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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近年来，福建省南安市坚持实体兴市之本，在水暖、卫

浴、石材等优势主导行业，大力引进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

中心和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等重大研发机构；开展全

方位战略合作，促成上海大学研究院、同济大学设计创新中

心、南安华大石材产业技术研究院等高端创新平台落地。通

过打造一批新时代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尖兵，加快产业关键

共性技术攻关的步伐，加速全市产业向“智造南安”蝶变。

李红婷
福建省南安市科技局局长

◎本报记者 王健高
实习记者 宋迎迎
通 讯 员 孙建章

国内首座万吨级 3D 打印铸造全流程智能

工厂迎来重大发展节点。

福建省南安市泉州（南安）高端装备智造园

近日传来喜讯，由该智造园重点入驻项目国家

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打造的这座智能工厂，

正抓紧安装相关设备。“这座智能工厂将给区

域装备制造业带来颠覆性变化，推动整个产业

向‘智造’加快转型升级。”该智造园相关项目

负责人说。

南安市是福建省乃至全国县域经济的“排头

兵”之一。“近年来，南安市坚持实体兴市之本，在

水暖、卫浴、石材等优势主导行业，大力引进国家

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和海尔卡奥斯工业互联

网平台等重大研发机构；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

促成上海大学研究院、同济大学设计创新中心、

南安华大石材产业技术研究院等高端创新平台

落地。通过打造一批新时代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的‘尖兵’，加快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的步伐，

