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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地方动态

◎万小玲 实习记者 刘 侠

5月 24日，记者走进四川眉山彭山区的四川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四川杉杉）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车间，看到机器设备高速运转，12

条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开足马力，一天能产出 240 吨材料。中控室内，工

作人员紧盯屏幕，监控着生产车间的情况。

近年来，彭山区坚定“制造强区”发展战略不动摇，锚定建设成渝地区新

能源新材料制造基地使命任务，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加快打造优势主导

产业集群。2023年，该区有 11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达 170亿元，其

中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就占了 103亿元。

作为打造千亿级锂电产业的“先锋者”，彭山区瞄准锂电池材料新赛道，

集群式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2019 年以来，彭山区已累计签约制造业项目 88 个，其中新能源新材料

项目 50 个，锂电池及材料产业链总投资达 408.7 亿元。这些数据不仅彰显

着彭山区锂电池及材料产业蓬勃发展的势头，也是该区加快打造成渝地区

新能源新材料制造基地的底气。

为布局锂电全产业链，彭山区如何出招？

“我们利用彭山区锂电材料集群成链发展的基础和优越的区位条件，重

点围绕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行业龙头企业开展精准招商，招大引强，延链补

链。”彭山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下，目前彭山区已成功引进

中创新航科技（四川）有限公司等 8家新能源新材料龙头企业。

“公司选择落户彭山区，不仅因为这里对新能源新材料领域进行重点

布局，相关配套设施和政策支持比较完善，还因为这里有良好的营商环

境，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服务意识比较强。”四川杉杉行政事务总监赵继伟

坦言。

彭山区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优质产能加速释放。目前，中创新航科

技（四川）有限公司年产 20千兆瓦时（GWh）动力电池及储能系统、雅保年产

5 万吨氢氧化锂锂电池材料等锂电项目已全面投产或部分投产，德邦新能

源及电子信息封装材料建设项目等正在加速建设。

如今，锂电四大主材中的 3 个门类——正极、负极、电解液均在彭山区

有了项目支撑。这些项目一环扣一环，串起锂电全产业链，让产业集聚效应

逐步凸显。

为了推动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彭山区不仅致力于集群成链，还在科

技创新的田野上精耕细作，以期催生更多成果。

5月 14日，在位于彭山区的四川江化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厂房内，企业

生产的湿电子化学品正胶剥离液正在罐装，之后将发往成都。每天，近 60

吨各类湿电子化学品从这里发出。

“除了剥离液以外，我们还生产铜蚀刻液等一系列湿电子化学产品。我

们历来重视技术研发，在剥离液的生产方面创新采用了金属保护技术。”该

公司行政部部长李静表示，这些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同样位于彭山区的眉山茵地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和

销售锂离子电池水性黏合剂的企业。公司生产的产品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

之一。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产品创新，公司拥有由资深的中国科学院研究

员、硕博士担纲的核心研发团队。通过不断加强研发投入，我们力争制造出

让客户更满意的产品。”公司总经理张晓正介绍，公司创立了独特的锂离子

电池专用黏合剂结构理论，掌握了相关制备技术，已拥有 60 余项国内外发

明专利，研发投入强度超 4%。

彭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彭山区将坚持创新驱动不动摇，进一

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创新化”发展道

路，为眉山市乃至四川省新能源新材料行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作出彭

山贡献。

四川眉山彭山区：

“聚锂”力争 集群成链

◎本报记者 赵汉斌

“腾冲科学家论坛引来了众多科技

创新项目和企业家。我们从企业需求入

手，全方位做好服务，努力为客商营造亲

商、安商、爱商、重商的服务环境。”5 月

22 日，云南省腾冲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今年腾冲市共

接待客商 97 批次、117 家企业，签订正式

合作协议 7个，协议资金总额 57.5亿元。

2022 年 12 月以来，腾冲科学家论坛

已成功举办两届。论坛通过“论坛+产

业”“论坛+教育”“论坛+人才”模式，搭

建先进学术思想交流平台、政产学研互

动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国际科技合

作平台，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的

“科技达沃斯论坛”。

近年来，腾冲主动向论坛借势、借力、

借智，让科技与农业、工业等领域融合，努

力将腾冲打造为顶尖人才聚集、前沿科技

汇集的创新之地，使其成为投资、兴业的

发展热土，助力区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培育科学“神奇种子”

