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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四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要坚定不移推

动高质量发展”“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强化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

撑。持续开展产业强链补链行动，围绕制造业

重点产业链，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进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充分激发创新活力。

为了解江苏省在聚焦产业链、创新链、人才

链、资金链，突出问题与需求导向，充分发挥好

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补强产业链薄

弱环节，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的具体

做法，科技日报记者走访了具有代表性的无锡、

常州两地政府相关部门和高新技术企业。

突出科创能力培养，支持企
业当好创新“主攻手”

3 月 18 日，常州市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发布全球首台微型太阳能制充氢一

体机——200 毫升纯净水，通过太阳能或电能

就能制成 200 升氢气，驱动氢能自行车行驶

40 公里。这标志着家用自主制氢充氢技术进

入应用示范阶段。

“新赛道上，常州科技系统要进一步抢抓战略新机遇，聚

焦‘发储送用’环节发力，引导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攻克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让常州领跑新能源产业发展。”常州市科技局党

组书记、局长李磊说。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积极孵育科技企业、全力支持

企业创新，支持企业当好创新‘主攻手’，是构建可持续现代产

业新体系的关键。”无锡市市长赵建军说。

无锡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建平介绍，近年来，无锡

构建科技创新“1+4”政策意见体系，在全省率

先出台实施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等举措，推动企

业集聚人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到 2022 年，

无锡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

精 特 新“ 小 巨 人 ”企 业 分 别 达 10662 家 、5547

家、88 家。

“下一步，无锡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要

求，更加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和政府组织作用，加

强对创新型领军企业的集成支持，鼓励企业牵

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今年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

高等级重点实验室 10 家。同时，要狠抓创新型

企业培育，力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分别突破 12000家、6500家。”赵建军表示。

突出产业问题导向，建好协
同创新“联合体”

在激烈的产业竞争中“敢作为”，在艰辛的

产业培育中“敢创新”，在问题面前不回避、不躲

避、不逃避……已成为苏南地区政府和企业的

新选择新担当。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突出产业问题导向，在常州市政府等全力支持

下，构建了科技创新及产业化协同发展平台，统

筹项目寻源、项目立项、科研开发、培育孵化过

程，促进公司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支撑公司高

质量发展。

“协同创新平台‘四两拨千斤’，公司快速实

现高端产品项目突破。”该所总经理李培顺介

绍，目前，面向 CR450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这一国家重点工程，中车戚墅堰所牵头设计的

双斜齿轮传动系统已实现综合检测车装车，并

通过了弥蒙铁路线路试验。

这是常州新一轮创新热潮中协同创新的一个缩影。

“常州要围绕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集群，围绕补强产业链

创新链薄弱环节，着力优化营造创新环境，发挥好政府在科

技、人才、产业等方面的政策作用，加大对企业科技人才及团

队培养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通过开展协同创新，加快前沿技术

的研发与应用，集中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增强自主创

新和自主可控能力，新赛道上跑出发展‘加速度’。”常州市副

市长蒋鹏举表示。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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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礼品展在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朝阳馆）举行。国内外众
多知名礼品企业携新品参展，产品
涵盖国潮文创、数码科技、智能家电
等不同领域。

图为互动直播电视平台。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时尚科技
国潮文创

绿色智慧轨道新车亮相北京

岭南春早，蓝天碧水白鹭飞。

在广东省陆丰梅陇镇，深（圳）汕

（尾）高速公路扩改工程梅陇特大桥现

场，“共工号”造桥正忙。

共工，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水神，因

治水与火神争斗，怒而触山。

在中铁科工集团人的眼里，“共工

触山”的传说，象征着一种永不服输、敢

于突破、一往无前的精神。秉持这种精

神，他们研发出全球首台桩梁一体智能

造桥机，并命名为“共工号”。

不久前，“共工号”被评为 2022年度

央企十大重器之一。

绿色扩建，“螺蛳壳里做道场”

梅陇特大桥施工现场，一边，高速

公路川流不息；一边，自然湿地鸟鸣嘤

嘤。长 92 米、重 580 余吨的红色庞然

大物“共工号”，正在狭小的场地精细

作业。

这座大桥承载着珠三角向粤东辐

射的梦想。

1996 年，深汕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双向 4 车道，设计时速 100 公里。2019

年 10 月，为加大珠三角向粤东辐射力

度，广东省政府启动深汕高速公路扩改

工程，4车道变 8车道，全长约 146公里，

为广东省投资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高

速公路改扩建项目。

梅陇特大桥是扩改工程的关键之

一。这里施工环境极为苛刻：一侧是

大面积鱼塘；另一侧是水渠。仅有的

一点儿狭窄空地，就是新建梅陇特大

桥用地，且桥墩还得占用一半水渠，水

源还要做到零污染，可谓“螺蛳壳里做

道场”。

与此同时，建设方广东省交通集团

明确要求，要依托技术创新，实现绿色

扩建，设计突出装配式、新材料、机械化

和信息化。

构件工厂化预制，现场一体化“搭

积木”。拿到梅陇特大桥设计文件后，

施工方项目经理邓文豪急了：“这种造

桥方式从未见过。”

