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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木永明 记者赵汉斌）5 月 28 日，记者从云南省临沧市云

县获悉，当地街道智慧灯杆、高位监控视频、无线 Wi-Fi广播系统、城市管理

数字化指挥中心等智慧城市项目建设点，以及城市道路智慧停车泊位查询、

预定、导航服务、气象监测、环境监测等信息采集工作正协同推进。

近年来，临沧市云县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加速推进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努力实现城市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高效利用，提升城市的宜居、宜业和宜游性，推动形成开放、共享、协

同发展的城市新格局。

据了解，云县智慧城市项目投资规模 5910 万元。项目建成后，将不断

拓宽各类智慧应用场景，将更多线下场所纳入智慧城市管理体系，比如通过

中心平台对街道生活垃圾清运、建筑工地的扬尘噪声、车辆不按规定停放等

进行监测，并及时处置，实现精细化管理。同时，通过智慧停车泊位查询、预

订、导航服务，气象查询等智能化便民服务，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增强他们

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云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云县将依托智慧城市

项目建设，坚持共建共享、智慧支撑，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创新社会治

理模式，积极把信息化建设成果落实到执法实践之中，努力提升现代化城市

治理效能，让城市运行更加高效有序。

云南临沧云县

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快递机器人、保温隔音性能良好的“三玻两腔”玻

璃……这是 5 月 16 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南京龙袍生态智慧新城安置房一

期工程看到的景象。曾经的长江渔村，仅用 3 年时间就焕然一新，成为“高

规格”的智慧新城。

近日，由中国铁工投资建设集团投资建设的南京龙袍生态智慧新城安置

房一期项目，顺利完成竣工交验，2217户回迁家庭即将在此实现舒适安居梦。

南京龙袍生态智慧新城位于国家级江北新区东侧，与南京主城隔江相

望。这里既是南京市海港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市重要的先进制造

业基地，也是长三角湿地特色的绿色发展区以及宁镇扬跨界协同的先行区。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安置房内配备有高性能直饮水机、整体承压太

阳能热水器、地源热泵等现代化家居设备，为回迁家庭增添了“智享生活”

元素。

项目管理人员介绍，该项目在环保管理、安全防护、施工管理等方面均

有亮点。在施工现场，绿色围挡、防尘网、喷淋系统以及雾炮车、洗车台等设

备设施齐全完备，有效解决了噪声和“老大难”的扬尘污染问题；场内外“永

临结合”的施工便道，充分利用既有的县乡级道路，减少了地表扰动和植被

破坏；在项目驻地和工人生活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油水分离器等设备

一应俱全，食堂污水和生活污水经设备处理并经检测合格后方可排放，从根

本上解决了污水排放问题。

同时，外架防护钢板网、楼梯间定型化防护栏杆、塔吊标准节螺丝防

松动预警螺母有效降低了工地事故的发生概率。智慧工地管理系统、智

控监控中心、塔吊可视化安全引导系统、塔吊防碰撞安全预警装置减少了

施工区域的安全隐患。VR 虚拟现实安全体验馆显著提高了作业人员的

安全意识。

南京龙袍新城：

长江渔村蝶变生态智城

由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主办，内蒙古

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承办的“中国—蒙

古国蒙医蒙药专业人才国际培训班”近

日在呼和浩特市开班。

此次项目课程主要围绕蒙医蒙药的

历史及发展、外治疗法、诊疗指南、临床

实践等方面展开，目的是加强蒙医药国

际交流和传播，弘扬蒙医药文化，进一步

推动区域间、国家间民族医药领域的合

作，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发 展 离 不 开 创 新 ，创 新 更 需 要 合

作。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不断深化科技

合作，以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交流

合作，持续凝聚创新力量、引进高端人

才、建强科研平台、攻克关键技术、推动

成果转化，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

深化校地合作
实现“双向奔赴”