“李院士、唐院士，我马上就要接触

化学学科了，怎样才能培养兴趣呢？”“今

天的活动让我对科学世界充满了好奇，

在心里埋下了神奇的种子。”2023 年 7 月

1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永舫、唐本忠来

到腾冲市第一中学，开展科学讲座。活

动中，学生提出了不少问题。

同年 12 月 3 日，作为 2023 腾冲科学

家论坛系列活动之一的“热爱科学 崇尚

科学”院士科普进校园活动也在腾冲市

第一中学举行。荣获 2018 年数学界最

高奖菲尔兹奖的数学家考切尔·比尔卡

尔以“从科学到幸福”为题，阐释如何在

解决问题、发现奥秘中收获喜悦。整个

活动通过科普讲座、科学实验秀、科普图

书展等形式，激发了青少年探索科学的

兴趣。

几年来，腾冲市依托论坛，利用院士

专家资源开展活动，共有 20 余位来自不

同领域的科学家走进腾冲 10 余所中小

学进行科普。全市 6000 余名学子与科

学大咖面对面互动。这些活动点燃了极

边之城腾冲无数青少年的科技梦想。

此外，腾冲市借论坛之势，通过建立

科普教育基地、开展科学思政课等方式，

积极推动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营造出

浓厚的“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

学”的良好氛围。

腾冲市深入推进全域科普，依托腾冲

航空遥感实验背景，打造腾冲市科学家精

神教育基地；精心挑选云南本土17位院士

的故事，建设科技馆，弘扬科学家精神；组

织“科技夏令营”“小小志愿讲解员培训”等

活动，使之成为青少年掌握科学方法、增强

创新精神、培养实践能力的新载体。

“粮袋子”变成“钱袋子”

“我们打通了拇指玉米科技成果应

用的‘最后一公里’！”腾冲金子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彩旺介绍。拇指玉

米又叫四路糯巧玉米，截至目前，当地累

计种植四路糯巧玉米 2200 余亩，带动本

地 1000 余名群众就业。随着加工车间

投产运营，四路糯巧玉米销量将创新高。

四路糯巧玉米是腾冲金子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与云南农业大学教授纪韵祚

团队、云南热带亚热带杂交玉米工程研

究中心合作的成果。随着工作站落地腾

冲市荷花镇，各方合力发展玉米育种新

产业，将打造省内最大、国内一流、国际

知名的玉米种源培育基地。

2023 年 9 月的腾冲市和顺镇秋高气

爽，雨洲亭畔的稻田里，人们挥汗如雨，

忙着收谷、打谷、装袋、测产，共同见证、

分享云南大学教授胡凤益团队研发的多

年生稻丰产之乐。这一成果也是通过论

坛引入的。

论坛推动腾冲与光筑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携手共建数字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

总面积逾 5000 亩的高科技农业示范区。

示范区引入了先进的现代农业技术及理

念，打造产学研、农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

把“粮袋子”转化为农民增收的“钱袋子”。

此外，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在腾

冲启迪科学家小镇、曲石镇双龙社区等

地实施杂交稻山地旱种栽培技术试验；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润垚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在腾冲投资开展林下天麻种植项

目，已在腾冲示范种植 2500 余亩，带动

全市种植 5510余亩。

科技成果加快落地

“腾冲科学家论坛为科学家与企业

家搭建起沟通交流的平台，推动科技创

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中国科学院院

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说。

2022 年 12 月，腾冲科学家论坛举办

期间，昆明生物制造研究院与腾冲启迪

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合作协议，建立起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合作关系。启迪农场拉丝酸奶作为

双方第一期合作亮点项目成功落地，产

品一经推出就广受欢迎。

2023 年 10 月，2023 腾冲科学家论

坛·孟中印缅地区国际物流通道合作论

坛举办。围绕“推进孟中印缅地区国际

物流通道运营联通”“孟中印缅地区交通

物流数字化发展与应用”等专题，来自中

国、缅甸、孟加拉国、印度的院士、专家学

者、企业家代表签订了协议，并达成了诸

多共识。

在论坛引领下，华派集团·华宇生物

科技（腾冲）有限公司在腾冲投资新建动

物疫苗生产加工基地。今年 1 月 10 日，

全球首条口蹄疫病毒样颗粒疫苗全自动

化生产线正式建成投产，可实现年产动

物活疫苗 3 亿份以及口蹄疫疫苗 3 亿毫

升的生产能力，预计实现产值 7.5亿元。

今年 4 月 11 日，2024 腾冲科学家论

坛国际茶科技与大健康论坛暨高黎贡山

第九届茶文化节举办。活动致力于统筹

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推动数字技

术与茶叶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深度融

合，以科技支撑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个论坛使腾冲实现跨越式发展。

如今，在科学家眼中，这里是值得研究探

索的宝地；在企业家眼中，这里是值得投

资的热土。

云南腾冲：一个论坛让极边之城“热起来”

