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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段浩）记者 3 月 14 日获悉，湖

北省十堰市 2023 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409.03 亿元，规上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为 371.6亿元，同比增速达 11.5%。

近年来，十堰市紧扣“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建设和“一主四优多

支撑”产业发展，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构建“千亿龙头、百亿骨干、上市

企业、专精特新”的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服务体系。

据悉，2023 年，该市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57 家，总数达 706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2476家，入库数量增长 49%；新增 15家

省科创“新物种”企业，总数达 44 家；新增省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创业

平台 25 家，其中新增省级众创空间 8 家，总数达 32 家，居湖北省第

二；登记技术合同成交额 216.36亿元，同比增 62%。

同时，该市优化科技金融服务，为 39 家企业落实“科技创新贷”

1.99亿元，解决科技企业融资难题。

十堰市提出，2024 年将加快推进“重点高企培育库、科创载体建

设库、成果转化对接库、高层次人才引培库”等“四个库”建设，完成

572家重点高企培育库在库企业“一企一策”制定，促进项目、资金、人

才、平台、金融等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力争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20%。

2023年湖北十堰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400亿元

科技日报讯（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罗瑶）记者 3月 14日获悉，《湖

南湘江新区贯彻落实“八大行动”总体方案》《湖南湘江新区“产业质

效倍增年”建设实施方案》和《湖南湘江新区“担当善为落实年”建设

实施方案》近日发布，为湘江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施工图”。

2023年，湘江新区 GDP增速达 5.3%，经济总量居国家级新区第 6

位。新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 5%，居国家级新区第 3 位。

今年是长沙拟定的“产业质效倍增年”和“担当善为落实年”。湘江新

区着力通过产业培塑、创新提升等“八大行动”，努力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 7%以上，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8%。

同时，新区拟开展 10 亿项目引培、百亿企业成长、千亿集群扩

能、“智赋万企”专项等行动，力争全年完成合同引资 1600亿元以上，

培育市值过百亿元企业 10 家以上，推动大健康产业跃上千亿元规

模，争创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2家以上。在平台建设方面，新区

则计划全年新增“三类 500 强”企业研发中心（总部）30 家以上、高新

技术企业研发中心 100家以上。新区将实施科技攻关项目 100个，全

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500家以上。

据悉，以上三大方案提出，围绕“产业培塑行动”，构建“2+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长沙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目标，新区着

力发挥核心引领区作用，今年计划新增产值过百亿的企业 2家，新引

进投资过百亿的产业项目 3 个，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10 家、规模

以上服务业企业 50家，新增上市企业 4家，新增省级及以上专精特新

企业 350 家，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660 家，新增各类科技研发平台和企

业研发中心 337家。

湖南湘江新区

发布高质量发展新“施工图”

近日，两辆标有“5G 无人驾驶”字样的蓝色新能源重

卡运输车，往来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非封闭型

道路上。这是国内首个 L4级新能源自动驾驶商用车非封

闭型公开道路测试。

这两辆重卡运输车配备有行车电脑、全方位摄像头

和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感知装置。在行驶过程中，

驾驶员变身安全员，只需坐在车中，观察车辆的自动驾

驶状态。

日前，鄂尔多斯市摘得“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的

殊荣。记者在这里采访，随处可见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变

化，越来越多的创新成果赋予这座城市更多发展动力。

鄂尔多斯市在科技创新主体培育、重大创新平台建

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用好“组合

拳”、打赢“攻坚战”、蹚出“新路子”，实现了由科技“沙漠”

