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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项目在未取得工规证的情况下无法取得施工证。这次在天津

滨海高新区审批人员的指导下，我们仅用 3 天时间就取得了桩基部位的

施工证，比原计划进场施工时间提前了两个月。这样项目就可以早竣工、

早投产、早见效了。”2月初，天津力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滨海新能源基

地建设（性能测试中心、安全测试中心）项目（以下简称力神新能源产业基

地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作为天津市重点项目，力神新能源产业基地项目计划打造产研一

体化的“超级工厂”，建成后将为天津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市新能源产业

发展注入澎湃动力。日前，该项目获得天津滨海高新区首个“分阶段

办理”的桩基部位建筑施工许可证。这是天津滨海高新区政务办深化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的

又一项惠企措施。

按照以往程序，企业在土地摘牌后，需要依次取得用地规划许可证、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才能进场施工，一般需要 2至 3

个月的时间。

此次在企业未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天津滨海高新区政务

办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与建交局、规资局对接工作，并以天津市优化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相关政策为契机，推动落实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的举措，

实行“桩基先行”，帮助企业尽快开工建设，早日投产抢占市场先机。

企业在依法确定施工单位后，可以分三个或两个阶段申请办理施工

许可证。企业可申请利用规划条件代替工程规划许可证，通过分段报批、

分段建设，实现早进场早开工，为企业加快投产、早日达效赢得了时间。

下一步，天津滨海高新区政务办将持续深化落实“党建引领、共同缔

造”理念，聚焦项目建设的全链条，强化各部门间的协同联动，进一步发挥

政策优势，优化审批流程，提供精准服务，打造更高品质的营商环境。

天津滨海高新区：

“桩基先行”为企业建设提速度

科技日报讯（记者夏凡 通讯员周雯洁 孙嘉隆）1月下旬，无锡华晟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的华晟3.6GW高效异质结电池项目投产仪式，在江苏无锡

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锡山经开区）举行。这是无锡市今年首个竣

工的省级重大项目，将为无锡打造“新能源装备之都”储力蓄能。

据了解，无锡华晟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年 8月，是安徽华晟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晟新能源）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

的 3.6GW 高效异质结电池项目投产达产后，将实现异质结电池年产值约

30亿元。

投产仪式上，华晟新能源与中国银行、华夏银行等签署合作意向

协议。华晟新能源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晓华表示，依托技术创新与产

业化实践，公司实现了异质结产品大规模、低成本、高效率生产，异质结

电池及组件生产与出货量全球领先。锡山经开区拥有完整的光伏产业

链、稳定的供应链和坚实的人才圈。华晟新能源将发挥链主企业磁吸效

应，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优质项目落户锡山经开区，打造异质结光伏

产业集群。

“我们将一如既往当好推动项目建设、服务企业发展的‘金牌店小二’，

‘链’就新能源产业发展生态圈，全面开启第三代光伏商业化应用新征

程。”锡山区委书记方力表示。

3.6GW高效异质结电池项目

在锡山经开区投产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荣）2 月上旬，记者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获

悉，山西数据流量谷日前揭牌成立。这标志着被誉为“数据要素第一园”

的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发展取得新突破，实现物理空间和产业模式的双

重升级。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由

“园”升“谷”，带来的是数据要素价值的全面释放、精准高效的全链招商、

稳扎稳打的项目落地，以及创新多元的人才培育。

2020年 10月，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落地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该生

态园聚焦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通过市场化产业化手段创新打

造数据要素价格洼地，形成规模以上数据要素流通交易。同时，生态园以

数据流引领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不断汇聚数据要素价值创造

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数据要素第一园”。

作为全国首家以数据要素为驱动的数字经济园区，山西数据流量生态

园运营三年来结出了丰硕成果：数据要素流通交易规模突破 39亿元，拉动

入园企业累计营收超305亿元；吸引718家数字经济企业入驻，培育专精特

新企业27家，培育“四上”企业49家；带动大学生就业逾1万人……

未来，山西数据流量谷将突出“数据要素×科技创新引领，算力算法

支撑”两大特色，致力于从“数据要素”向“数据—算法—算力”三要素协同

升级，重点培育智造经济业态，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强。预计到 2025年，

山西数据流量谷将集聚 2000 家数字经济企业，辐射带动 10 万人就业，数

据要素流通交易规模达到 100亿元，数字经济增量规模超 1000亿元，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

山西数据流量谷揭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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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添 2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新增 25个