工 厂 化 预 制 能 实 现 ，可 用 啥“ 搭

积木”？

无疑，梅陇特大桥需要的是一台全

新的“搭积木”装备，既不占地方，又兼

具引孔打桩和架梁。

构想如何实现？

遍寻无果后，施工方把目光投向行

业翘楚中铁科工集团。

“狮踩绣球”，攻克平衡难关

得到梅陇特大桥施工方需求信息

时，中铁科工集团机械研究设计院副总

工程师胡旭东刚完成高铁桥墩首个装

配化试验装备，30多岁的他已亲历桥梁

工装几代技术升级。

桥梁施工，共分引孔打桩、架桥墩、

架梁 3个作业程序。

架梁，有成熟的架梁机；造桥墩，有

最新装配化试验装备；独剩一个引孔打

桩程序。将引孔打桩与桥墩装配、架梁

整合，仅差一步。“加装一个前置悬臂，

达到整体运行平衡。”反复思考后，胡旭

东心里有了底。

梅陇特大桥工期有限，装备必须

加速研制。夜以继日设计研讨，仅一

个 半 月 ，胡 旭 东 团 队 便 拿 出 了“共 工

号”初设图。然而技术评审时，初设图

受 到 专 家 及 施 工 方 的 质 疑 ：“操 作 复

杂，风险点多。”

原来，每组桥模块在作业循环时，

整台机械须保持受力稳定，站在桥墩上

的前腿，要等后脚踩上后才能前移，而

之前后脚的受力点绝不能空。为防止

踏空打破受力均衡，初设图上设计了许

多腿，需要不停转换支撑。

质疑让胡旭东和团队成员进一步

思 考 ，机 械 设 备 如 何 既 简 单 又 不 踏

空？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研发一度陷

入僵局。

一天，电视里的岭南舞狮节目吸引

了胡旭东。狮子四腿分踩前后两只绣

球，做全身立起动作时，后两条腿会先

跳至前面的绣球，先保持一个平衡。

柳暗花明。这个画面启发了胡旭

东。可否加两条活动的辅助腿，专门完

成前踩功能？

经仿真试验计算，效果十分理想。

困扰团队半个多月的难题终于解

决了。

牵手北斗，演绎悬空打桩

引孔打桩、拼装预制桥墩、盖梁、

架设预制梁板……“共工号”一连串精

准娴熟的操作，完美演绎着空中“搭积

木”。信息控制平台上，随着施工员的

操作，长约 16 米、重约 41 吨的预制梁

板，被精准架在支座上，每组墩梁逐一

拼装到位。

这种精准，是靠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实现的。

“装配化施工中，成桩的精度决定

着后续构件装配的成败。”胡旭东说，

设计“共工号”桩梁一体时，打桩设备

通过一个悬臂连接，为悬空打桩。悬

臂长度由桥梁单跨决定，设备上下锤

动完成引孔打桩。

常规打桩，是将打桩机固定到桥

基位置，由技术人员用测量仪进行校

准，十分稳固准确。悬空打桩，则是破

天荒第一次，对精度要求非常高。“一

旦精度有偏差，根本无法进行装配式

施工。”胡旭东说。

上下左右晃动下，确保引孔打桩

精准，成为设计又一大难题。

技术人员想到了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开发出一套基于北斗差分定位系

统 、姿 态 传 感 技 术 的 定 位 跟 踪 系 统 。

“打桩机上加装的静位水准仪、垂直度

检 测 仪 等 ，使 引 孔 打 桩 既 精 确 又 稳

定。”胡旭东自豪地说。

攻克一系列类似难题后，2022 年

4 月 26 日，世界首台桩梁一体造桥机

成功投入使用，引领桥梁建造技术进

入 3.0 时代。

“相比传统单跨桥梁施工，桩梁一

体智能造桥机效率提高了至少 3 倍，

也大大减少了搭设、拆除栈桥的建设

成本。”深汕高速公路扩改工程项目总

工程师邱志雄兴奋地说。

中 国 公 路 学 会 桥 梁 与 结 构 工 程

学 会 理 事 、同 济 大 学 博 士 生 导 师 、桥

梁 施 工 及 信 息 技 术 研 究 室 主 任 石 雪

飞认为，“共工号”的研发应用，创造

了 工 厂 化 预 制 、精 益 化 管 理 、模 块 化

拼 装 、智 能 化 架 设 的 新 型 路 桥 施 工

模式。

“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指 出 ，推 动 经

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关 键 环 节 。”中 铁 科 工 集

团副总工程师、机械研究设计院总工

程 师 谢 继 伟 表 示 ，“我 们 要 继 续 传 承

‘共工’精神，为绿色建造研发最适合

的装备！”

