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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REGIONAL INNOVATION

甘 肃 省 金 昌 市

正着力在优化结构、

转 型 升 级 、创 新 驱

动、提质增效上下功

夫，“旧动能”向“新

动能”加速转换，“积

累量”向“提升质”跨

越的动力日益强劲，

金昌正奋力在高质

量发展轨道上跑出

“加速度”。

◎本报记者 雍 黎

K地方动态地方动态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讯员 莫亚红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方成 记者江耘）江南正逢春，位于浙江

省诸暨市的浙江信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多种样式的“花朵”也

竞相绽放：总长约 15 米的电脑绣花机上，48 根绣花针同时飞速跳

动，穿针引线之间，珠片在红纱上织成一幅幅美丽的花朵图案，一

件唐代风格的大袖荷花裙逐渐成形……

3月 16日，记者从诸暨市经信局了解到，浣东街道党工委通过

基地建设，正引进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研发力量，全力助推

绣花机企业走创新驱动之路，努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诸暨市浣东街道有着全国最大的电脑绣花机基地，拥有整机

生产厂家 30 余家，零配件生产厂家 50 余家，规上工业 12 家，经营

主体 210余家，超过 1.8万名相关从业者。但在国际贸易复杂形势

下，作为传统制造业的绣花机产业，正面临着“成长的烦恼”。如何

在数智化时代行稳致远，既是行业课题，也是诸暨传统块状经济面

临的共性难题。

“一件荷花裙的总针数有 100 多万针，把花样输入电脑后机

器就自动开始绣花，最多可以进行 12 珠、3 片的刺绣，一个小时

就能搞定，效率非常高。”浙江信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田桂郁介绍。近两年，该企业每年技术研发的投入费用超 1000

万元。

“两年来，街道对绣花机产业的科研投入达 3.6 亿元。我们粗

略统计，今年以来，全街道已出口绣花机 1.2 万台，企业都在抢订

单、赶工期，预计今年市场会有明显的回暖。”浣东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杨高峰说。2022 年，浣东街道出口形势良好，出口

额超过 17991万美元，同比增长率达 50%。

记者了解到，浣东街道将坚持数智赋能，持续推进传统刺绣机

产业数字化改造，引导本地行业龙头企业加强重要产品、关键技术

攻关，同时引导企业参加国内外大型展览，向外拓展刺绣机销售渠

道和应用领域。

浙江诸暨：街道产业绣出新花样

两年科研投入 3.6亿元

记者日前在内蒙古包头稀土研究院的稀土新材料中试基地采

访时看到，高纯稀土金属靶材中试产线正在有条不紊地运行着，该

中试产线仅有 15 名技术、生产人员，占地不足百平方米。但其生

产的高纯稀土金属靶材却同时具备可实现屏幕折叠和低能耗、提

高屏幕分辨率和饱和度的产品特性，受到了众多手机、智能电视厂

商的追捧，一条中试产线就可实现年销售额千万元。

从技术发明到应用、中试放大、批量生产，需要长时间的反复

验证和大量的资金投入，“达尔文死海”指的就是这个科研机构和

企业都不愿触碰的中间地带。

经过几十年研发沉淀和科研人员的不断探索创新，包头市积

累了大量的关键技术和科研成果亟待转化落地。我国稀土行业第

一个新材料中试基地应运而生，旨在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中的长期

难题，跨越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之间的巨大鸿沟。

“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科研成果和解决行业难题的关键技术，中

试基地就是助力实验室技术落地的孵化器和培养皿。我们也朝着

这一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成果转化工作，多培育‘高新尖

特’产品，技术向产业端延伸，进一步提升稀土产品的附加值和竞

争力。”中试基地高端钕铁硼磁材研发项目负责人李泉说。

自成立之初，稀土新材料中试基地积极为科研人员“减负”，出

台《稀土院科技开发管理办法》《稀土院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等

管理办法，形成一系列“科研成果转化手册”，将科研与生产分开，

摘掉科研人员头上的经济指标，让他们轻装上阵做好稀土前沿研

究，也让生产技术人员心无旁骛做好工艺、产线升级，加快推动科

技成果产业化。

截至目前，稀土新材料中试基地已建立起高纯稀土金属靶材、

稀土合金材料、PVC 稀土复合稳定剂、稀土磁性材料 4 条中试产

线，形成先进完善的生产、测试装备条件，解决了一批稀土新材料

产业化和应用技术难题，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技术领先、面向社

会开放的稀土中试平台，多项科技成果、产品达先进水平。

内蒙古包头新材料中试基地

跨越“达尔文死海”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邹凌 吴林波 记者刘昊）3 月 3 日，记者