走进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北什轴乡前

朱堡村，一片集科研与展示于一体的试

验田映入眼帘。在这里，一项名为“碳基

肥”的关键技术正发挥着重要作用。这

是内蒙古中孚明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联合研发

的秸秆低碳高值化利用技术。此项技术

能优化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对土地

盐碱化有显著改善效果。

“我们的技术可将废弃的秸秆转化

为高附加值资源，既解决了环保问题，又

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循环。”该公司董事长

赵娟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正在牵头组建

秸秆综合利用创新联合体，进一步研发

系列秸秆低碳高值化产品，并进行推广

示范，为农业领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

供新路径。

这是呼和浩特市与上海交通大学深

化“校地合作”的一个缩影。2020年，呼和

浩特与上海交通大学签订首个科技合作

协议；次年再次签约启动共建上海交通大

学呼和浩特科技创新中心以来，呼和浩特

市重点产业转化项目共计 17项。当地已

有 30余家企业参与了科技合作，有 19项

科研成果正在企业进行转化。

在与上海交通大学的科技合作中，

呼和浩特持续加大人才引进培育力度，

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培养优势，为地方产

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上海交通大学内

蒙古研究院与伊利集团、电力集团、高路

公司等签订合作协议，与国家乳业技术

创新中心等成立校企联合研究中心、研

究生联培基地。目前基地已培养交大研

究生 32名。

一直以来，内蒙古科拓微生态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注重基础研究与技术开

发。在呼和浩特市科技局的支持下，该

公司与宁夏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组建

了益生菌技术创新联合体。这提升了

企业的创新能力，形成发明专利、科研

论文等成果，也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实

力。2023 年，该公司入库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

落实京蒙协作
赋能产业发展

近日，“京蒙科技协作马铃薯数字化

种植服务示范基地”在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金河镇什不斜气村落地建设。这是通

过京蒙协作“科技创新倍增计划”首个落

地呼和浩特市的数字化种植示范田，也

是当地推深做实“科技兴蒙”行动的又一

硕果。不同于传统人工种植，这片土地

完全由“智慧大脑”全程管理。

“从 2020 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在自

治区范围内累计采集马铃薯田块级数据

信息 7 亿多条，服务面积达 300 多万亩。

数字化种植技术不但提高了农产品品质

和产量，还降低了肥料使用量和灌溉水

量。”内蒙古简耘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宇光告诉记者，下一步，基地将紧紧围

绕呼和浩特市数字经济、农业智能等领

域的技术需求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在马

铃薯示范田建设、数字化农技推广以及

高品质马铃薯商品初加工等领域开展合

作交流，促进马铃薯种植标准化和产业

升级。

开展新一轮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呼和浩

特市积极落实京蒙协作“科技创新倍增

计划”，持续推动科技合作。呼和浩特市

与京能集团成功签署新型长时储能装备

制造项目协议，总投资达 70 亿元，有力

地加快推动首府构建起新型电力系统；

再生医学成果转化为生物医药产业项目

提供赋能，成功将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

究所再生医学研究中心的系列成果，引

入到呼和浩特市落地转化；乳酸菌全产

业链应用项目，充分依托首府在畜牧养

殖、农业种植领域的产业基础优势以及

北京科拓恒通在动植物微生态制剂领域

的研发产业化应用优势；自主工业软件

赋能航空航天制造业项目，依托首府航

天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北京十沣科技

在高端工业软件及数字孪生技术方面的

自主研发与产业化优势。

同时，呼和浩特市还积极与北京各

类创新主体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创

新，助推了一批京蒙科技合作项目“落地

开花”，推动与北京地区 13 家创新主体

共建 15个创新平台，与北京地区 29家创

新主体组建 24 个创新联合体；支持与北

京地区 30 家创新主体开展 53 项科技合

作项目。

参与国际合作
提升创新能力

成立于 2001 年的呼和浩特市博洋

可再生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是第一批自

治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公司技术研发

团队涵盖机械、电子、新能源等方面，共

有 20 余人，包括高级工程师 5 人。公司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65 项，承担了国家发