“ 共 工 ”造 大 桥
——全球首台桩梁一体智能造桥机诞生记

科技日报北京 3 月 26 日电 （实

习记者苏菁菁）26 日，“典赞·2022 科

普中国”揭晓盛典特别节目播出，2022

年度十大科普人物、十大科普作品、十

大科普事件与十 大 科 学 辟 谣 榜 正 式

出炉。其中，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明确提出加

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2022 世界机器

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中国 6 名航

天 员“ 太 空 会 师 ”等入选年度十大科

普事件。

按时间排序，2022年度十大科普事

件分别是：天宫三次开讲科普课，京港

澳共话“太空梦”，掀起全民航天科普热

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修订实施，进一步明确科普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涡流制动、永磁牵引系统等

多项自主创新技术相继应用，中国高铁

屡创佳绩；2022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

成功举行，引发科技界热议；2022 年版

标准地图和参考地图发布，全民国家版

图意识显著提升；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

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2022 年

全国科普日掀起各地科普热潮；党的二

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

署，明确提出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

中国 6 名航天员“太空会师”，开启载人

航天的新时代；新冠病毒感染实行“乙

类乙管”。

“典赞·2022 科普中国”特别节目

由中国科协、科技部、全国总工会、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新华通讯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节目以

“科普托起强国梦，十年砥砺铸辉煌”

为主题，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重大科普成果。

“典赞·科普中国”创始于 2015 年，

是由中国科协牵头主办的一项评选年

度科普典型的活动盛事，通过盘点年度

科普的人物、作品、事件和谣言，在促进

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本次年度评选共有 174家单位参

与推荐，共计 1213 项参评项目，参与数

量创历史新高。

2022 年度十大科普事件揭晓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3月 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卢拉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顷悉卢拉总统罹患流感和肺炎，不得不推迟访华，我谨向你表示诚挚慰问。祝愿总统先生早日康复，欢迎你在

双方方便的时候尽早访华。

习近平向巴西总统卢拉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3月 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

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年年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

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促进复苏需要

共识与合作。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支持和积极响应。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

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

遇。中国将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

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

中 国 发 展 高 层 论 坛 2023 年 年 会 当 日 在 北 京 开 幕 ，主

题 为“ 经 济 复 苏 ：机 遇 与 合 作 ”，由 国 务 院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主办。

习近平向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3 年 年 会 致 贺 信

“汽车前雾灯灯泡寿命测试突破

2700 个小时”“打造了啤酒全产业链”

“ 探 索 了 鸭 肉 涮 锅 和 烤 鸭 连 锁 新 业

态”……回望河北省献县的产业发展，

其步伐稳健，捷报频传。

“ 这 正 是 我 们 近 年 来 围 绕 汽 车

灯 具 、啤 酒 和 畜 牧 等 特 色 产 业 ，引

育 龙 头 企 业 发 展 壮 大 ，带 动 产 业 集

群 的‘ 强 筋 壮 骨 ’和 产 业 链 的 延 伸 ，

着 力 推 动 县 域 特 色 产 业 快 速 发 展

的 成 果 。”献 县 科 技 工 信 和 商 务 局

局 长 郭 西 峰 在 接 受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说 。

让“一盏灯”的产业链更火

走进来福汽车照明集团沧州有限

公司的汽车灯泡车间，一排排 H16卤素

灯正在灯泡寿命试验台上接受检测。

“我们这款汽车前雾灯灯泡寿命测试目

前已经突破 2700个小时，比同款产品的

寿命多 700多个小时。”该公司总经办主

任张文学介绍，这具备了低功率、超长

寿命的物性。

它制胜的原因在哪里？张文学的

答案是科技创新。该公司自迁建献县

以来，便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改进惰性

气体配比、充气压力、钨丝绕丝等技术。

作为一家生产 LED 照明产品的保

定民营企业，为何 3 年前迁建时选址献

县？“我们看中了这里的营商环境。”张文

学说，优质服务让企业不再处处犯难。

“从项目洽谈到签约，从进场施工到

竣工验收，整个过程都体现出献县各职

能部门特事特办的‘快效应’。”张文学表

示，高效、优质服务的故事让他说不完。

项目进场施工初期，遇到了施工所

用临电容量不足问题，为此，供电部门

为企业开设了绿色办理通道。“在接到

企业用电增容需求后，我们连夜行动，

为企业快速增容至 1000 千伏安。”国网

献县供电公司经理赵德利介绍，确保了

企业施工用电。 （下转第三版）

引 链 强 链 延 链

河北献县“链”出县域发展新动能

3月24日，在北京首钢园召开的中国城轨交通业主领导人峰会2023北京年会上，两款由京投所属装备集团研制的绿色轨道
新车首次在京展示，颇为引人注目。蓝色氢燃料铰接轻轨车（右图）采用无网供电技术，以“氢燃料电池+动力电池”为动力源，实
现零碳排放，续航里程不低于100公里，列车一个单元最多满载300人，可广泛应用于机场、城郊通勤和景区旅游等场景；灰色快
速市域动车组（左图）采用领先的智能控制系统，既可实现快速平稳地频繁启停，又可在3分钟内迅速达到时速200公里运行，实
现最佳通勤效率。（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本报记者 华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