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静雯 陈 科

园镜头

7责任编辑 杨思晨园 区
2023 年 1 月 31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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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包头稀土高新区

企业研发中心集聚专职研

究与试验发展人员3228人，

研发项目累计达1235项；企

业形成有效发明专利 1057

项，入库人才达 1821人；累

计实现500多项重大科技成

果落地转化，签订技术合同

46项，成交额达 2.06亿元，

占包头市的76%。

2.06亿元

◎通讯员 赵海忠 晏瑞一 泥天峰 本报记者 朱 彤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贾婷婷

科技日报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新疆石河子开发区 2022 年经济工作总

结表彰大会获悉，石河子开发区围绕八师石河子市（以下简称师市）“当好

兵团高质量发展火车头”的使命任务，团结奋斗、砥砺前行，经济发展取得

重大成就，开创了稳中有进、再攀新高的崭新局面。石河子开发区成为兵

团和师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石河子开发区 2022 年预计完成生产总值比 2020 年翻一番，工业增

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全口径税收分别占师市比重的 80%、43.5%、87%，

企业数量从成立之初的 10 家，增长到现在的 3588 家。该开发区生产

总值、工业增加值和全口径税收分别是 1992 年的 2188 倍、2567 倍和

2884 倍。

石河子开发区着力集聚龙头链主，在招商引资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2022 年，石河子开发区紧盯招商引资目标任务，不断盘活存量，扩大增

量，高标准实现招商引资“量质双升”；围绕碳基、铝基、硅基新材料等 11

条产业链精准招商；依托“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国家级双创示范基

地”“科创中国试点园区”等区位优势和土地、能源、人才等要素优势，先后

引入江西国化实业有限公司年产 1.25 万吨电子冷却液、江阴新仁铝箔科

技有限公司年产 30 万吨电池箔等项目。石河子开发区 2022 年新签项目

达 16 个，协议总投资 560.8 亿元，超额完成 2022 年初投资目标任务；进一

步扩大与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西部合盛硅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合盛硅业）、中化学东华天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天业）

等企业合作，形成 30 亿元以上投资储备项目 5 个。截至 2022 年底，新疆

西部宏远电子有限公司高性能电极箔、合盛硅业 20万吨密封胶等 16个项

目竣工验收，东华天业年产 10万吨 PBAT工程、新疆国林新材料有限公司

每年 2.5万吨高品质乙醛酸、石河子市国力源环保制浆有限公司年产 9万

吨氧化法制浆等项目开机生产。

石河子开发区不断提升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规范化和精准化水

平，科技型企业增长规模领跑兵团。石河子开发区 2022年新增创新型中

小企业 5家，规上工业企业 3家；15家企业入选兵团第一批“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达 50家，同比增长 38.9%。石河子开发区大力发展

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循环经济产业链关联度由 30%提升到 64.9%；持续加

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提升“研究院+产业智库联盟+孵化加速器”

平台体系创新驱动能力，双创孵化面积 10 万平方米，累计孵化企业 612

家；设立兵团首支科创基金“石河子高新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 1.01 亿

元；打造辽疆数字丝路电商产业园，直播成交金额超百万，带动就业 213

人，为石河子开发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拓宽了新路径。

师市党委常委、八师副师长、石河子市副市长王瑞玲表示，将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动力，牢牢

锁定新材料、新能源、农业资源转化和现代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强化

拿第一、创最优意识，始终把企业发展与师市大局相结合，帮助企业找

准定位和发展机会，全力打造兵团乃至新疆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千

亿级产业集群。

汇聚龙头链主，健全培育体系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拓宽发展路径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迎霞 通讯员马鹤仪）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苏银产业园总投资 4.1亿元的锦洋绿储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正式开工，

标志着该园区 2023年项目建设全面启动。

锦洋绿储共享储能电站项目额定装机容量为 100 兆瓦/200 兆瓦

时，分为 40 个 2.5 兆瓦/5.0 兆瓦时储能单元，储能系统采用集装箱一

体化配置。该项目将在储能先进性技术、储能设备寿命、电池循环寿

命标准、转换效率等主要技术指标方面作出示范，预计于今年 5 月底

前建成运营。

“项目符合银川市‘三新’产业规划和‘两都五基地’产业布局，建成后

将有助于加快推进银川市储能产业发展，提升电网灵活调节能力，提高新

能源消纳能力，缓解高峰供电压力，为苏银产业园试点创建宁夏回族自治

区‘绿电园区’打下坚实基础，对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具有

重要示范意义。”苏银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3 年，苏银产业园第一批谋划实施项目 20 个，总投资 397.5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33.9 亿元。下一步，苏银产业园将严格落实好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要求，扎实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抢抓国家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建设机遇，以项目

建设“开门红”促经济发展“全年红”。

去年以来，苏银产业园把加快培育科技型企业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的重要抓手，积极挖掘，多措并举，全力推动科技型企业数量和质量双

提升。截至目前，苏银产业园共有科技型科技中小企业 29 家，宁夏回族

自治区科技“小巨人”企业 3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4 家，科技型企业数

量超过苏银产业园已投产运营企业数量的 70%，产值贡献超过所有企业

产值的 90%，成为苏银产业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接下来，苏银产业园将积极发挥科创载体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