从广西科协创新方法大赛总结会上获悉，广西通过创新方法的学

习运用和创新方法大赛的带动，助力科技人员获得专利 371项，推

动广西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

据悉，广西积极面向社会筹措资金，坚持“带题培训”“以赛促

学”“进企办赛”“带题参赛”模式，在全区推开了创新方法培训工

作。近年来，累计牵头组织举办创新方法系列培训 60 余场，服务

企业近 400家，培训一线创新人员 5000余人，掀起了企业科技人员

学习创新方法的热潮，有效助力重点企业运用创新方法解决实际

技术难题，推动产生一批重大创新成果。

2022年广西创新方法推广应用实现“三个新高”。一是参赛项

目成果创新高。279项报名参赛项目中，企业科技人员针对生产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通过创新方法学习应用，形成最终技术解决方案

779 个，获得专利 371 项（其中，发明专利 175 项、实用新型专利 188

项），正在申请专利 229 项，发表论文 184 篇，创造直接和间接效益

339亿元。二是参赛成绩创历史新高。斩获国赛一等奖 3项（全国

一等奖 23 项），二等奖 6 项，并首次实现项目挺进全国电视擂台赛

（全国入围擂台赛项目仅 11 项）。三是培训数量创新高。全区各

市自发开展创新方法培训数量近 50场，参训企业 118家，参训科技

人员 2000余人。

创新方法是科技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教育部和中

国科协，联合启动的一项科技创新工作。自 2018 年起，由中国科

协、科技部共同主办的中国创新方法大赛，面向企业推广应用创新

方法，助力企业科技创新。

带题培训 以赛促学

广西创新方法助科技人员获专利371项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讯员 李宝乐

重庆以加快推进卫星互联网为重点，

推动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重

庆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以卫星互联

网为引领的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 2025 年，重

庆将创建国家级卫星互联网产业创新中

心，到 2030 年建成卫星互联网综合应用示

范区，推动 3—5 家企业上市，引进培育上

百家“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千亿级空天信

息产业集群。

抢抓机遇 重庆航空航
天产业“从无到有”

今年 1 月，两颗气象探测卫星“西永微

电园 1号”和“西永微电园 2号”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由重庆（西部）

科学城落户企业航天天目（重庆）卫星科技

有限公司研制。今年该公司还计划发射 24

颗气象探测卫星。

今年 2月 2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在渝

战略合作重大项目——空间电磁频谱研究

院及低轨卫星星座产业化项目落户西部

（重庆）科学城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将带动

重庆卫星互联网产业能级跃升。

近年来，与重庆相关的航空航天新闻

越来越多。而这与重庆在 2010 年国家低

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启动后，抓住契机从

通航产业切入航空航天产业的布局密不可

分。重庆通过成立两江航空产业投资集团

进行产业招商培育，加速集聚通航产业发

展要素，相继成为全国通航全产业链发展

试点省市和国家发改委通航产业综合示范

区，实现了航空航天产业“从无到有”。

中国第一枚民营自研商业火箭、支线

物流无人机、全球首款载人级两座智能分

体式飞行汽车……这些研发成果都是来自

重庆两江新区。

“目前，重庆至少有 90%的航空航天产

业项目落户两江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中国星网集团、金世利材料、

丰鸟无人机、华夏航空、零壹空间、西工大

重庆科创中心、国家卫星互联网产业园等

近 30 个具有影响力的项目均已落户。两

江新区初步建成航天产业“火箭+卫星”、

航空产业“制造+运营+服务”、空天动力

“整机+零部件”、高端金属材料“研发+制

造”的产业链条，能为卫星互联网发展提供

完备支撑。

目前，重庆基本形成通用航空“整机+

核心部件+配套制造+运营+服务+金融”

全产业链，通过引进航空发动机、航空材

料、卫星通信、商业火箭等一批具有行业重

要影响力的龙头项目，形成了通用航空与

运输航空“两翼齐飞”、航空与航天协同发

展的集群式发展格局。

三方面推进 打造空天
信息产业集群

“航空航天产业是科技含量极高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必须聚焦人才培养。”重庆交通

