入河、入海排口溯源治理；累计完成 18块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率 100%。

“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以来，天津港保

税区的 PM2.5浓度从 2013年的 95微克/立方米，

下降到 2022年的 33微克/立方米。”单国雁介绍，

区域黑臭水体全面消除，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

保持稳定；全区绿地率达 35%，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 12.5平方米，绿地率达到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未来，天津港保税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

共同缔造”理念，持续统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持续推动绿色发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时，全力推进保税区宜

业宜居现代化生态活力新城建设，打造便民利

企、产城融合新标杆。

产业、能源结构持续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天津港保税区要绿色也要发展

12 月 4 日 ，首 届 中 国（澳 门）国 际 高 品 质

消费博览会暨横琴世界湾区论坛正式闭幕。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以下简称

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组织 21 家酒庄

参加了这次博览会，几乎带去了本地所有葡

萄酒产品。

宁夏是我国最早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的

地区之一，1984 年在贺兰山下的玉泉营酿出第

一瓶干性葡萄酒，迈出了产业发展第一步。2003

年，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所处的贺兰山东麓葡萄

酒产区被确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正式

与山东、新疆等著名产区并跑。

从“种得好”“酿得好”到“销得好”，宁夏葡萄

酒产业走向世界、融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这离

不开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的强力助推。

去年 5月，国务院同意在宁夏葡萄酒产业园

区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

合试验区，促使宁夏葡萄酒踏上了追寻“紫色梦

想”的快车道。于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而言，这

是挑战，更是机遇。

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是吸引各国优质企

业的平台，也是汇聚国内外消费精品的盛会。此

次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多家酒庄远赴澳门，展示

推介起泡、干红、干白、桃红等产品，为更多消费

者认识宁夏产区推开一扇窗。

“澳门是国际化城市，葡萄酒市场潜力大，消

费者需求多样化。我们就是要紧扣市场多元化

需求，架起宁夏与世界互动交流的桥梁。”宁夏葡

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技术服务处处长穆海彬告

诉记者。

好山好水酿好酒。宁夏葡萄酒“走出去”，底

色十足。

地处北纬 38度的宁夏贺兰山东麓坐拥 1100

米黄金海拔，常年降水少、日照时间长、有效积温

高、水热系数佳、土壤通透性好、富含钙钾等矿物

质，具备生产高端优质酿酒葡萄的最佳条件，是

全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

得黄河水生态涵养、贺兰山立地优势，世界

酿酒葡萄主流优新品种表现优异。宁夏葡萄酒

产业园区葡萄酒色素沉淀良好、香气发育完全、

糖酸比例适中，造就了这里的葡萄酒“色泽鲜明、

甘润平衡、香气馥郁、酒体饱满”的特质。

目前，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酿酒葡萄种植

面积达 52.5 万亩、占全国的近 1/3，是全国最大

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种植区；坚持酒庄基地一

体化经营、酒庄酒发展模式，现有酒庄 200 多

家，是全国最大的酒庄酒生产基地；年产葡萄

酒 1.3 亿瓶，接近全国的 40%，产业综合产值突

破 300 亿元。

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将葡萄酒产业作为

农业“六特”产业之首，宁夏专门设立葡萄酒产业

园区管委会，足见对葡萄酒产业寄予的厚望。

走出去 禀赋优底色足

好葡萄酒是种出来的，是酿出来的，更是管

出来的。

宁夏葡萄酒因科技而兴、因创新而强，在产

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把科技创新作为着

力点和突破口，不断激活内生动力。

2021年 5月，国务院同意在宁夏葡萄酒产业

园区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

综合试验区，要求探索三产融合新技术、新模式、

破瓶颈 向科技要答案

资源秉持，政策支持，科技加持，宁夏葡萄酒

产业园区的葡萄酒产业实现了从“吐丝结茧”到

“化蛹成蝶”的蜕变。

特别是去年，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

展综合试验区、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

博览会两大“国字号”平台落户以来，宁夏葡萄酒

产业园区主动接轨国际，延伸产业链条，加强融

合发展，推动葡萄酒产业跑出了加速度。

“园区管委会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把贺兰山东麓作为践行‘两山’理念的‘试

验田’。”黄思明强调。

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将发展葡萄酒产业与

加强滩区治理、生态恢复结合起来，把 53万亩戈

壁荒滩建成了葡萄园，特别是启动实施 3500 亩

废弃矿坑修复利用工程，将其打造成世界最大的

下沉式生态型葡萄酒产业园。

与此同时，随着落实“四水四定”、打造“绿色

酒庄”、探索“深沟浅种”等系列措施，绿色成为贺

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底色。在这里，一度消失

