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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华凌）6 月上旬，北京小米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小米机器人）乔迁仪式在北京经开区举行。此前，北京优必选

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人形机器人总部在经开区揭牌。至此，国内两大人

形机器人头部企业相继在此“营业”。

小米机器人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于 2023年 4月在北京经开区注册，

专注于仿生机器人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计划 5年投资 20亿元，建设成为

北京市首个通用仿人机器人整机产品研发、制造和应用示范项目。目前，

小米机器人已搭建了数百人的研发体系，涵盖组件、硬件系统、软件系统、

操作控制和传感等领域，分阶段推进仿人机器人自有制造系统落地。

北京优必选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8 月在北京经开区成立，

开展人形机器人研发、生产及销售等业务，目前已拥有数百项机器人及人

工智能相关专利。日前，公司与国内某汽车制造企业签署人形机器人应

用战略合作协议，其工业版人形机器人 Walker S 将进入汽车制造工厂，

开展汽车制造过程中的安全带、车门锁、车灯盖板、车厢后盖检测及油液

加注等一系列工作。

北京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经开区着力拓展技术场景和应用场景，

加快完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目前已集聚 2 家人形机器人整机研发制

造企业、数家关键零部件企业、1家省级创新中心、1个产业联盟、1只市级

基金和 21个特色产业园区。

两大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

落地北京经开区

“我们将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对现有 600 多台老旧设备进行精度恢

复，计划每年完成不少于 15 条生产线的自动化、智能化改造。”近日，位

于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赵艳

文告诉记者，公司围绕新能源传动系统、农机传动、智能驾驶等领域，积

极实施“中试基地建设”“高智新工厂（二期）技改”和“新能源乘用车齿

轮产业化技改”等一系列技术改造项目，进一步培育创新动能，打造发

展新引擎。未来 2—3 年，公司计划完成投资 20 亿元，加快智能化和数

字化转型。

这是西安高新区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的一个缩影。近日，西安

高新区举行以“数实融合，产业焕新”为主题的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系列

活动启动会。此次系列活动涵盖“1个方案+2个清单+N个系列政策”。

其中，“1 个方案”即西安高新区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系列活动

方案。“2个清单”即第一批重点产业链企业“供给清单”和“需求清单”，共

涵盖 74条供给信息和 52条需求信息。西安高新区将根据企业需求，持续

收集并发布企业的供给和需求信息。“N 个系列政策”即西安高新区依据

《西安高新区 2024年稳经济增长促产业提升若干措施》等，为企业推进设

备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西

安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任俊峰表示，西安高新区将全面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工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西安高新区

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

科技日报讯（记者罗云鹏）记者 6月 14日获悉，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区深圳园区 10家中试平台日前揭牌。这些中试平台立足深港，面向国

际，通过中试带动一批技术和产业创新成果落地，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

质量发展提供科技创新供给。

去年，国务院印发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

划》提出，加快实现从研发到工程化的中试转化，打造国际一流中试

转化服务平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积极落实相关政

策，推动中试转化服务平台建设。此次揭牌的 10 家中试平台包括智

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慧医疗机器人概念验证等

4 家已建成的中试平台，以及高频大功率模组三维封装、新型光电材

料与成像器件、电子光学仪器、人工智能终端测试、智能工程生物等 6

家拟筹建中试平台。

未来，为打造国际产业中试集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

区发展署将出台中试平台支持政策，对中试平台组建运营提供全过程支

持；依托已筹建产业园区，适当布局一批中试转化开放共享服务平台；探

索设立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中试引导基金，助力中试平台可持续发

展；组建专业运营服务团队，提供国际一流中试转化服务。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

10家中试平台揭牌

科技日报讯 （饶曼迪 记者何星辉）6 月 14 日，记者从贵州省贵阳高

新区获悉，贵州技术交易市场线上平台启用一个月以来，累计入库科技成

果 4400 余项，成为贵阳高新区吸引省内外科技人才来黔、推动科技成果

转化的重要平台。

据了解，贵州技术交易市场位于贵阳高新区贵州科学城内，主要为技

术要素流通、定价、交易等提供服务场所。自启用以来，贵州技术交易市

场积极引进知识产权、评估评价、会所律所、研究开发等各类第三方专业

服务机构，做好市场服务咨询。

目前，该市场已发布大量省内外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以及企业的技

术需求，涵盖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生物与新医药、航空航天、现

代农业、新能源与节能、新材料等领域。线上，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汇聚成

果、需求、人才、政策等信息，可实现实时发布、精准匹配、有效对接；线下，

市场致力于打造一个集常态化成果展示、产学研活动、公共服务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场所。

贵阳高新区贵州技术交易市场

入库科技成果4400余项

“植物工厂”里，一棵棵蔬菜加速成长；种子随“神

十六”飞天，开启空间诱变搭载实验之旅；有机旱作农

业示范基地达 33.97 万亩，形成 15 种典型旱作农业种植

模式……6 月 5 日，记者走进山西晋中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晋中国家农高区)了解到，这里