改委、科技部、世界银行、丹麦 B2B 等多

项国际合作项目，参与起草制定 4 项国

家标准。

2023年，由该公司牵头建设的“农牧

区新能源与智能节水利用技术国际合作

创新联合体”成立，主导产品中小型风力

发电机及互补系统走在了国内前列。为

进一步提高产能，公司不断引进各类先

进设备，包括德国梅塞尔数字化激光切

割机、瑞士百超数控折弯机、烤漆生产线

等设备，使公司具有年产 1 万台各型号

风力发电机组和 1000 套农牧业机械设

备的生产能力。

“目前，公司加入了国际可再生能源

研发中心，已与蒙古国、韩国、俄罗斯、日

本开展了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还在国

外投资建设了中小型风力发电机制造工

厂、可再生能源基地和可再生能源设备

生产线等，成为国与国互利合作的成功

典范。”该公司总经理杨少楠介绍说。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以全球视野谋

划和推动创新，积极创造条件参加国际

科技合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取得了显

著成效。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共有国家

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3 家、自治区级国

际科技合作基地 10家。

呼和浩特：借外智强实力促发展

5 月 29 日，记者走进河北冀中能源

集团尚义矿桂沟山林场，看见林场职工

正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农田种植、山羊养

殖和文旅开发等多元产业建设中。

尚义矿负责人张剑说：“为保护生态

环境，实现企业转型发展，我们在坚守和

创新中，力图闯出一条内生性的可持续

发展路子。”

科学种植，种出农业新天地

清 晨 ，尚 义 矿 职 工 们 开 始 忙 碌 起

来。他们有的拿耙子耙石子，有的往桶

里捡石子，每个人都干得汗流浃背。

“这些土地多年无人耕种，碎小石子

较多，土壤贫瘠。”张剑介绍，他们通过科

学规划，在地里撒入羊粪和农家肥，铺设

了灌溉水管，把“零碎化”的土地变成平

整、肥沃的“大良田”。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农田四周安装

了坚固的围栏，不仅整齐美观，还有效防

止了山羊踩踏农田。

在 林 场 入 口 处 的 钢 架 蔬 菜 大 棚 ，

西红柿、油麦菜等多种蔬菜苗长势喜

人。“这些蔬菜除了供应矿上职工外，

还 卖 给 前 来 游 玩 的 游 客 。”张 剑 感 慨

道，错时种植方式，延长了棚内蔬菜的

采摘时间。

记者了解到，桂沟山现有 30 多亩

农田和两个大棚，除了部分农田种植

土 豆 、玉 米 和 大 葱 外 ，还 计 划 种 些 苜

蓿、油菜和油葵等农作物。“这既能美

化 山 坡 ，又 能 为 养 殖 的 山 羊 提 供 饲

料。”张剑说。

面对平整后的大片农田，张剑进行

了长远规划：“根据这里的土壤和气候

条件，选种些适合的果树品种，把这里

打造成春开花、夏结果、秋采摘的观光

与采摘园。”

生态养殖，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在桂沟山林场，山羊养殖已成为尚

义矿职工们转型创业的重要抓手。

从林场大门左行 500 米，来到一片

郁郁葱葱的山坡上，几座砖红色的羊圈

映入记者眼帘。“这是林场去年建设的山

羊养殖基地。”张剑介绍，这群山羊成为

尚义矿的重要经济来源。

记者注意到，这里不仅配备了秸秆

破碎机，还建有小型储料间。“养殖规模

不断扩大，我们必须准备充足的山羊饲

料。”张剑介绍，在饲养过程中，他们使用

本地草料和农作物秸秆。这在降低养殖

成本的同时，还保证了山羊肉的品质。

在羊圈外面的铁槽里，盛满了供山

羊饮用的水和粗盐。“及时调整饲料配

比是养殖的关键。”张剑说，他们每天

安排专人为羊群检查健康状况，及时调

配饲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作物秸秆成

为山羊饲料后，又变为还田的有机肥

料。在这里，农业实现了良性循环。

在张剑看来，只有实现生态养殖、规

模养殖，才能有更好的未来。“今年山羊

有望达到 500多只。”

