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块煤，到针状焦，再到特种石墨、石墨制品，在山东嘉祥碳

碳新材料产业园，活力四射的新兴产业，流金淌银的产业链条，成

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是科技日报记者 4月 21日

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采访时的印象。

走进嘉祥洪润电碳有限公司，其常务副总经理王加通告诉记

者：“我们在两年前成立了超高纯石墨制品项目，建立纯化车间，引

进高温纯化炉，经过总工以及相关同事不断努力研发，我们石墨制

品纯化等级可以稳定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位于碳碳新材料产业园的嘉祥洪润电碳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

产保温筒、加热器等石墨制品以及保温材料、碳碳复合材料等为主

的国家级高新企业。目前，该公司刚刚建设完成并升级投产的纯

化车间解决了国内高纯石墨制品硼元素过高的问题，实现了对半

导体石墨的深精加工以及半导体用高纯石墨的突破。

先进碳材料既是新兴产业也是关键材料，应用广泛。近年来，

嘉祥坚持以全产业链思维谋划推进先进碳材料产业集群发展，高

标准搭建平台赋能产业链条培育，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底气。

“为促进碳材料链条化、集群化发展，我们精心绘制了‘嘉祥

县碳基新材料产业链图谱’，通过建链、补链、延链、强链，不断完

善上下游配套产业，带动产业链条集聚发展。”嘉祥县先进碳材

料产业集群发展专班副主任，嘉祥县科技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

丁介绍。

在做好精准服务的同时，先进碳材料产业集群发展专班立足

于嘉祥县 26亿吨煤炭储量和先进碳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坚持以顶

层设计筑基础，推动嘉祥县碳基础材料、高端碳应用材料、新能源

石墨制品、锂电池材料等产业链条做大做强。其中，链主企业益大

新材年产 20 万吨针状焦，产能位居世界前列，带动嘉祥成为全国

优质高性能针状焦生产基地，其规划实施的特种石墨新材料制造

与加工项目，可生产等静压石墨制品，为洪润电碳、恒圣石墨、新兴

电碳提供上游产品，形成了“针状焦—特种石墨—石墨制品”链条

式生产模式。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该专班积极与国内高校对

接，加快要素集聚。去年 8月，嘉祥举办了中国（济宁）先进碳材料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嘉祥企业与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高校建

立产学研合作关系。

近期，《山东省先进碳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嘉祥）及产业化基

地建设战略合作协议书》签订。“目前，我们产业专班已成立专门工

作组，服务和保障研究院建设，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研究

院早建成、早见效，下一步将加速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产业链

有机融合，不断推动先进碳材料产业集群化壮大、高质量发展。”嘉

祥县先进碳材料产业集群发展专班主任，嘉祥县科技局党组书记、

局长魏芳说。

强企业、壮产业、延链条……嘉祥县先进碳材料产业集群发

展专班瞄准企业攀登进阶需求，以“链”式路径布局产业体系，固

强补弱，助推嘉祥 20 余家碳材料生产、销售相关企业，串“链”成

群、集“力”成势，向打造北方碳材料产业之都的目标阔步迈进。

串“链”成群、集“力”成势

山东嘉祥“碳”寻高质量发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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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过国忠 实习生柳鑫）记者 4月 21日从江苏

太华富硒文化中心暨富硒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落成仪式上了解

到，江苏省宜兴市太华镇将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用好重大平台载

体，不断推进富硒产业创新发展，持续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全力把

“宜兴土特产”变成“金招牌”，致力打造全国富硒产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的“宜兴样板”。

2003 年，我国地质工作者在宜兴太华地区科考发现了一片集

中连片的富硒地块，其不仅面积大、无公害，且其土壤含硒量远远

高于江苏表层硒含量均值。

2021年，宜兴市太华镇天然富硒地块成为全国首批 30个天然

富硒地块之一，成为江苏省唯一获得认定的天然富硒土地，太华也

因此被誉为“江苏硒源”。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已为众多科研

院校、实验基地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总规划师陈小卉介绍，目前，宜兴太华镇富

硒土地详查与开发利用示范项目，已列入全省首批矿地融合试点

项目，将重点围绕优质特色土地资源高质量开发，聚焦地方富硒产

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探索自然资源科技创新、促进乡村产业结构

优化、支撑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阳羡旅游度假区凭借省内最集中、最

丰富的富硒资源，对其进行深度挖掘，富硒产业发展已取得了初步

成效。

比如，在富硒农产品方面，富硒茶、富硒大米、金丝皇菊等特色

农产品已形成一定的产业基础；在产学研合作方面，金银花、黄葵

等种植基地已成为周边知名的中草药产地。2022 年，太华镇茂花

村的 10余亩富硒灵芝大棚，产值 150万元。

其次，在项目建设方面，阳羡旅游度假区正以富硒资源和富硒

康养产品为依托，大力招引生命康养、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项目，

推动富硒种植业和旅游康养产业无缝对接。

宜兴市委常委、度假区党工委书记任飞介绍，下一步，阳羡旅

游度假区将按照“科技驱动、农旅融合、培育品牌”的发展途径，突

出生态富硒的优势和特色，走好“富硒富民”之路，重点培育集生产

加工、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富硒产业集群，走出一条绿色引领、生态

优先、融合共生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此次活动现场，自然资源部国土（耕地）生态监测与修复工程