图为腾冲金子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云南省腾冲市推广种植的拇指玉米图为腾冲金子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云南省腾冲市推广种植的拇指玉米。。
云南省腾冲市融媒体中心供图云南省腾冲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主打降低滚动阻力与提升耐磨性能的

液体黄金轮胎、几乎不产生噪音的电动汽

车专用轮胎……这些“身怀绝技”的轮胎，

来自山东省中部偏北的东营市广饶县。

5 月 15 日，第十四届中国（广饶）国

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在这里召

开。来自俄罗斯、加拿大、德国、英国、美

国等全球 70个国家和地区的 3万余位参

展商和专业采购商参加了展会。

行业首创技术云集

在轮胎行业，“广饶制造”是不可忽视

的重要力量。据统计，自 2005年起，中国

轮胎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其中约一半产自

山东，而山东生产的子午胎一半产自广

饶。这座仅有50多万人口的小县城，拥有

完善的轮胎产业链及年产1.76亿条轮胎的

综合能力，是国际知名的“轮胎之都”。

本届展会展出面积 5.2万平方米，展

位 780 个，重点展出轮胎制品、橡胶原材

料、橡胶轮胎机械设备、汽车配件、轮毂

制品原料及制造设备、汽车维修保养设

备、轮胎翻新设备及原料等展品，全面展

现了橡胶轮胎完整产业链。

橡胶轮胎产业是广饶的特色产业，

高端、智能、绿色三个关键词代表着广饶

橡胶轮胎的未来方向。山东华盛橡胶集

团（以下简称华盛橡胶）是广饶轮胎产业

的一个缩影。

华盛橡胶展位上，静音棉轮胎、新能

源汽车轮胎、全热熔赛事轮胎等一系列

科技型产品让人印象深刻。其中，EV01

是该公司推出的一款新能源车专用高性

能轮胎，以可回收和生物材料为原材料，

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制造高科技产品离不开智能工厂。

公司设备处处长王文正介绍：“我们通过

改建老旧厂房、淘汰老旧设备，打造出全

新的 4.0 智能工厂。厂房在购置全球先

进高端智能制造机械装备的基础上，嵌

入先进制造执行数字化软件系统，实现

从原材料入库到产品出库全流程的智能

化。”

记者发现，在本届展会上还有不少

行业首创技术。

比如，橡胶轮胎激光刻字智能解决

方案以智能化、低能耗、高安全性、高灵

活度、简单易用的工业机器人，结合先进

的激光技术，解决了传统轮胎生产中周

期牌、钢小票和硫化镂空条码的工艺痛

点。方案为行业首创，具有切实可行、易

落地、易规模化导入的特点。

此外，专业测试显示，华盛橡胶与青

岛科技大学专家团队合作开发的新能源

汽车专用轮胎质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轮胎阻力由原来的 8.0 降低到 5.5，可进

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

轮胎产业从无到有

广饶县紧邻胜利油田。二十世纪七

八十年代，油田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油

封、胶垫、胶管等橡胶制品。广饶人抓住

这一机遇，尝试为油田生产橡胶制品。

不到 20 年的时间，广饶已经成为全国最

大的胶管生产基地。

然而，随着 PVC 管的出现和胶管市

场 的 逐 渐 饱 和 ，胶 管 利 润 持 续 走 低 。

1994 年，广饶部分胶管企业开始试水生

产轮胎。

从 2005 年开始，中国一跃成为世界

第一轮胎生产大国。在此期间，广饶子

午胎产能快速扩张，当时山东有 300 多

家轮胎企业，仅广饶一个县就占了三分

之一。

2014 年开始，随着国家产业、资金

政策的变化，轮胎产业的安全、环保要

求越来越高。广饶一方面着手组建橡

胶轮胎产业发展基金，另一方面紧紧

抓住国企改革机遇，加速推进企业兼

并重组和产能整合，通过“嫁接”国企

的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模式，推动

产业提升。

从模仿、改进到颠覆式创新，在创新

升级的道路上，广饶橡胶轮胎产业已经

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广饶依

托青岛科技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力量，形

成了良性循环的产学研创新机制。例

如，华盛橡胶等头部轮胎企业与华南理

工大学开展合作，打造国家级先进橡胶

材料与高端绿色轮胎研究院。同时，当

地积极推进企业与大院大所对接，引进

产业急需人才，多方承接成果转化。

如今，随着金宇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兴源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恒丰橡塑