加速全市产业向‘智造南安’蝶变。”南安市科技

局局长李红婷说。

一项由新技术升级的远程智能水务阀门产

品，给欧冠阀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冠阀

门）带来千万元效益！

阀门属于高端精密装备的关键性部件，广泛

运用于石油、化工、供水、航天等行业。其中市政

供水管路的供水阀门多安装在户外管道井内，环

境潮湿、常年静止不动，需要时则由人工手动开

启、关闭，若阀门组成部件被锈蚀黏结在一起，以

人力很难开启。

“通过电控阀门可以改变人工操作的麻烦，

也可用于避免组件间锈蚀黏结，在一定时间间隔

内开启、关闭操纵阀门。但是电控阀门的供电取

电问题，一直是这一应用中难以解决的关键技术

问题，也给阀门远距离控制带来了困难，阻碍了

远程供水调度或事故快速响应处理。”欧冠阀门

负责人吴文川说。

同时，南安市实施“人才+团队+项目”引才

计划，引导市内企业与国内高校院所开展科研合

作，引进厦门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关明杰创新团队

与欧冠阀门合作开展项目技术攻关。该团队汇

集机械电子、嵌入式系统、能量转换与控制电路、

智能系统、传感器技术等专业领域人才。双方围

绕“远程智能水务阀门”开展了关键技术攻关，形

成了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并入选

泉州市第五批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

“利用新技术升级远程智能水务阀门产品，

可在无须从市电网取电、不安装电井的情况下，

通过对运行中的状态参数进行实时监控，远程自

动实现阀门的开启与关闭，满足远程供水调度或

对事故的快速响应处理，可快速调整与恢复作

业，大幅节省成本。”创新团队带头人关明杰说，

此外通过数据分析，还可避免意外作业中断、减

少错误发生与质量偏差、提升工厂作业安全性。

不仅授之以鱼，也授之以渔。关明杰创新团

队还指导企业技术人员掌握传感器、控制新技

术，及时解决公司遇到的阀门远程状态监测及控

制问题，同时参与企业利用传感新技术开发远程

智能水务阀门等新产品，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和推

进企业创新，实现成果的有效对接和转化，取得

良好的经济效益。

引进高端人才团队

突破智能水务瓶颈带来千万元效益

近年来，南安市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打造了

水暖、卫浴、石材、装备制造业、轻纺鞋服、光电

等产业集群，并加速推进现代制造业的高端

化、智能化的步伐。

紧扣南安市高端创新平台不足等“短板”，

南安市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

大力引进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等高水平

的重大研发机构。

“中心将建设基于 3D 打印的高端零部件快

速制造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运营中心、检验

检测中心等，提供砂型 3D 打印及快速铸造、智

能铸造系统解决方案、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服

重大创新平台落地

撬动区域产业智能转型升级

与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泉州分院、泉

州阿法科技有限公司等，共建石材产业机器人应用

技术联合研发中心等4家研发机构，并与环球石材

（福建）有限公司合作申报研究生工作站；针对行业

共性技术难题，组织实施石材大板多线切割智能装

备开发与产业化、立体石雕机器人加工装备及工艺

的研发及产业化等7个产业化项目……

设立两年来，由南安市与华侨大学联合共建

的南安华大石材产业技术研究院，依托华侨大学

学科优势，在助力全市石材产业加快智能化创新

升级上取得显著成效。其奥秘便是，作为市级新

型研发机构，该院针对产业需求，构建了从源头

创新到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快速转换的创新

体系，积极探索出推动石材发展的新模式和新业

态，并引领石材产业的发展，带动石材领域的变

革。

据介绍，新型研发机构是按照“政府引导、实

体办院、市场运作、专业运营”的现代管理理念，

通过公办专营、民办公助、企办补贴等多种模式，

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创

新联盟、行业协会、商会和投资机构等以产学研

合作方式，在泉州创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

机构。目前，泉州市对获评的省级新型研发机

构，按非财政资金购入科研仪器、设备和软件购

置费 12.5%，最高给予 500万元后补助，对获评的

泉州市级新型研发机构，根据绩效评价情况，评

为优秀的给予 50 万元奖励，评为良好的给予 30

万元奖励。南安市对于获评的省级新型研发机

构，给予奖励 50万元，对于获评的泉州市新型研

发机构，给予奖励 25万元。

“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实行高效灵活的市场化

机制，培育发展一批体制机制活、研发能力强、示

范效应明显的省、市级新型研发机构。”李红婷表

示，他们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进一步通

过引进、共建一批具有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

汇聚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端人才等，提升全

市自主创新能力和层次，引领产业向数智转型升

级，加快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实行高效市场机制

打造机制活研发能力强的“尖兵”

打造打造““科研尖兵科研尖兵”，”，加快共性技术攻关加快共性技术攻关

福建南安开辟数智转型新赛道福建南安开辟数智转型新赛道

◎包华武 本报记者 刘 昊

金黄色的稻田里，沉甸甸的谷穗弯下了腰；水稻秸秆下面，拇指大的田螺

在水田里缓缓蠕动……前不久，广西柳州市鱼峰区白沙镇王眉村的柳州螺蛳

粉原材料示范基地喜迎丰收。

在这片 350亩的稻田里，稻花香，田螺肥，形成了稻螺共生的绿色生态。

“‘稻螺共生’的方式，不仅让村民收入提高，也大大提升了螺蛳粉的品质。”鱼

峰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钟木兴说。作为全国最大的螺蛳粉生产基地，近年

来，广西柳州市鱼峰区以科技创新不断推动螺蛳粉原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实现智慧农业现代化，绘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2022 年 10 月，鱼峰区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单位，提出力争到

2025年，乡村振兴取得阶段性成果，实现农村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联动发展，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在全国前列。