市级技术创新中心，8个项目荣获山东省装

备制造业科技创新奖，13家企业入选青岛

市高企上市培育库在库名单……岁末年

初，青岛高新区创新发展成果捷报频传。

近年来，青岛高新区秉持着“发展高

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初心使命，锚定

“高”“新”发展定位，通过搭建平台、出台

政策、优化服务，精准支持科技企业发

展，提升孵化载体能级，让高新区成为创

新高地、创业福地。

实现多个国内首创

青岛高新区集聚了众多生物医药企

业，华夏（青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夏生物）就是其中一家。该企业

研发生产的产品实现了国内首创。

“我们目前正在注册申报的关节腔

注射用脱细胞羊膜基质产品，已取得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Ⅲ类医疗器械分类界

定书，预计 2026 年底获批上市。”华夏生

物总经理张美荣介绍，该产品有望提升

临床膝关节填充类产品的治疗效果。

青岛高新区将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

产业作为“1+2+1”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核

心产业，鼓励企业增加创新研发投入，锚

定技术前沿，强化创新研发。

日前，位于青岛高新区的康立泰生

物医药（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立

泰生物）与青岛大学分子医学与新药研

究院合作，开展新药研发。

青岛高新区科技创新部主动靠前服

务，帮助企业获批省重点研发计划立项，

获得省财政扶持资金 940 余万元。“新药

开发的周期长，费用高，这笔资金大大缓

解了我们的压力。我们进行新药研发和

市场开拓更有底气了。”康立泰生物总经

理王建刚告诉记者。

“我们安排专人全程跟进，组织专家

预审，帮助企业解决申报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同时加强与上级部门沟通对接，

积极争取立项。”青岛高新区科技创新部

项目评审办公室主管于蒙琦说。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为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青岛高新区不断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加大

研发力度。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

重达 10%以上。公司 300 多名员工中，研

发人员占比高达 65%。”力鼎智能装备（青

岛）集团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郭圣松介

绍，公司研发的“机械制造智能产线”入

选第七批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

锚定科技创新攻关目标，青岛高新

区搭建了企业创新积分信息管理平台。

日前，青岛高新区企业山东立菲生

物产业有限公司顺利通过评估，收到山

东省金融系统首笔“火炬创新积分贷”。

“贷款从申报提交材料到资金到账，前后

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该公司董事长黄

宁介绍，青岛高新区 1000万元的“火炬创

新积分贷”犹如及时雨，助力企业增资扩

产。

“我们按照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将

其分为初创期企业和成长期企业两种类

别，根据企业创新发展指标进行打分，以

提升评价的精准性。”青岛高新区科技创

新部副部长孙冠妮介绍，对初创期企业，

更侧重于评价其企业研发投入、创新发

展潜力；对成长期企业，则偏重于评价其

创新平台建设和发展贡献度。目前，青

岛高新区已将全区 3000余家科技企业纳

入企业创新积分信息管理平台。

完善孵化培育体系

近日，华晟智能自动化装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晟智能）完成了近亿元 B

轮融资。这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工业互联

网为切入点，专注于为企业定制物流自

动化整体解决方案，已为 400多家企业提

供了专业化的产品及服务。

这离不开青岛高新区青岛市工业技

术研究院（以下简称青岛市工研院）提供

的各项定制化服务。据统计，包括华晟

智能在内，青岛市工研院培育的企业中

已有 4家完成亿元融资。

“截至目前，青岛市工研院累计孵化

高科技初创企业 500余家，培育高新技术

企业近百家、估值过亿元企业近 30 家。

青岛市工研院累计实现产值超百亿元，

孵化成效显著。”青岛市工研院院长滕云

枫告诉记者。

目前，青岛高新区已集聚康复产业孵

化器、招商蛇口·青岛网谷等区级以上孵化

载体近 40家，其中国家级孵化载体 17家，

载体运营面积230万平方米，构建起完善的

全链条孵化育成体系。

得益于一流创业孵化生态，青岛高

新区已有科技型中小企业 880家，万家注

册企业高企数量位居山东省第一。

“接下来，青岛高新区将进一步强化

政策供给，做强科创平台，提升服务效

能，充分激活企业创新发展活力，以科技

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青岛高新区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卢阳表示。

搭建平台 出台政策 优化服务

青岛高新区精准支持科技企业发展

近日，记者走进北方稀土冶炼分公司（华美公司），

近距离看到了轻稀土碳酸盐连续自动化生产线，发现它

比传统的稀土碳酸盐生产线“短”了不少。

“我们优化了碳酸氢铵和氨水混合沉淀剂浓度配

比，同时结合连续进料、连续产出的串级沉淀工艺，进一

步提高了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效率。”包钢（集团）公司

首席技能大师、稀土工匠张文斌说，目前轻稀土碳酸盐

连续自动化生产线产能已达到 6 万吨规模，产能和设备

利用率同过去相比提高了 43%，每年可产生经济效益超

1.1亿元。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国家重要能

源战略资源基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内蒙古落实

国家战略的重大责任，是内蒙古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低碳发展，园区先行。作为“绿色新工业体系”的孵

化器和先行者，内蒙古低碳园区和零碳园区发挥优势，

开启“碳”寻高质量发展之路。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从 产 业 项 目 到 园 区 配 套 再 到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煤”力十足的内蒙古霍林郭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吸引着电解铝和铝后加工企业的入驻。但能源消费

偏煤、资源利用效率偏低、碳排放强度偏高等问题随

之突显。

为解决这一问题，霍林郭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持

续推进优质企业项目落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激

活绿色发展新动能。

连日来，霍林郭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不断刷新着

项目建设“进度条”。记者穿行于项目建设现场，随处可

见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车辆穿梭的火热场面。

位于霍林郭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内蒙古旭阳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期项目建设现场，年产 2000吨高