技术创新中心实验基地，以及江苏省自然资源矿地融合示范基地

正式揭牌。

“这将助力宜兴更好链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充分释放山水资源

禀赋和融合发展优势，有力擦亮‘中国富硒有江苏、江苏富硒看宜

兴’的地理名片；助力宜兴更好深化‘矿地融合’探索，为全省特色

土地资源高质量开发和系统性保护贡献更多宜兴力量；进一步推

动乡村振兴，助力宜兴更好拓宽农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促

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更好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宜兴新实践。”

宜兴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小坚说。

江苏宜兴建平台、谋创新

把“土特产”变“金招牌”

四月的长春，春意渐浓，万物勃发，奋

进正当时。眼下，吉林全省各重大项目的

建设现场一派忙碌景象，抢抓工期，持续保

持“加速跑”的态势，推动项目快速推进，力

争尽早投产达效。

4 月 18 日，吉林省医药健康领域重大

产业项目集中开复工活动在延边州敦化市

主会场、长春市分会场、通化市分会场同步

举行。这是该省医药健康领域项目首次集

中开复工活动。

吉林省工业基础雄厚，药用资源丰

富。近年来，吉林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和

良好的发展基础，倾力打造医药健康产业

集群，抢占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先机，使医药

产业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产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从长春一路向东，辽源、梅河口、通化、

白山、延边等地连点成线，由线成面，这就

是“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业走廊”。

一廊横贯东西，药香飘弥南北——在

这条产业走廊上，一个个医药健康产业项

目先后落地。

在敦化开工的吉林敖东中药配方颗粒

工程项目占地面积 7.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8.3 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 10 亿元。新

建中药前处理提取车间、制剂车间、前处理

车间及库房、综合研发楼以及配套公用设

施。项目建成达产后，每年可加工中药材

5500吨，生产中药配方颗粒 15.6亿袋，预计

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12.6亿元，利税总额 3.7

亿元。

“项目顺利实施将持续加快吉林敖东

的中药现代化转型升级，对提升中药研发

水平、制造能力，加快吉林中医药高质量发

展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吉林敖东延边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安宁说。

项目是发展之基，是产业之本，是经济

发展的生命线和主抓手。本次集中开复工

项目共 72 个，总投资 396.8 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95.1亿元，涵盖了中药材加工、新药研

发、大健康产品、智慧园区、现代物流、数字

化建设等产业链重点环节。其中，新建项

目 12 个，总投资 41.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8 亿元；续建项目 60 个，总投资 355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77.1亿元。

“这次集中开复工的项目主要有三个

特点：一是从投资上看，项目规模大，投资

超亿元项目 65 个，占本次集中开复工项目

数量的 90.3%；总投资 392.3亿元，占本次集

中开复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的 98.9%。二是

从建设内容上看，项目全部集中于中药、生

物药、化学药和医疗器械 4 个重点领域。

三是从分布地区看，项目主要集中在长春

市、通化市、延边州 3 个产业发展优势突出

的核心地区，3 个地区项目开工数量和总

投 资 额 分 别 占 全 省 总 数 的 81.9% 和

84.2%。”吉林省科技厅医药健康产业处处

长李明石告诉记者。

科技引领厚植产业根基

近日，长春新区圣博玛吉林省院士工作

站、西诺生物吉林省院士工作站正式获批。

长春圣博玛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圣博玛）是一家集合了国际知名高分

子化学和高分子物理学者的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围绕技术创新，圣博玛

突破了技术难题，解决了材料降解性能不

可控等诸多问题，研发了分子内多核协同

催化、取向结晶自增强加工等技术。”该公

司技术负责人介绍。

目前，长春新区集聚长春高新、金赛药

业、百克生物等多家医药企业，创新能力、

科研能力正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

2022 年科技部发布的“全国生物医药园区

产业综合力排行榜”中位列全国第 16 位，

位居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第一方阵。

在长春开工的吉原生物公司水凝胶材

料产业基地项目，将建设 2 台直线电子加

速器、12条生产线、研发中心、检测中心，可

生产用于医疗健康、重大装备制造等领域

的水凝胶材料和产品。“项目可建成全球技

术水平最高、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水凝

胶材料产业化平台，预计年产值为 10 亿

元。”长春吉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

庆辀介绍。

近年来，吉林省聚焦“一主六双”高质

量发展战略，以“长辽梅通白延医药健康产

业走廊”为载体，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全面统筹规划各地区空间布局、功能定位

和产业发展，立足各地区优势和特色进行

重大产业项目布局，不断释放产业发展新

动能，取得了良好成效。2022年，全省规模

以上医药健康工业全年实现总产值 780.7

亿元，同比增长 3%。

吉林医药健康产业开启“加速跑”