的主阵地作用，加强实验室、创新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等创新平台的布局

建设，积极落实好各项科技、人才政策，持续加大科技引导投入，瞄准一批

潜力大、前景好的成长性企业，为苏银产业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

支撑。

总投资4.1亿元项目开工

宁夏苏银产业园吹响建设“冲锋号”

在四川泸州高新区科技服务线下展

示大厅，电子屏幕、城市建设沙盘随处可

见，玻璃展柜里陈放着泸州市在新能源、

新技术、现代医药、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

科技产品……这些皆彰显着泸州高新区

近年的发展成就。

笔者从日前召开的四川省级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工作推进会上获

悉，泸州高新区自2022年成功创建省级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以来，积极构建科

技成果转化发展生态，加速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提升泸州高新区科技创新能力。

2022 年 1 月至 11 月泸州高新区实现营业

收入 1036.23 亿元，技术合同成交额 7.35

亿元，新增发明专利授权120件。

泸州高新区于 2013年 9月成立，2015

年2月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近

年来，泸州高新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打造四川科技创新示范高地。

集聚人才 致力技术研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泸州）先进

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泸州先进技术研

究院）是为深入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战略部署而成立、实行企业

化管理的科研机构，围绕成渝地区生物

工程、智能制造、电子信息、化工等领域，

开展共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科技协同

创新、项目孵化、新兴产业培育、科技成

果转化。”泸州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表

示，研究院着力构建“科研、教育、产业、

资本”四位一体的微创新体系，打造创新

驱动发展的新动能和推动产业转型发展

的新引擎。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加速演进，创新驱动成为各地谋求

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在此背景下，泸

州高新区成立泸州先进技术研究院，既

有利于泸州市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更能促进区域科技资源加速聚集，助力

解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下中部城

市科技创新能力“中部塌陷”问题。

泸州先进技术研究院以泸州老窖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为依托，是致力于聚集

高层次人才、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加强

产业链延链强链补链的重大创新平台，

旨在打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壁垒，

整合泸州市各类技术创新平台，探索人

才、资本、产业紧密结合的运营模式和创

新生态。

据悉，泸州先进技术研究院建立科

技成果库，以公开征集、定向收集等方式

对接大院大所科研成果，同时面向泸州

内外，整合科研项目，形成科技成果库，

现已征集 310余名科技人才的科研成果，

招收引进泸州产业发展急需的博士后研

究人员 124 名，并拓展开放合作渠道，与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等 50 余所大学、科研机构

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搭建平台 实现品牌化输出

近年来，泸州市建成各类科技创新

平台 293 个，其中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28 个、省级科技创新平台 88 个。泸州高

新区等均建成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四川科瑞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获批四

川省首个由企业牵头组建的省级重点

实验室。

“在这里，我们为科技创新创业者提

供了最好的舞台，足够他们施展一番拳

脚。”据泸州溪谷新经济产业孵化器董事

长康超介绍，位于泸州高新区的泸州溪

谷新经济产业孵化器积极响应建设成渝

双城经济圈的号召，立足于创业辅导、科

技服务、人才培养、科技金融及技术支持

五大业务板块，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技

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已形成完善的孵化

服务体系。

在 2020 年疫情期间，泸州溪谷新经

济产业孵化器为企业减免房租共计 104

万元，为企业申报项目奖补资金达 300万

元，营造了良好的“双创”氛围。

“我们将加强内控管理，切实做好在

孵企业服务，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

发展道路，实现‘高新溪谷’品牌化输出，

打造线上孵化服务平台，联通川渝孵化园

区和科创企业，立足泸州，辐射川渝，建成

一个环成渝创新数字生态圈。”泸州溪谷

新经济产业孵化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泸州高新区将继续激发人

才创新创业创造活力，打造区域人才中

心和科技创新高地。“我们将力争高新

技术企业总数突破 160 家，入库国家级

科技型中小企业 220 家以上；加快推进

泸州先进技术研究院、国家级博士后工

作站建设，积极争创更多的国家级孵化

器，国家级、省级研发平台。”泸州高新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四川泸州高新区：

聚集科技资源，“转”出双创实力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包头稀土高

新区获悉，该高新区创新运用“企业主

体、市场主导、政府主动”的培育发展模

式，科学建立“宣传普及、重点培育、精细

管理、政策兑现”四位一体工作机制，加

速形成了 158家各级各类研发平台，其中

内蒙古自治区级以上研发平台占比达到

54%以上。

唯创新以致远。眼下，创新潮涌的

包 头 稀 土 高 新 区 ，正 释 放 出 源 源 不 断

的 澎 湃 活 力 ，推 动 产 业 技 术 研 发 和 科

技成果转化，形成“千军万马齐创新”

的局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企业主

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目标导向，提

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包头稀

土高新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

动各级各类研发平台引育建设，服务企

业创新发展。

包头稀土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局长吴

铁山说：“包头稀土高新区研发平台集聚

了科技、人才、环境等创新要素，是推动

科技攻关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创新绩效、

带动产业升级具有先导性作用。目前，

包头稀土高新区各类研发平台正由点带

面，高效聚集创新资源、持续催生创新动

能，形成了区域创新梯次联动新格局。”