科技成果亮眼，处处汇聚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作为全国首批、山西唯一的国家农高区，晋中国家

农高区近年来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大力推动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建成山西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为

现代农业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最大增量”。

加快种业科研攻关

日前，在晋中国家农高区谷子研究所，山西省谷子

产业技术体系遗传育种研究室主任郭杰向记者介绍了

团队历时近 5年，培育的谷子新品种“鑫盛谷 8号”。

“这个品种可使春谷区品种株高降低 30至 50厘米，

抗倒性明显提高，穗颈缩短，机收掉穗率减少 48%至

82%，收获总损失率下降 61%至 66%。”郭杰介绍，通过品

种选育常规育种手段与全基因组选择第三代分子育种

技术结合，“鑫盛谷 8 号”选育完成。这标志着晋中国家

农高区谷子研究所育种工作步入分子育种和传统育种

方法相结合的新阶段。

种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是农业提质增效、农民

增产增收的核心，对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晋中国家农高区坚持把抓好种

业科技创新、打好种业翻身仗作为首要任务和重点工

作，建成了全球最大藜麦种子基因库、全国最全谷子基

因库等，构建“粮、果、蔬、牧、药、林”种业技术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农业农村部推介发布 2024

年度 150 个农业主导品种，山西省谷子品种“晋谷 21

号”入选。这个品种是由晋中国家农高区科研机构培

育而成。

晋中国家农高区管委会副主任王英权介绍，近年来

农高区实施了“22510”行动计划，即以晋中国家农高区、

太谷国家农业科创中心“双擎”合力驱动，建设 20公里农

业科技示范廊带、40 公里农业产业示范廊带，实施总投

资 300 亿元的“5 个 10 工程”。同时，晋中国家农高区重

点推进谷子、藜麦、玉米等特色品种联合育种攻关，建立

了集种质资源开发利用、种业技术创新研发和良种产销

于一体的种业技术体系，为农业优质高效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破解旱作农业难题

作为典型的旱作农业区域，山西省如何打破靠天吃

饭的困局？近年来，晋中国家农高区省部共建实验室的

科研人员们正在探索一条缺水情况下发展现代农业的

新路径。

山西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所长、山西玉米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专家张中东介绍，团队研发出的旱作玉米艺机

一体化探墒播种抗旱保苗技术模式，可以精准破解轻度

春旱下玉米缺苗断垄和中度春旱下无法正常播种出苗

的难题。

“这项技术不仅能促使玉米根系下移，增强后期抗

倒伏能力，更在稳产增产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张中

东说。

正是得益于这项技术，在晋中国家农高区有机旱

作实验基地的寿阳县贾豹村玉米种植示范区，2023 年

玉米最高亩产达到 1270 公斤，创下了山西省玉米单产

新纪录。

“得益于水肥一体化、大田管理数据化、全套农机智

能化、宽窄行密植、浅埋滴灌、探墒沟播等多项技术，寿

阳县玉米单产实现提升。”张中东告诉记者，实验室科

研人员还通过研究土壤增碳机理、秸秆还田对土壤蓄

持水能力的影响等，研发出玉米膜侧播种艺机一体化技

术。这个技术被农业农村部推介为 2024 年农业主推技

术之一。

不 仅 如 此 ，晋 中 国 家 农 高 区 实 验 成 功 的“ 晋 作

84”小麦新品种同样备受瞩目。仅需浇水 2 次，其亩

产 可 达 807 公 斤 ，既 节 能 增 效 ，又 实 现 了 产 量 翻 番 。

新品种具有茎秆弹性好、抗倒伏、抗干热风、成穗率

高等优良特性，适宜于山西中部及同等地区晚熟冬

麦区水地种植。

王英权介绍，晋中国家农高区以有机旱作农业为主

题，在培育一批突破性品种、攻关一批关键性技术、开展

高水平成果转化、塑造有影响力的有机旱作特色农业品

牌等方面持续发力。

在晋中国家农高区建设过程中，众多科创企业团

队慕名而来。数据统计，晋中国家农高区已入驻高

新技术企业 54 家，省级以上重点工程实验室和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47 个，建成投用有机旱作农业等三大

省部共建实验室，在全省推广有机旱作新技术新模

式 1000 余项。

打造高端产业链条

日前，记者在晋中国家农高区海玉食品产业园的生

产车间看到，高速运转的现代化生产线上，一个个软糯

的面团随着传送带被送往各个站点。工人们将产品打

包装箱，发往全国各地。

这个产业园位于晋中国家农高区功能食品加工园，

聚焦农副食品和功能食品加工，拥有研发和孵化两大核

心功能。

从农产品到功能食品，晋中国家农高区以项目为引

擎、以产业为导向，积极推进有机旱作、设施农业等领域

的一系列重大示范项目，累计实施项目 50 余个，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140 亿元，已初步形成肉制品、主食糕品、酿