有限公司等优秀企业的集聚，广饶逐渐

形成了轮胎产业的集群效应，成为山东

省乃至中国轮胎产业的重要基地。

山东广饶：黑轮胎变身绿产业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晔 实习生陈
茜）记者 5月 24日获悉，近日在江苏南京

举行的长三角生物医药创新研究与产业

发展大会上，首批 39 名院士专家加盟南

京市生物医药技术和产业发展智库，为

南京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智慧。

近百名全国生物医药行业院士、顶尖专

家和领军人才齐聚本次大会，共同探讨

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本次大会聚焦生物医药技术的基础

前沿、生物医药的最新应用等话题，致力

于推动这一领域的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

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韩立

明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南京生物医药

产业锚定创新型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

大力引导和支持生物医药企业开展产学

研创新活动。目前，南京拥有 4 所生物

医药领域专业院校。20余家高校院所均

开设了相关专业学科。它们是南京生物

医药产业的重要创新策源地和人才摇

篮。南京市有条件、有责任、更有信心推

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南京大学在生物医药基础

研究、新药研发、临床转化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果，先后培养上市企业和高新技

术企业创始人超 100名。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在致辞中，点

赞南京大学率先提出“人工智能生物学”新

概念、组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技术研究院、

开设首批人工智能生物学实验班等创新举

措。他期待长三角地区在增强创新策源能

力上下更大功夫，构建生物医药创新生态，

为生物医药研发集智赋能提供高质量支

撑，为我国新药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会上，南京市科技局局长赵成军介绍

了生物医药政策，一批生物医药项目进行

现场集中签约，项目总金额超130亿元。

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建东、中国

科学院院士张启发等专家作大会主旨报

告。他们就中国原创药、现代生命科学

健康治理等话题，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

深入探讨了发展趋势。

活动当天，在“前沿制药技术”“创新

药临床试验”“聚焦新质生产力，促进医

药大健康”等 4 个分论坛上，高校科研机

构、投融资领域专家与企业代表们畅所

欲言，共话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方向、新

赛道、新势能。

南京生物医药智库迎来39名院士专家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禹涵）记者 5 月 24 日获悉，西安市近日出台了《西

安市扶持“个转企”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旨在进一步加大经

营主体培育力度，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以下简称“个转

企”），促进经营主体质量提升、结构优化，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西安高新区综合服务大厅“市场准入（个转企）”专属办理柜台前，记

者看到，一大早已经有人前来咨询和办理业务。

“转为企业对我们业务发展很有帮助，能获得扶持力度更大的银行

贷款。”陕西塞文秀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新伟手持崭新的营业执照对

记者说。他是《措施》出台后，西安市首个转型升级为有限公司的个体

工商户。

“以前担心注册时间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被‘清零’。”郑新伟说。新出

台的《措施》明确规定，允许沿用原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银行对公账号，保

留原有名称中的字号和行业特点，延续经营许可证和征信记录，连续计算经

营期限，支持原有专利权、商标权、名称权顺利转移等。

《措施》按照转型前“遴选培育对象、做好孵化培育”，转型中“优化审批

服务、延续特色优势”，转型后“实施多元扶持、降低经营成本、开展梯次培

育”的总体思路，从建档立库、简化手续、兑现减免、发放奖补、审慎监管、落

实帮扶等 10个方面为“个转企”提供扶持，有效激发了个体工商户发展升级

意愿。

“减半征收‘六税两费’、免费提供三年代账服务、经营业绩优异者还能

一次性获得 10万元奖励！”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积极推

进“个转企”，能够降低准营门槛，大力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

据悉，《措施》有效期至 2027年 12月 31日，具体实施细则正在制订中。

西安大力扶持“个转企”

5月15日，在第十四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暨汽车配件展览会现场，参展商
与客商云集。 聂义山摄 在雅保四川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在雅保四川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工人正加紧生产工人正加紧生产。。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