包头稀土高新区组织包头天工电机

有限公司、包头韵升强磁材料有限公司

等企业开展座谈，对企业研发中心的创

新现状、人才培养计划、新项目建设等情

况进行交流探讨。此外，该高新区服务

团队到内蒙古一机集团宏远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内蒙古中铁轨枕制造有限公司

等企业多次开展实地走访调研，进行需

求解答、跟踪服务的同时，还积极宣传科

技创新奖励政策，并向企业普及国家级、

内蒙古自治区级研发中心申报条件，做

好企业研发中心提档升级培育工作。

“企业引进的‘稀土磁性材料应用院

士工作站’于 2022 年 9 月成功获批内蒙

古自治区级院士工作站。这都得益于包

头稀土高新区科技创新局的帮扶，院士

工作站提档升级后，进一步激发了企业

的创新活力，对企业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提升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包头英思

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曹彩婵说。

包头英思特稀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是专业生产稀土磁性材料的稀土终端

应用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电脑、手机等

电子产品。院士工作站将着力帮助企业

解决高端产品生产的关键技术和行业共

性难题。

记者了解到，通过包头稀土高新区科

技创新局的统筹谋划，截至目前，该高新区

已集聚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

构、院士工作站、创新联合体、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等各类研发平台158家，这些创新平

台已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也为

企业创新找到了不竭的动力之源。

引育并用 构筑研发平台

位于包头稀土高新区的包头威丰稀

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

丰电磁）生产车间，4 万多平方米的宽大

厂房内，工人们铆足干劲，正在加紧生产

科技赋能 实现成果转化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和磁材）通过重稀土扩散技术和

独特的产品原料配比，使生产稀土永磁体

过程中的重稀土用量从原有占比4%以上降

低到约1%。而该项技术之所以取得重大突

破，正是因为公司打造了内蒙古自治区级

重点实验室——磁性材料重点实验室。

天和磁材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董义

告诉记者：“我们的实验室主要从事烧结

钕铁硼和烧结钐钴两种材料的技术研

发，现有技术人员 150 余人，占公司总人

数的 10%以上，研发经费占销售额的 4%

以上，研发规模十分庞大。我们依托磁

性材料重点实验室，已经在重稀土扩散

技术和无重稀土技术方面取得了突破，

为企业跻身行业前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包头稀土高新区坚持创新在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

作为发展的战略支撑，以打造研发平台为

依托，持续增强区域科技创新策源能力。

包头稀土高新区加大研发投入，引

导企业建立政策补贴与研发投入相结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增加年度科研投入

在同期销售收入总额比重，以研发投入

激发创新活力；优化人才结构，通过完

善科研环境、投入科研经费、累积学术

资本、提高薪资待遇等，让科技人员安

安心心搞科研；提升软硬实力，设立独

立 完 善 的 科 研 场 所 ，建 立 长 期 发 展 规

划，提升科研成果转化数量，加强产学

研合作能力。

下一步，包头稀土高新区将聚焦新

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领

域，积极推动建设一批主体多元化的研

发平台，围绕产业关键技术难题，开展基

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和

科技成果转化，为包头稀土高新区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示范引领 打造创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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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有了不竭动力之源企业创新有了不竭动力之源
一批高磁感取向硅钢，并将于近期发往

国内各大变压器厂家。

该公司副总经理、技术研发中心主

任刘宝志告诉记者，在包头稀土高新区

科技创新局的积极引导下，公司研发中

心成功升级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研发中

心，并成功引育 20 名技术创新人才。目

前，公司研发团队接连在“取向硅钢隧道

式高温退火设备关键技术与工艺优化”

“新能源汽车用高强高效稀土取向硅钢

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获

得了 1800万元的创新资金支持。

“研发中心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无

形资产’，不仅可以让企业开展科研项目

时少走弯路，在面向市场进行产品推广

时也是一种硬实力的体现。如今，威丰

电磁已获得授权专利 52 项，累计转化科

技成果 20项。”刘宝志说。

近年来，包头稀土高新区全力帮助

各级各类研发平台开展申报工作、提档

升级，定期开展培训，实施专业辅导，构

建培育梯队，让企业了解研发平台的申

报基础条件、建设内容等；深入开展调

研，搜集高新区企业技术需求及相关科

技信息，组织开展院士专家和企业间的

对接、交流、洽谈，进一步挖掘合作发展

潜力；完善支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相关

政策，拓宽科技创新多元化合作渠道，打

通联盟成员单位之间的技术壁垒。

当前，包头稀土高新区的百余家研

发平台，有了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

“有形之手”的助推，正将“无形资产”转

化为“有形价值”反哺企业。目前，包头

稀土高新区企业研发中心集聚专职研

究与试验发展人员 3228 人，研发项目累

计 达 1235 项 ；企 业 形 成 有 效 发 明 专 利

1057 项，入库人才达 1821 人；累计实现

500 多项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签订

技术合同 46 项，成交额达 2.06 亿元，占

包头市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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