品、功能食品、果品、乳品、药品、饮品（药茶）等八大产业

板块。

如今，晋中国家农高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吸引

晋中大北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晋中东方希望动物营养

食品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入驻，农高区产业项目不断落

地，初步形成了农业产业化发展新格局。

晋中国家农高区建设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郑玮表示，未来，农高区将吸引更多高新技术农产

品加工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山西晋中国家农高区：

深耕科技创新 发展特色农业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生机勃发。工

厂车间里机器轰鸣，企业研发室内讨论

热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正在青岛高

新区积蓄、壮大。

近年来，青岛高新区坚持以科技创

新引领产业创新，引导企业加速向数字

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加快培育新质

生产力。

攀高逐新 激活发展动能

只有拓展产业新赛道，企业才能赢

得持久竞争力。这一理念已成为青岛高

新区企业的共识。

过去对汽车电机进行性能测试，需

要多台设备、多个平台协同作业，如今仅

需一台电机性能分析系统就能完成。实

现这一突破的，是位于青岛高新区的青

岛艾普智能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

普智能）。艾普智能联合汽车电机行业

头部企业潜心研发，成功研制出国内首

款电机性能分析系统。

“电机性能分析系统需适应不同类

型的产品，电机对接同心度要求高，产品

轴对接和扭矩传感器更换速度快，对机

械设计要求同样较高。”艾普智能技术中

心技术人员于文明介绍，他们通过模块

化设计，以快速平台模块更换的方式，让

电机性能分析系统可兼容多种被测试电

机；改用高精度定位方法，实现了工装快

速更换及同心度要求。

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是提高企

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在青岛高新区，

企业在竞逐新赛道的同时，不断加速“数

实融合”，推动传统产业重焕新生、新兴

产业加速崛起。

青岛弯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代表

企业之一。公司以工业软件为依托，致力

于为工厂制定数字化解决方案，打造数字

工厂。其自主研发的弯弓信息天狼工业

操作系统，助力某轮胎集团对4000多个产

品工艺配方实现集中管控。系统还可根

据机台生产计划，自动将产品的工艺配方

下发到机台，实现无人化生产。未来2年，

公司还计划将工业操作系统应用于轮胎

压延、裁断、密炼工序，实现橡胶轮胎智能

工厂操作系统的全面国产化。

青岛高新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城阳区委副书记卢阳表示，青

岛高新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服

务机制，依托“青岛政策通”平台，建设企

业政策服务专员队伍，引导企业加快转

型升级步伐，形成新质生产力。

绿色打底 建设示范园区

日前，在青岛高新区管委会、生态环

境部门的全力支持下，索尔维精细化工

添加剂（青岛）有限公司配备了工业用水

循环利用系统，实现了废水回收利用，每

日减少废水排放将近 1000吨。

“我们将逐渐增加新的技改项目，力

争降低 40%—50%的废水排放量，让整个

生产过程更加节能环保。”公司安全环保

经理石峰告诉记者。

这是青岛高新区企业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的一个缩影。为进一步提升辖

区企业发展质量，青岛高新区持续引导

企业提升生产工艺、实施绿色化改造，

加快形成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

发展体系。

位于青岛高新区的中国重汽集团

青岛重工有限公司，由于在生产过程中

需要使用大量油性漆，导致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量居高不下。在青岛市生态环

境 局 高 新 区 分 局 引 导 和 协 助 下 ，企 业

申 领 了 1100 万 元 大 气 污 染 防治资金，

实施了废气挥发性有机物源头替代改

造项目，将油性漆涂装工艺升级改造为

喷粉涂装工艺，挥发性有机物年减排达

20.89 吨。

“我们基于企业自身情况，持续实施

更多污染治理减排项目，指导企业制定

升级整改方案，力争让更多企业享受到

环保政策红利，实现企业快速发展和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双赢’局面。”青岛市

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家平说。

目前，青岛高新区已培育海克斯康

制造智能技术（青岛）有限公司、埃地沃

兹真空泵制造（青岛）有限公司、青岛海

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国家级

“绿色工厂”。2023 年底，青岛高新区成

功入选全国首批城市和产业园区减污降

碳协同创新试点和首批山东省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试点。

卢阳表示：“青岛高新区将坚定走好

绿色发展之路，大力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通过引导企业建设绿色厂区、绿色生产

线，创新绿色产品等系列措施，加快打造

绿色低碳先行示范区。”

锚定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

青岛高新区为企业转型蓄能添力

图为晋中国家农高区太谷农业研发中心内，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实验。 杨洋摄

图为青岛高新区一角。 青岛高新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