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如何实现特

色种植、生态养殖和文旅产业的融合发

展，从而实现增收？在张剑引领下，记者

从他们打造的桂沟山林场文旅开发项目

里找到了答案。

“从林场入口处设置迎宾室，到林场

内配套可供游客住宿、餐厅、休闲娱乐等

设施，再到发展农田观光、采摘、养殖等

区域，这些均逐一实现。”张剑说，未来，

他们要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吸引游客体验

农事活动、品尝农产品的生态旅游区。

科学“种养”串起农业循环链
——河北冀中能源集团尚义矿转型发展一线见闻

科技日报讯 （肖钰周 记者王春）5 月 23 日，以“强化生物医药原始创

新 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为主题的 2024 上海国际生物技术与医药研讨会

闭幕。会上，上海市科委主任骆大进表示，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重点发展的

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上海将持续深化与各类国际组织、科技机构、跨国企业

合作，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徐徕表示，上海创新药的国际竞争力不断

提升，这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行业动向。她介绍，2019年以来，上海累计

获批 24个 1类国产创新药，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在会上，与会专家建言献策并分享了各自的研发成果。“受到患者需求、企

业对投资与回报问题的考量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心血管疾病药物的开发呈现

下降趋势。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行业应加强该领域药物研发，共同护佑人类

的生命健康。”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创新药事业部联席

首席执行官、全球研发中心首席执行官王兴利说。

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Samuel C. Dudley现场介绍了以人类诱导多能干细

胞衍生心肌细胞为疾病模型来研究心律失常的相关探索。他表示，缺乏好

的疾病模型是心血管疾病药物研发的一个难点。“以人类 IPSC 衍生心肌细

胞为疾病模型，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探索心脏疾病的发病机理，特别是心

律失常和心衰等问题。它还可以用于基因治疗和小分子药物治疗。”他说。

上海加快建设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

5 月 27 日，广州市黄埔区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城市结对子签约活动在广州举

行。黄埔区分别与甘肃省庆阳市、内蒙

古鄂尔多斯高新区、新疆克拉玛依市云

计算产业园区签署算力一体化建设结对

子合作备忘录，旨在与三地探索算力跨

域调度模式，建立跨区域算力资源调度

机制，共同探索算力交易结算机制，实现

“东数西算”，提升算力资源和需求的匹

配效率。

结对子各方将做好算力建设支撑，制

定出台算力补贴等相关政策，降低大模型

推理和应用成本，支持属地重点人工智能

企业应用场景商用落地。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是以信息网络技

术为载体，促进全国范围内各类算力资

源高比例、大规模一体化调度运营的数

字基础设施。

作为广州实体经济主战场、科技创

新主引擎，黄埔区工业基础雄厚，大院大

所聚集，对智能算力需求潜力大。黄埔

区积极与西部城市沟通交流，力争建立

跨区域算力资源调度机制、立体联动算

力调度体系。未来黄埔区将在多方算力

建设、算力调度等方面深化与西部城市

的合作，形成跨地域协同发展合力，为企

业、机构提供更加普惠、绿色、高质的算

力资源。

据了解，黄埔区将持续探索“大模

型智算供给”解决方案，支持企业主体

市场化运作，采用“投、建、运”一体化

模式，打造黄埔 1 号智算集群；积极与

结对子城市对接智算资源，推动现存

数据中心提质增效，降低算力使用门

槛和使用成本，解决算力可管可控可

调度问题。

目前，黄埔区集聚人工智能企业超

过 700 家，相关规上企业超过 550 家，产

业规模超 800 亿元，累计建成人工智能

产业空间超过 138万平方米。

去年以来，黄埔区成立了广州市首

个数据要素行业协会，发布人工智能赋

能新型工业化应用场景清单 50 个；广州

数据集团等优质项目相继落户，极目未

来、视源电子等行业大模型发展迅速。

一大批人工智能新技术、新产品在智慧

医疗、政务、教育等海量应用场景中“拔

节生长”，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

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下一步，黄埔区将推动广州数据交

易所（黄埔）服务专区建设，带动更多企

业参与数据流通交易，大力推动人工智

能行业应用。

广州黄埔与三地签约推进算力一体化
◎本报记者 叶 青 通讯员 范敏玲

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加速推进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图为云县县城一角。

云南省临沧市云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上海交大智慧交通V2X超视距感知通讯系统通过校地合作在呼和浩特进行科研
成果转化。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