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以下简称科右中旗）华

阳肉牛肉羊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项目建设现场，记者看

到，吊宰、排酸、制冷等加工设备陆续进场，工人们正在

为运营做着最后准备。这个项目的建成，让科右中旗形

成了肉牛全产业链。

缺乏自然资源禀赋，曾长期制约着科右中旗的发

展。2020 年 11 月 ，获 批 全 国 第 四 批“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后，科右中旗不断创新升级“两

山 ”转 化 的 模 式 ，立 足“ 吃 生 态 饭 、做 牛 文 章 、念 文 旅

经”发展思路，让自然资源禀赋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的强劲动力。

“生态饭”越吃越香

“出门一趟，耳朵、嘴里都是沙子；头天栽上的苗，第

二天就被刮走了。”在科右中旗巴彦茫哈苏木哈吐布其

嘎查农牧民白吉林白乙拉的记忆中，春天总是和风沙相

伴。

2015 年，中宣部开始定点帮扶科右中旗，历时 3 个月

形成的调研报告《吃生态饭、做牛文章、念文旅经——科

右中旗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调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牧民贫困的现状，也勾勒出如何重建

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

据介绍，近年来，科右中旗通过开展“三禁”工作（禁

牧、禁垦、禁伐），实施“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退牧还

草、重点区域绿化等重点生态工程，按下了生态退化的

暂停键。

2022 年，科右中旗生态文明建设“成绩单”再次刷

新：全旗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从 2017

年的 17.64%和 35.17%，提高到 18.54%和 76.14%；沙化土

地面积由 611 万亩减少到现在的 5.74 万亩。在生态保护

这门功课上，科右中旗已然是“尖子生”了。

保护是前提，发展是路径，民富是目的。科右中旗

委副书记、旗长王海英说：“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

发展优势产业，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获得了

生态和经济上的双重丰收。”

在额木庭高勒苏木（镇）布拉格台嘎查（村），3700 亩

林果基地和 400 平方米的水果保鲜库每年为嘎查带来

14 万元收益。嘎查党委书记陈国发正盘算着和金岛药

业合作，发展林药间种、建设采摘园，拿出部分收益为村

民交上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

“2022 年 300 亩欧李已开始挂果，2023 年的产量预计

可 达 到 30 万 斤 。”在 科 右 中 旗 巴 彦 呼 舒 镇 义 和 塔 拉 林

场，副场长吴新胜握着一瓶刚生产出来的欧李罐头告诉

记者，刚建成的阿如纳绿色果品深加工车间，能生产出

60 万瓶罐头饮料，产值达到 300 万元，带动周边 34 户脱

贫户每户年均增收 5000 元左右。

位于科右中旗好腰苏木镇花灯嘎查的双林生物质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印证了“两山”转化路径再次升级。