向创新“绿洲”的转变。

战略引领 培育创新成果

近日，记者走进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千吨级费托合

成α-烯烃分离提纯装置现场，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

景象。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对α-烯烃开展中试试验

研究。

“这一技术的突破，使得煤基原料可以生产出高纯

度的α-烯烃产品，其工艺技术路线是国际首创。”科研

人员张晓龙介绍，该项目将煤基费托合成馏分油作为原

料，通过一系列高效分离提纯处理，生产出无色、油状的

α-烯烃。

“我国缺油、富煤、少气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必须利用

好煤炭资源。”项目研发团队、内蒙古伊泰煤基新材料研

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李志飞说。

这是鄂尔多斯市持续发力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主动融入国

家和内蒙古自治区战略布局，探索资源和创新“双轮驱

动”发展路径，打造全国一流创新生态。

电石法 PVC无汞化生产、千吨级费托合成α-烯烃分

离提纯、煤基纳米碳氢炸药制备……一系列硬科技成果

的产出，正在加速引领鄂尔多斯产业变革，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

2023年，鄂尔多斯市财政科技投入达到 19亿元，比上

一年增长 55.7%；兑现“科技新政 30条”资金 3.6亿元，惠及

创新主体 260家。

同时，该市出台《支持鄂尔多斯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

议程创新示范区政策措施》，全力实施示范区建设 5 大行

动、24项工程、39项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836.07亿元。

“2023 年，全市科技创新环境发生全局性蝶变，创新

能级得到整体性跃升，科技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鄂尔

多斯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边东表示，该市以“真金白

银”“真抓实干”换来“科创流量”，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

带头闯出一条新路子，让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成为高

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夯实根基 打造创新平台

未来是什么样子？“零碳”作为“双碳”目标下的新理

念和新实践，代表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前不久，鄂尔多斯伊金霍洛“零碳”机场项目的地源

埋管蓄采试验进入中试阶段，这为“零碳”机场跨季节蓄

热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零碳”机场项目是北京大学联合鄂尔多斯市开展的技

术攻关和成果转化项目。“项目具有全国推广意义，能解决

目前风电和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电力的长时间储能问题。实

验成功后，成果可推广至全国，助力实现节能制冷和制热。”

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解小刚说。

2022 年，北京大学与鄂尔多斯市签约共建北京大学

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研究院集合了地下清洁能源资

源、分布式能源、节能减碳、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新

型储能五个团队力量，集中攻克风光发电的不稳定性和

可再生能源上网的弹性与柔性问题。

“瞄准国家重大需求，以内蒙古重要地市为应用场

景，做好能源前沿技术研发及国际合作，并与产业界紧密

合作，实现科技与市场的有效嫁接。”中国科学院院士、北

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钧表示，北京大学鄂尔多斯

能源研究院以创新的机制和灵活的政策，提高对人才的

吸引力，为人才成长提供优越的创新创业空间。

创新平台是实现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引领产业发

展的关键。鄂尔多斯市深入实施创新平台建设工程，推

动能源、新材料、低碳等重点领域建设一批重大创新平

台，使创新动能更加集聚。

鄂尔多斯实验室孵化落地世界规模最大的硅碳负极

材料项目，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内蒙古研究院研发投用

全国首台矿山智能运载机器人……高能级创新平台成群

成势，成为鄂尔多斯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厚植沃土 激发创新活力

2023 年，我国首台新能源矿山智能运载机器人“载

山”在鄂尔多斯市落地运行。这标志着我国迈向矿山本

质安全的进程又取得了重要突破。

内蒙古山河巨鼎矿用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黄志雄告诉记者：“‘载山’采用正向设计，开创性取消传

统驾驶室，实现矿山运输车辆无人驾驶、自主调度、远程

监控等功能。”

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强化企业创新思维和能

力，引导支持企业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是鄂尔多

斯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2023 年，鄂尔多斯市迭代

推出人才新政 2.0 版，建成并投用鄂尔多斯市人才科创中

心和北京、深圳人才科创飞地，面向全球举办首届“鄂尔

多斯杯”创新创业大赛。此举使各类人才、团队纷至沓

来，让“暖城”创新发展更有底气。

近年来，鄂尔多斯市大力实施创新型企业“双倍增双

提升”行动、研发投入攻坚行动，开展“三清零”行动，对该

市“无研发投入、无研发机构、无发明专利”的规上企业逐

步“清零”，以正向激励、反向倒逼的方式，充分激发企业

创新活力，让企业在创新中唱主角。

2023 年，该市“三清零”企业达到 231 家；有研发活动

的规上企业达到 264 户，带动研发费用突破 90 亿元，同比

增长 13.6%；获批自治区科技领军企业 3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达到 576家，分别增长 33%和 60%。