性能金属粉末和 200吨纳米铝浆项目的厂房建设进入收

尾阶段。

“这两个项目，将大力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促进传统产品由低端化向更加绿色环保、低 VOC 排

放方向发展，促进传统企业向节能环保型企业转型发

展。”内蒙古旭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董前

年说。

目前，该公司采用自有技术生产的球形铝粉、铝银

浆产品先后被认定为内蒙古首批次新材料，已累计拥有

4项发明专利和 36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 38项专利已完

成科技成果转化。

在霍林郭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还有很多类似的

“产业尖兵”。它们正朝着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发展

方向转型升级，成为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保障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力量。

“我们将采取领导包联、专班推进、金融支持、‘拿地

即开工’等措施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打造以绿

色低碳、清洁循环为重点，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为

目标的千亿级绿色铝基新材料生产基地。”霍林郭勒市

委常委、政府副市长单连衡表示。

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在包头市，当地政府出台了《推进达茂零碳产业园

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制定了多项精准务实的工

作措施，为园区铺就全新发展路径。

2023 年末，达茂旗零碳工业园区远景标准化厂房

1.3MW 光伏工程项目完工。“光伏电站运行后，每年发

出的绿电可替代 780 吨标准煤，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量约为 1887.6 吨，年实现碳汇收入 7.5 万元。”项目负

责人说。

与此同时，海达石墨集团 3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项目完成主体建设，即将投产。这意味着达茂旗零碳

工业园区形成了从石墨产品加工到高新材料生产研发

的全产业链条。

达 茂 旗 工 信 和 科 技 局 局 长 宋 昊 告 诉 记 者 ：“ 达

茂旗依托达茂旗零碳工业园区，充分利用富集的风

光 资 源 ，一 体 化 建 造 能 源 开 发 、供 应 、储 存 、管 理 体

系 ，布 局 装 备 制 造 、氟 化 工 、绿 色 冶 金 、新 材 料 等 领

域 ，加 快 构 建 新 型 电 力 系 统 ，让 园 区 企 业 享 受 到 绿

电的红利。”

在达茂旗零碳工业园区的华电达茂旗 20 万千瓦新

能源制氢工程示范项目竣工现场，记者看到了 6 个大球

罐。它们采用碱性电解槽电解技术，结合风光新能源发

电特性，利用网电和储能作为制氢的互补电源，提高制

氢设备利用小时数。经过评估，该项目年制氢量 7800

吨，氢气储量可满足现阶段所有制氢设备满负荷运行 12

小时。这是内蒙古首批、包头市首家风光储氢一体化大

规模应用项目。

“我们将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创新链、价

值链向高端迈进，吸引硅材料、铁合金、石墨负极材

料、氟化工等高载能产业落地，承接先进绿色产业，

发展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推动新能源与冶金、化工

等产业耦合发展，建成具有示范意义的零碳场景。”

宋昊说。

打造零碳产业集群

伊金霍勒旗是全国第三大产煤县和国家重要能源

战略基地之一。日前，记者走进位于伊金霍勒旗的蒙苏

零碳产业园，看到多辆用于煤炭运输的氢能重卡缓缓驶

进产业园里的加氢站。

在加氢站后方，是一个绿电制氢加氢一体化的加氢车

间，目前氢气产能已达到每小时2000标准立方米。首批建

成的两批固定加氢站和6座撬装式加氢站已经投入使用。

“我们的绿电来源于远处的风电和光伏。”内蒙古圣圆

氢能源集团伊政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薛峰

介绍，公司规划建设的二期工程建成后，制氢能力将达到

每小时1.4万立方米，加氢站的日加氢能力达到2000公斤。

蒙苏零碳产业园的国鸿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

停放着多辆准备交付客户的氢能重卡。该公司安全设

备部经理常伟说：“与传统重卡相比，每辆新能源车每公

里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2千克。如果按照每辆车一年

行驶 10万公里计算，一年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20吨。”

在位于蒙苏零碳产业园的内蒙古捷氢科技有限公

司，科研团队正在进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与氢基内

燃机混合发电系统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的研发工作。

这是内蒙古“揭榜挂帅”项目之一。他们最新研发的第

四代大功率燃料电池系统，能在零下 30摄氏度的低温环

境下启动，适用于煤炭短道的氢能重卡。

蒙苏零碳产业园通过组建专业化招商投资集团、实

施“标准地+标准化厂房”等创新举措，实现企业无忧落

户、项目“拎包入住”。产业园集聚起电池及储能、光伏

和风电、氢燃料电池及绿氢设备制造、新能源重卡制造

等在内的“风光氢储车”零碳产业链集群。

蒙苏经济开发区人才和科技局局长朱增杰表示：

“按照规划，到‘十四五’末，伊金霍勒旗蒙苏零碳产业园

将实现百亿度绿电供给消纳到企业生产的每一种产品

中，年减排二氧化碳 1亿吨，创造 10万个科技人才岗位，

年产值达到 3000亿元。”

内蒙古探寻绿色园区发展道路

以科技“含金量”增加发展“含绿量”

图 为 青 岛 高
新区康立泰生物
医药（青岛）有限
公司的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药品研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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