“稻梦”空间好生态

走进位于王眉村的柳州螺蛳粉原材料示范基地，已收割的稻田里仍残留着

稻花特有的香气。与常规稻田不一样的是，“稻螺共生”的秧苗往往插得比较稀

疏，但是在专家的指导下，收成不会比普通的稻田少，有的甚至还会更多。

钟木兴介绍，“稻螺共生”是把种植水稻与养殖田螺有机结合在同一生态

环境中，通过田螺在稻田中活动及物质交换，增加水稻根部的营养物质并促

进吸收，利于水稻的生长，提高水稻产量和质量；而水稻能为田螺提供一个良

好的避暑环境，从而实现稻、螺共生互惠互利的小生态。

“稻螺共生”模式，对于当地村民来说其实并不陌生，但由于缺少技术，曾

经的村民只是采用“人放天养”的传统方式，在稻田中投放一些种螺和小螺，

能养出多少算多少，产量极低甚至是没有产量。

为改变这种传统的种养模式，鱼峰区制作“螺蛳养殖扶持政策明白纸”，

通过线上线下广泛宣传，发动农民、合作社和企业投入到螺蛳生产中来。同

时依靠科技的力量实现螺蛳养殖产量和质量的突破。邀请广西水产技术推

广站、柳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专家和鱼峰区技术员组成的螺蛳养殖专家团

队，全天候对养殖户进行螺田改造、投放螺苗、养殖管理等技术指导。

通过“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2022年鱼峰区螺蛳养殖面积达 530亩，

产量约256吨。而农民们通过把田承包给基地，一边当“租公”，一边在基地里

打工，实现了足不出村就能拿到双份收入。

王眉村螺蛳粉产业园柳江人家螺蛳养殖基地工作组组长熊朝宣介绍，

平时螺田都是让村民帮忙看管。插秧、收螺的时候最忙，每天会雇 40 多名

村民来帮忙。63岁的王眉村村民黄忠命主要负责在螺田看水，协助施肥、除

草等，每月收入3000元。“自己种田辛苦，租出去还有两份收入。”黄忠命说，现

在田全部承包出去，可以得租金，还能帮老板做事拿“工资”。

智慧农业现代化

稻田养螺仅仅是鱼峰区通过科技铺就乡村振兴路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近年来，鱼峰区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推动螺蛳粉原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

智慧农业现代化，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产业。

“‘一部手机’就可以操控！”近日，白沙镇新安村的柳州瑞丰现代农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新建的4条智能化木耳培植生产线投产，技术员在监控室一人就能操控

解决大批量菌棒的均匀灌溉问题，对温度、湿度进行有效控制，摆脱气候条件制

约，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菌棒长势，实现了日产木耳原材料菌棒1万包向3万包的

飞跃。在达产的情况下，解决附近村子近百位村民的就业问题，带动增收。

钟木兴说，近年来，鱼峰区与广西农业科学院、广西水产技术推广站、柳

州螺蛳粉产业学院等多家科研院校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发展螺蛳粉原材

料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以柳州螺蛳粉产业核心示范区为创新试点，大力

推广“稻+螺+渔”的共生共养模式，“稻—豆—葱”“椒—豆—菜”等轮作种植模

式，“菌—菜—竹”高效生态循环种植模式的应用，推进种养模式多元化，改变

原先土地单一的种植方式，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广西农业科学院蔬

菜研究所、微生物研究所开展项目联合攻关和人才培养，引进农丰 5号、桂丰

一号、台毛一号等豇豆、毛木耳新品种18个，应用推广豇豆减肥减药绿色高效

栽培技术、笋竹无性育苗等新技术新成果14项。

同时，鱼峰区依托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数字农业研究所，推动智慧农业融合

发展。先后开发螺蛳粉原材料智慧农业系统和龙翔云柳州螺蛳粉大数据平台，

推广应用害虫智能化捕捉、无人机统防统治、节水微喷滴灌系统等智能农业技

术，使农户足不出户就能掌握农作物的生长情况，“靠天吃饭”变为“智能控制”，

实现螺蛳粉全产业链从“生产—加工—销售”全程数字化、可视化、可追溯。

2022年，鱼峰区计划新增螺蛳粉原材料种植面积12350亩。有了螺蛳粉

产业，鱼峰区的不少村民盖起了“螺蛳粉产业楼”，而村里的道路等基础设施

也跟着逐步提升，村民幸福感大大增加。

“稻梦”空间好生态

广西鱼峰绘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张有军 记者朱彤）12月 25日，第七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青年科技论坛在八师石河子市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论坛主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简称兵团）科协主办，新疆农垦科学院科协承办，兵团各师市科协、石