“推动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就是激发自身活力。”边东

说，鄂尔多斯市将坚定不移地向科技创新要新质生产力、

要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

用好“组合拳”打赢“攻坚战”蹚出“新路子”

鄂尔多斯：让科技“沙漠”变创新“绿洲”
◎本报记者 张景阳

通 讯 员 曹艳伟 郝丽娜 高 飞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 讯 员 郝建美 杨 红
本报记者 朱 彤

“科技专员制度的作用非常明显。科技专员帮助企业开发新

产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培育新产业、创造新需求，为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近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甘肃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

醒明说。

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服务于核电、风电、石

油化工、重型装备等领域。2023 年 3 月，科技专员、兰州工业学院

教授林小军入驻企业后，联合兰州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窦建

明、庞明组成科技专员团队。此后，科技专员团队带领企业科研

人员实施了科技专员项目，助力公司进行高铁制动系统用高性能

紧固件的技术攻关。

王醒明介绍，在高铁制动过程中，制动片与制动盘摩擦导致

温度迅速升高，高铁制动系统用紧固件受到影响容易松动失效。

针对这一行业“卡脖子”技术问题，科技专员团队做了大量试验，

最终解决了这项难题。同时，他们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紧

固件防松结构”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螺纹成型工艺优化与质量

控制”也获得受理。这是甘肃省定西市开展科技专员工作的一个

缩影。

据悉，科技专员制度是甘肃省为助力企业创新发展，开展的

一项创新实践。自 2022 年 8 月甘肃省科技厅组织实施科技专员

项目计划以来，34 家高校院所的 200 名科技专员被选派到企业开

展科技服务。

定西市科技局局长王敏介绍，定西市积极对接科技专员项

目，共争取到 20 名科技专员。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

所、兰州大学等 13 所高校及科研院所，服务于定西市六县区及经

济开发区的 20 家科技企业。这些企业涵盖装备制造、新材料、节

能环保、生物医药、农产品深加工等重点领域。

王敏说：“科技专员为强化该市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和推

进新型工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科技专员入驻企业，加深了高校和企业的交流。2023 年，兰

州交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兰州工业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分别与定