大学航空学院院长张铭表示，当前重庆空天

信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对于技术人才的需

求与日俱增。早在2018年3月，重庆交通大

学就挂牌成立了航空学院，先后开设“飞行

器制造工程”“飞行器动力工程”“飞行器控

制与信息工程”等专业，为重庆航空航天产

业发展搭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据了解，重庆在创新链、人才链的引入

培育上引入了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

心，已经落地了“中国复眼”“分体式飞行汽

车”等项目。《意见》指出，将依托空天信息

产业重点项目、重大平台、核心园区引进国

内外高端研发机构、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加

强市内高校专业设置，强化企业与高校联

合培养专业人才。

下一步，重庆将如何发展空天信息

产业？

《意见》提出，重庆市将重点围绕“不断

完善卫星互联网发展体系、加快通导遥融

合率先建成综合应用示范区、推动补链成

群着力打造空天信息产业集群”这三个方

面进行。

一方面，重庆将充分发挥卫星互联网

先发优势，以应用为先导推动卫星互联网

基础设施、运营服务、产品研发等建设，推

动与地面通信网络融合发展，强化通导遥

融合特色化、商业化应用，带动空天信息

全产业链发展。另一方面，重庆还将不断

完善卫星互联网发展体系，包括建设卫星

互联网基础设施、开展卫星互联网运营服

务等，在国内率先建成综合应用示范区，

推动通导遥技术融合、赋能优势行业发

展、创新社会民生应用场景和提升商业化

水平。

在推动产业补链成群方面，《意见》提

出，重庆将做优做强空天信息产业“链主”

企业，聚焦标准、核心算法和核心芯片等重

点领域能力建设，强化卫星互联网运营服

务能力供给，特别是立足重庆北斗产业基

础，结合汽车、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优势，发

挥山地超大城市特色应用场景带动作用，

发展壮大北斗全产业链。

同时重庆还将着手建设卫星互联网产

业园，推动卫星互联网产业园与两江协同

创新示范区一体化发展，建成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特色园区、中央企业数

字化转型联合创新基地、卫星互联网产业

共同体。

聚“星”成链逐梦“空天”，重庆已绘制

千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蓝图，正以卫星

互联网为引领阔步前行。

聚“星”成链逐梦“空天”

重庆打造千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着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是甘肃金昌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实施‘强科技’行动的方向。”3 月 12 日，甘肃省

金昌市委书记王钧告诉记者，目前，金昌正着力在优化

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旧动

能”向“新动能”加速转换，“积累量”向“提升质”跨越的

动 力 日 益 强 劲 ，金 昌 正 奋 力 在 高 质 量 发 展轨道上跑出

“加速度”。

从 厚 度 仅 有 0.03 毫 米 的“ 手 撕 镍 ”到 年 产 量 突 破

6800 吨生产大关的羰基镍，从突破高纯铜、镍、钴“卡脖

子”技术到成功掌握高纯铁生产技术，从笨重的电解镍

板到纤细的纯镍箔材，金川集团实现了从“原”字号成

长为“材”字号艰难蝶变，成功跻身世界 500 强企业。这

是金川集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变发

展方式，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生动

实践。

科技兴则产业兴，科技强则产业强。工业是金昌经济

发展的主引擎，从甘肃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强科技、强

工业、强省会、强县域”的发展思路，再到今年该市经济工

作会部署推进“强工业、强科技、强县域”行动，在擘画新时

期路线图的过程中，创新驱动贯穿于金昌发展的理念和发

展的脉络中。

数字科技赋能 激发工业
制造活力

加快推进工业现代化是该市高质量发展必须翻过的

“山”，是实现“十四五”奋斗目标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金昌是中国最大、世界领先的镍钴生产基地和铂族金

属提炼中心所在地，在镍、铜、钴、铂族贵金属及有色金属

压延加工产品、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化学品、有色金属新材

料等领域，均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产业布局。但在工

业发展过程中，传统资源型产业受外部环境影响波动较

大，下行压力逐渐凸显，如何破局？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

能争先。

在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生产线上，直径 419 毫

米、壁厚 9毫米泛着金光的超大超厚铜镍合金管，通过空心

锭挤压、淬火等新工艺，生产成为目前国际市场应用的口

径最大、壁厚最厚的无缝铜镍合金管材。产品具有良好的

耐海水冲刷腐蚀性和抗污性，主要应用于航母、船舶及海

洋钻井平台。

金川集团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研发实力以及产业链

协同形成的快速响应能力，厚铜镍合金管迅速抢占市场，

不仅改变了国内同类产品只能依靠进口的局面，而且抢占

并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产品销往欧洲、北美、南美等地区的

船舶及海洋工程公司，质量得到终端用户认可，成为船舶

制造企业的优选合作伙伴。

“产品的研发成功有利于稳固我国在全球造船业的领

先地位，在满足了国际市场需求的同时，也提升了公司在

全球市场的竞争力。”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艳风表示。

在金川集团传统主流程生产一线，系统化、精准化、智

能化改造提升让金川集团这个有着 60 多年历史的镍钴企

业焕发青春。

在选矿厂，通过一台电脑就能远程监控生产线的磨

矿、浮选，精矿仓卸料、倒料及上料的无人化智能作业，触

摸之间，千米井下实现有轨无人驾驶智能化……这些不

是科幻电影的天马行空，而是金川集团“智慧工厂”的生

产场景。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条大板镍加工包装机组

和立体库。”镍冶炼厂成品车间副主任白翔介绍，“‘智慧大

脑’就好比整个工厂的中控屏，日报、产量、库存、设备信息

等生产经营重要数据可实时显示，一目了然。从而实时匹

配产能的需求与规模，这样‘一站式’的数据处理让镍冶炼

厂的生产屡破纪录。”