河子大学科协、塔里木大学科协、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协办。论坛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设有多个分会场供科技工作者研讨交流，近

2000人次参加了论坛系列活动。

在论坛上，新疆农垦科学院王国栋等 10名第七届兵团青年科技奖获得

者和第六师农业科学研究所陈江鲁等 30 名第七届兵团青年科技论坛优秀

论文作者受到表彰。新疆农垦科学院“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授牌。中国工

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作《寄语青年科技工作者》报告，中

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吴存祥、刘录祥分别围绕大豆和小麦产业发展作报告，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周顺利聚焦玉米产业发展作报告，塔里木大学教授吴翠

云作了《弘扬科学家精神，助力兵团乡村振兴》报告，来自新疆农垦科学院、

六师农业科学研究所、三师农业科学研究所等兵团科研单位的青年科技工

作者代表结合各自科研领域作报告。

兵团青年科技论坛是经兵团同意，由兵团科协于 2010 年设立，每两年

由兵团“两校一院”轮流承办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学术交流的平台，已举办过

六届，现已产生了一批学术交流成果，为党政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咨询作用。

兵团青年科技论坛已成为兵团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施展抱负的重要

平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兵团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科协主席童中华表示，下一步，兵团科技、

科协系统将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理念，以农业关键核心技术为

引领，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突出应用导向，加快成果转移转化，为把兵团

建设得更强大更繁荣贡献力量。

聚焦保障粮食安全

新疆兵团举行青年科技论坛

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改扩建

及配套工程竣工投用。该项目向地下要空间，在

“巴掌大”的地方“抠”191 个社会共享停车位，有

效改善家长接送学生停车难现状，缓解周边区域

交通压力。

该工程是青岛西海岸新区推进城市更新和

城市建设八大攻坚行动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

青岛西海岸新区全面启动王台老工业区升级改

造、旧城旧村改造建设、土地高效利用、市政设施

建设等八大行动，持续推进总投资 1800 多亿元

的 390 多个项目。聚焦提升生产功能、生活功

能、生态功能发力，城市能级在奋进者的手中不

断攀越，城市品质在拔节向上中日渐提升。

低效片区“长”出高科技产业

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街道是享誉全国的纺

机名镇，纺机制造已有 50 年的发展历史。但在

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饱和、技术迭代等问题

让这里的发展陷入困境，这里被贴上了“低效

片区”的标签。

王台街道开始了一场产业翻新。按照规划，

王台街道持续推进高品质生活服务片区、新型显

示产业园片区、青岛光电产业园片区、专精特新

产业园片区及黄山生活配套片区“五大片区”建

设。

如今，京东方物联网移动显示端口器件青岛

生产基地、富士康半导体高端封测项目均已投

产，王台街道已初步形成光电显示等产业集聚态

势。“未来三年，我们将在 33.95 平方公里的王台

老工业区升级改造片区建设一座产业新城。”王

台街道党工委书记朱长江介绍道。

低效片区“长”出高科技产业，“治好了”王

台街道居民马秀玲长久以来的心病。“我儿子

学的是自动化专业，之前告诉我老家这边没有

他所学专业的对口工作，毕业后打算去别的城

市闯一闯。最近，儿子发信息说他通过校招面

试了京东方设备与工艺工程师岗位，如果能应

聘上，以后就在老家工作。”马秀玲高兴地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

据悉，截至目前，王台街道正全力推进新一

轮总投资 711.04 亿元的 19 个市级城市更新项

目落地，计划完成投资 222.68 亿元，一个崭新面

貌的“产业新城”正集聚成势，步入发展新赛

道。

“翻身仗”中筑起“安居巢”