柠条、秸秆等农林废弃物通过粉碎、烘干、搅拌、压块成

型等流程，加工成高密度、大比重的颗粒燃料或颗粒饲

料，并以每吨 1200 元的燃料市场价和每吨 2800 元的饲

料市场价，远销四川、山东、长春及周边地区，形成生物

质能源的可再生利用，收益不容小觑。

“牛文章”越做越精

面 对 县 域 经 济 总 量 小 、产 业 支 撑 弱 等 短 板 ，如 何

在 加 强 生 态 修 复 、留 住 绿 水 青 山 的 同 时 ，找 到 内 生 发

展动力？

禁牧之下，一条让草原增绿、牧业增效、百姓增收的

发展之路愈发清晰。科右中旗在落实“三禁”工作时，大

力推行舍饲圈养，建设人工草场和饲料基地，优化畜牧

业结构，采取了“从散养向规模化养殖转型”“从放牧向

舍饲养殖转变”两大方式，减羊增牛，缓解生态环境承载

压力。

仔细琢磨科右中旗的牛产业就能发现，科右中旗没

有一味谋大谋快，而是通过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农牧

民”“合作社+农牧民”“协会+农牧民”“企业+协会+基

地”等企农合作的转化方式，使科右中旗的生态畜牧业

产生源于第一产业、又高于第一产业的叠加效应，实现

了产业延伸和增强。

从最初的 50 头本地牛到如今 130 多头西门塔尔牛，

宝冬宝村的牛产业得益于内蒙古中农兴安种牛科技有

限公司的优质冻精和改良、养殖技术。

以良种繁育打造肉牛产业发展源动力。作为兴安

盟唯一的国家级种公牛站，内蒙古中农兴安种牛科技有

限公司为科右中旗肉牛产业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种源保

障。从 2020 年 9 月至今，该公司免费发放优质冻精 16 万

剂，配种基础母牛 6.2 万头，已产牛犊 3.7 万头。

从育种到育肥，科右中旗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全

旗 肉 牛 存 栏 从 2018 年 的 16.6 万 头 增 长 到 现 在 的 44 万

头，肉牛养殖户、合作社分别从 2018 年的 1.5 万户、200 家

增加到 3 万户、500 家。在肉牛主导产业的拉动下，全旗

农 牧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从 2018 年 的 9700 元 提 高 到

14302 元。

当前，科右中旗招大引强、延链补链，瞄准国家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推动肉牛产业全产业链纵深发展。

“我们要通过不断扩大饲草种植规模，积极实施高

标 准 农 田 、粮 改 饲 、秸 秆 利 用 、草 牧 业 试 点 等 重 点 项

目 ，推 进 饲 草 产 业 规 模 化 、集 约 化 、产 业 化 发 展 ，将 草

原 变 为‘ 绿 色 提 款 机 ’，在 带 动 群 众 致 富 的 同 时 ，实 现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做起一篇让‘绿起来’与

‘ 富 起 来 ’良 性 互 动 的 牛 文 章 。”科 右 中 旗 政 府 相 关 负

责人表示。

“文旅经”越念越通

如果说生态治理打下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发展牛产

业是牵住经济增长的“牛鼻子”，那么打造文旅产业则是

激活科右中旗内生动力的点睛之笔。

得益于多年的生态建设，科右中旗的生态禀赋和

环境优势逐步凸显，旅游业也彰显出特色。代钦塔拉

特 色 文 旅 街 区 、“ 全 国 文 明 村 镇 ”巴 彦 敖 包 嘎 查 、王 布

和蒙医药浴康养基地、哈日道卜田园综合体、双金嘎查

“民族团结稻田文化主题公园”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的美丽休闲乡村，有效带动周边乡村振兴，实现旅游富

民、效益共享。

“环湖骑行、沙滩戏水、湖边篝火、野奢营地，昔日的

翰嘎利水库摇身变成了‘内蒙古马尔代夫’，这一现象级

新景致，为科右中旗的发展提档升级、扩容提质写下生

动注解。近年来，我们大力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得以高

起点、高质量发展。”科右中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唐娟

介绍说。

不独于此。“文旅经”思路下的文旅建设，基础设施

逐步完善：省际通道到五角枫生态旅游景区、环五角枫

旅游公路、代钦塔拉到双龙岗公路等旅游线路畅通无

阻，全旗 173 个嘎查通村公路全覆盖；集咨询、住宿、餐

饮等综合服务的游客集散中心, 10 万平方米的生态停

车场、游客集散广场相继落成……

科右中旗生长着百万株五角枫树，四季“枫”景秀美

独特。立足这一生态资源优势，科右中旗瞄准旅游新业

态，大力度扩容提质，着力打造“五角枫”文旅品牌，以

“五角枫”的流量带动文旅产业的增量。

“ 枫 林 旅 拍 ”“ 枫 林 营 地 ”“ 枫 林 野 餐 ”“ 听 枫 剧 场 ”

“红枫餐厅”……以“五角枫”为核心的文旅品牌枝枝生

趣，新奇迭出，昭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2022 年，

五角枫生态旅游景区成功创建成为国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

“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的 自 然 景 观 、“ 一 旗 九 乡 五 非

遗”的历史人文、“京津冀吉辽”黄金旅游线的重要地理

节点……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文化底蕴和区位优势，

成就了科右中旗文旅产业的欣欣向荣。

数据显示，2022 年科右中旗旅游接待人数 176 万人

次 ，旅 游 收 入 9.4 亿 元 ，较 上 年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4% 和

13.7%。文旅产业成为富民强旗的重要支撑，“枫情马镇”

成为科右中旗的文旅金字招牌。

如何继续发展壮大优势产业，从时间、空间、重点

领域上精准布局？科右中旗提出做精全域旅游，当前

正从体制、业态、服务等方面入手，加快完善“食、住、

行、游、购、娱”旅游要素产业链，全方位、高标准提升全

域服务新境界，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高

质量发展。

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

探路“两山”转化 激活发展动能

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精做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精做““牛文章牛文章”，”，全旗肉牛存栏从全旗肉牛存栏从20182018年的年的1616..66万头增万头增
长到现在的长到现在的4444万头万头。。 白俊华白俊华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