金昌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加快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的要求，金昌将进一步健全数字经济创新体

系，实施数字设施提升工程，夯实社会服务智能化基础，加

快推进大数据技术与各行业深度融合应用。

新科技发力新赛道 工业
转型升级上台阶

新科技的浪潮席卷而来，孕育着新经济拔节生长的无

限空间。新的竞技场上，谁起步更早，谁就能抢占先机，谁

就能在未来发展中获取新优势。

在此前召开的全市强工业行动推进大会上，王钧指

出，工业是金昌立市之本，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的主导地位

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坚定不移强工业、兴产业，千方百

计把工业的基础打得更牢、把工业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努

力在转型升级中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

成效。

企业在哪里，科技就在哪里。市场的引领、政策的推

动，催生着金昌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拥有国内全智能自动化储能电池及动力电池生

产线的甘肃金拓锂电新能源有限公司，2020年落户金昌经

开区。2021 年 7 月，启动了 8 吉瓦时磷酸铁锂方形储能电

池项目，着力打造西北最大的储能电池生产基地。

——在金昌市与金川集团市企共建金川民营经济产

业园，龙蟒佰利联、金宏翔新能源、深圳隆讯视通、甘肃金

车储能、甘肃双一化工、嘉泽源化工等一批新能源龙头企

业前来投资兴业，市企融合发展让众多科创企业迸发科技

创新的活力。

——在永昌县河西堡工业园，金川铜冶炼工艺技术提

升项目建设正酣 ，项目计划总投资 57.52 亿元，设计年产

铜阳极板 35.8万吨、黄金 10吨、白银 150 吨，年销售收入可

达 260亿元以上。众多延链补链将成为园区做大做强有色

金属新材料、化工循环产业链的强大“引擎”。

与此同时，为让这些科创企业在金昌落地生根，该

市出台了市级强科技方案，细化提出 26 条政策保障措

施。2022 年，全市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2 家、省级科技

创新型企业 19 家，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量已达 58 家、

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达 34 家。精准引进一批产业链关

键环节和上下游配套企业产业集群，发展效应进一步

显现。

谱写新“链”曲 壮大产业群

作为在甘肃省率先通过挂“图”作战、开展“链”式招商

的城市，金昌已在产业集聚中积蓄发展后劲，重点打造有

色金属新材料、新能源和新能源电池、数字经济、化工循

环、资源综合利用、高品质菜草畜等“2+4”现代化产业集

群，制定了 11个方面 64条政策措施，提出了一些真金白银

的新措施，确保“2+4”现代化产业集群产值达到 1300 亿元

以上。

为深入实施“强工业、强科技”行动，该市明确提出培

育提升“2+4”现代化产业集群的发展思路，围绕产业基

础和资源禀赋及全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600 亿元总目

标，把打造“2+4”现代化产业集群作为全市“一号工程”，

聚焦建链、补链、强链、延链，培育和引进一批龙头企业，

打造全国重要的有色金属新材料基地，打造全国新能源

电池和电池材料供应基地；加快金昌紫金云大数据中心

1.2 期、“5G+”镍钴产业园等项目建设；延伸拓展硫磷化

工、氯碱化工等产业，促进化工循环产业扩容升级、发展

壮大；加快镍冶炼渣综合利用等技术攻关，扩大“全尾砂

膏体充填”项目生产能力，提高工业固废资源的综合利用

效率；引进培育一批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全国

菜草畜高品质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产业集群，不断推

进产业链向价值链中高端挺进，持续巩固工业发展良好

态势，确保二产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保

持在全省前列。

“市企融合，创新发展，集中精力打造创新之城，共创

现代化幸福美好新金昌。”金昌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方太

告诉记者，2022 年，全市生产总值历史性突破 500 亿元，

增长 11%，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业绩，实现了“双倍增”开

局。尤其是金川集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15 亿元、工业

总产值 2199 亿元。

实施实施““强科技强科技””行动行动

甘肃金昌甘肃金昌：：创新赋能创新赋能 传统工业华丽传统工业华丽““蝶变蝶变””

镍钴共伴生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全国重点实镍钴共伴生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全国重点实
验室科研人员在做试验验室科研人员在做试验。。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