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兰州工业

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聘请该企业正高级工程师孙富为校外导师。

同时，高校学生到企业锻炼、实训的机会多了，校企产学研合作关

系更加密切。

据王敏介绍，截至目前，第一批 9 名科技专员平均入驻企业服

务 90 天以上，第二批 11 名科技专员已完成项目任务书签署，正在

开展科技服务工作。

甘肃定西：

科技专员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春节过后，克拉玛依市区气温常常降

至零下 20摄氏度以下。

在城市的地下管网内，日夜奔流着这

座石油城市的稀缺资源——水。

来自油田、石化企业，以及生活产生

的废水，通过一次次水质处理和调控分

配，以再生水的崭新面貌，再次回归城市。

近期，新疆克拉玛依市将再生水纳入

水资源统一配置，打造再生水调蓄系统，

建设再生水综合输配系统，再生水广泛应

用于公园景观、油田生产用水、棉花灌溉

和市政绿化等领域，探索出我国荒漠地区

节水的新路径。

聚焦供需矛盾 加强用水
顶层设计

作为一座以石油石化产业为主导产

业的现代化新型工业城市，克拉玛依水资

源长期匮乏，制约着城市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是工农业及城市用水量调配

紧张，一方面是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不足，

让有利用价值的‘废水’白白流掉。”克拉

玛依市水务局副局长高甫章说，对于水资

源的供需矛盾，群众反映强烈，市委、市政

府积极谋划、寻求破题。

克拉玛依市聚焦水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一线调研，全面

掌握全市水资源的“真信息”“活情况”。

克拉玛依市通过系统分析水源和再

生水用户分布现状，提出了“打造再生水

调蓄系统，建设再生水综合输配系统，将

再生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并将再生水

广泛应用于公园景观、油田生产、棉花灌

溉和市政绿化等领域”的再生水多元利用

设计思路，以此推动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发

展绿色转型。

2023年 11月，克拉玛依市召开再生水

利用配置专题研究会议，进一步确定工作

目标，细化任务和措施，统筹再生水生产、

调配、利用各环节，促进再生水利用的精

细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提升。当月，

《国家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中期

评估成果》公布，克拉玛依市获再生水利

用配置优秀试点城市称号。

“获得这个国家级荣誉，是全市上下

协同发力的结果，也是对主题教育成果的

实际检验。”高甫章说。

加速工程建设 让再生水
物尽其用

2023 年，克拉玛依市共生产再生水

6398.57 万立方米，回用量为 3498.03 万立

方米，回用率 54%，远远超过全国对缺水地

区再生水利用率 35%的目标要求。

再生水利用率超过 50%，这一亮眼成

绩并没有让克拉玛依满足。污水存量仍有

待消耗，再生水增量尚未做到“物尽其用”。

针对再生水增量尚未物尽其用问题，

克拉玛依市充分吸纳企业、群众意见建

议，及时开题作答、回应诉求，推动再生水

资源在生产生活领域广泛应用，不断拓展

再生水利用范围和规模。

眼下，在克拉玛依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位于石化工业园内的污水处理厂再

生水回用工程项目进入“冬歇期”。

“项目已经完成再生水回用泵房、再

生水库等 17 个单体建筑建设，预计今年 9

月底具备生产运行条件。”项目技术负责

人周强介绍，预计项目建成后可生产再生

水量为 16000立方米/天，再生水利用率可

以达到 60%以上，实现年节水量 500 万立

方米。体量庞大的再生水一部分将用于

园区绿化，更多的将成为园区企业生产用

水，为园区绿色循环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去年以来，克拉玛依持续推动南郊污

水处理厂外排泵房改造工程，将再生水通

过外排管线与市政绿化主线进行连接，利

用再生水替换原水进行绿化灌溉。

“目前工程已经完工，预计今年再生

水将覆盖约 9000亩绿化面积，进一步节省

绿化成本，提高再生水利用率。”克拉玛依

市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工作人员田学龙说。

新疆克拉玛依：探索荒漠地区节水新路径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 通讯员匡俊
吉）记者 3月 12日获悉，满载着 783辆长安

汽车的专列分为 3 列，近日依次从重庆东

环铁路古路站驶出，将经由太仓港换装出

境，最终抵达海外。这是重庆东环铁路发

运的首批小汽车。重庆在充分发挥铁路

运输大运能，降低沿线企业货物运输成本

的同时，推动更多“重庆造”汽车“出海”走

入国外市场，提速“渝车出海”行动计划。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北

车务段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这批汽车是由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两江工厂

生产。专列从古路火车站发出后，预计7日

后到达上海市，由公路运输至太仓港口，再

通过水路输送到俄罗斯，实现产地直装直

发，运输效率明显提升。这次“铁公水”联

运的运输时限相比以往“公水”联运减少 6

天左右，节约时间成本50%以上。

古路站货运负责人张振宇介绍，古路

站货场设计年运能 1900万吨，其中汽车运

能可达 100万吨。目前主要货物类型包括

集装箱、商品汽车、粮食、钢材等。小汽车

存 放 场 面 积 4.5 万 平 方 米 ，最 大 可 容 纳

3000辆汽车。

据悉，近年来，“重庆造”汽车广受国

际市场欢迎。重庆北车务段积极响应重

庆市政府“渝车出海”行动计划，利用重庆

东环铁路毗邻团结村中心站铁路物流基

地、重庆江北机场航空物流基地、南彭贸

易物流基地及东港港区“三基地一港区”

这一地域优势，积极融入重庆市“渝车出

海”行动计划中。该段与重庆铁路物流中

心、中铁特货成都分公司联系成立营销小

组，主动出击，积极走访客户，谋求合作机

会。在了解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的运输需求后，车务段充分发挥铁路运输

安全性高、成本较低、环保节能三大优势，

为其定制“一对一”运输方案，提供全过

程、全方位、全周期的优质服务，成功促成

了这次重庆东环铁路首发“重庆造”汽车。

重庆东环铁路送“渝车出海”

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市新能源新能源无人驾驶重卡工厂内无人驾驶重卡工厂内，，工人正在组装新车工人正在组装新车。。 王丽曼王丽曼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