“以前住的是土坯房，一到雨天就漏水，全家

人都睡不踏实。殷家河片区改造工程实施后，现

在我家住的这栋新房不仅美观安全，还宽敞舒

适。”近日，70 岁的殷家河安置区居民张庆军高

兴地说道。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像张庆军一样旧房换新

居的群众还有很多。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统

筹推进旧城旧村改造，从一场场“翻身仗”中为百

姓筑起“安居巢”。

以总投资 37.7 亿元的殷家河片区改造工程

为例，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67万平方米，安置区包

含 74栋住宅楼共 3792套住房、2座幼儿园及 2座

社区服务中心等，形成了宜居、宜学的高端社区

生活圈，实现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

住有所居。

“作为实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

行动的重要一环，城中村改造一头牵着民生，

一头连着发展，不但可以改善提升居住功能和

居住环境，而且能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助力

城市有机更新。”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李博表示。

据了解，青岛西海岸新区计划推进 111个村

庄改造。截至目前，已启动 30个安置房项目，共

涉及 15 个镇街 75 个村庄、2.3 万户、7.6 万人，建

设安置房 4.6 万套、671 万平方米，总投资 442 亿

元。16 个项目计划年内竣工，14 个项目力争

2024年底前全部回迁。

山头公园“绿”动新区

11 月 26 日，2022 年青岛市山头公园时尚季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徐山文化公园启动。这边是

“放歌山顶音乐派对”的悠扬歌声，那边是草地帐

篷诗歌会的琅琅读书声，身在其间的市民游客，

仿佛置身一片充满欢乐的海洋。

徐山文化公园是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展山

头公园改造提升、打造的第一处“文化型山头

公园”。沿山道而上，“管子论势”“春秋首霸”

“大兴长城”“齐吴海战”“称雄诸侯”等一系列

塑石浮雕展现着波澜壮阔的齐国争霸史，引人

关注。

“以前城区内缺少公园等休闲场所，每到假

期孩子们就窝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现在好

了，周末可以带着孩子来徐山文化公园逛逛，游

玩的同时还能学知识。”家住徐山文化公园附近

的西海岸新区市民李华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西海岸新区投资 2.9 亿元，对 14

处山头公园实施改造提升。目前已有徐山、北

海、乳山、温山等 10 处公园建成并对外开放；马

头山、大涧山、莲花山、塔山等 4 处公园正加快

建设推进。一座座山头公园犹如一颗颗珍珠星

罗棋布，描绘出“只此青绿”的生态底色，一幅

幅“望山能登山、近山能游园”的图景正一步步

勾勒成型。

推进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八大攻坚行动

青岛西海岸新区不断提升城市能级

务。”据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项目负责

人介绍，项目建成之后，将打造国内首座万吨

级 3D 打印铸造全流程智能工厂，推动铸造 3D

打印、机器人等新技术与产业的融合，服务周

边铸造产业、相关区域制造业，推进产业向高

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发展。

与此同时，围绕主导产业石材产业数字化

转型的目标，南安市与卡奥斯强强联合，共建

“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全国石材行业应用总

部”，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园区”模式，加速工

业互联网与传统石材产业的充分融合。

在重大创新平台的助推下，龙头企业向科

技要效益，加快数智转型。在九牧集团的高端

灯塔工厂，这个以生产智能马桶为主的车间，

所有机械设备均由 5G 应用控制，实现生产线人

机协同，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每年可生产 350

万套智能马桶，通过光伏发电、设计减排、节水

减排，每年可达成碳减排 18000 吨；在申利卡铝

业的全自动生产线上，旋压机器人灵活运转，

一个个轻量化铝合金汽车轮毂从材料到成型的

制造过程行云流水，大大节约了人力，提升了

产品质效。

福建南安华大石材产业技术研究院研发人员在操作金刚石磨粒
自动排布机，制备新型石材加工金刚石工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