的雪豹重现贺兰山，野生岩羊、马鹿等种群明显

增加。

环境好了，产业兴了，农民富了。

贺兰山东麓作为宁夏主要的移民安置区域，

生活着 123万移民群众。据统计，宁夏葡萄酒产

业每年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13 万个、工资

性收入约 10亿元，移民收入中的 1/3来自葡萄酒

产业。

未来，改革创新仍然是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

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园区将努力走出一条产品

质量更高、核心竞争更强、品牌影响更广、产业融

合更深、开放力度更大、生态环境更好的新路。

“比如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的聚焦新技术、

开创新模式、打造新业态、搭建新平台、实施新工

程、创设新政策‘六新’工程，就是我们新一轮的

改革创新重点，改革创新将为产业激发新活力、

增强新动力、提升新实力。”穆海彬说。

建平台 谋高质量发展

立足特色资源，强化科技支撑

这家园区的葡萄酒产业跑出这家园区的葡萄酒产业跑出““加速度加速度””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吴非 董思艺）12 月 10 日，武汉光谷

元宇宙研究院成立。光谷科幻产业发展研讨会同期举行，提出到 2025 年，

武汉东湖高新区培育形成百亿级科幻产业链，打造全国科幻创新高地。

科幻产业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典型产业，与科技创新互相关联、互为促

进。发展科幻产业，对增强国家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带动科技创新、

文化示范和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光谷元宇宙研究院旨在深入基础研究，寻找应用场景，推动元宇宙产业

发展。未来将重点围绕元宇宙最新研究成果展开多形式、多角度、高规格的

交流和对话，汇聚政、产、学、研、用多方共同助推产业及数字经济发展，积极

开展行业内的招商引资、项目复制推广等工作。

元宇宙是科幻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光谷元宇宙研究院院长蔡新元代

表园区发布了《光谷打造科幻产业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5）》。该计划提

出，光谷将以“三体”产业为突破口，围绕内容创制与运营、数字设计、数字

人、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等打造科幻产业全产业链，拓展科幻+大科学、科

幻+商业、科幻+教育、科幻+旅游、科幻+数字园区等五大应用场景。

到 2025年，光谷将引进培育 100家科幻产业领军企业和“新物种”企业，

形成 100个标杆性科幻应用场景，打造一个科幻产业基地，建成一批科幻创

新平台，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培育一批科幻创新人才，构建活力科幻产业生

态，成为全国科幻创新高地。

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东湖高新区规上文化企业有 216 家，规上文

化企业营业收入占武汉市规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的 40%以上。2021

年，东湖高新区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 28.05 亿元，同比增长 13%，5 家企业入

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

蔡新元表示，未来，他们将借助光谷元宇宙研究院平台，将智力资源密

集化，引进产业要素，打造领先高地，在人才培养、产业发展和技术研发等诸

多方面，全力迎接元宇宙时代。

武汉光谷元宇宙研究院成立

聚力打造全国科幻创新高地

新业态、新平台、新工程、新政策，着力打造酿造

技术研究中心等 7 大中心，形成一套可借鉴、可

推广的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经验模式，推动宁夏葡

萄酒产业迈上新征程。

综合试验区成立一年多来，宁夏葡萄酒产业

园区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布局建设了葡萄酒

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通过引导企业、高等院

校、科研机构建立和完善协同创新共同体，提升

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能力。

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在综合试验区成立了

由 8 名院士领衔、48 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已提供 13 条重大决策建议；持续建设 2 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和 3 所葡萄酒专业学院，成立中法

葡萄酒学院，为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

智力支撑。

7 月 6 日，宁夏正式实施首批 4 个“揭榜挂

帅”科技项目，葡萄酒产业成功占得一席。10 月

21 日，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揭榜挂帅”项目“葡

萄酒陈酿期间橡木桶替代材料装备研制”举办启

动推进会。

橡 木 桶 是 传 统 葡 萄 酒 陈 酿 容 器 ，除 了 在

一定程度上释放化学物质用以改善葡萄酒理

化和感官特性外，最重要的是可以提供微氧

熟 化 环 境 。 在 贺 兰 山 东 麓 葡 萄 酒 酿 造 过 程

中，橡木桶使用量巨大，每只价格在 0.8 万—2

万 元 不 等 ，但 使 用 周 期 仅 有 3 年 左 右 。 而 且

使用橡木桶后，每瓶葡萄酒的成本将增加 25

元左右。

如何破题？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向科技要

答案。

依托“揭榜挂帅”机制，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

凝炼提出了“葡萄酒陈酿期间橡木桶替代材料装

备研制”项目，由自治区科技厅张榜，江南大学陈

坚院士团队揭榜实施。

“我们希望能够集聚产业创新资源，激发葡

萄酒产业科技创新活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奠

定基础。”宁夏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黄

思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