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 域
REGIONAL INNOVATION

7责任编辑 李国敏 吴叶凡 邮箱 liguomin@stdaily.com

2024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五

地方动态地方动态

◎本报记者 龙跃梅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 讯 员 李晓伟 孙 冲

◎本报记者 张 晔

科技日报讯（记者符晓波）微波杀菌、挑毛去杂、定型包装……近日，记

者来到厦门自贸片区海沧园区的进口毛燕查验、暂存及指定加工一体化平

台，经过层层现代化工序，一批批进口毛燕成为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各

式燕窝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燕窝消费国。厦门是燕窝进口的重要口岸。近年

来，当地依托区位优势，积极打造全国最大的毛燕进口和指定加工基地。

毛燕是指未经加工的燕窝原料。毛燕查验、暂存及指定加工一体化平

台工作人员介绍，我国曾不允许进口毛燕。国内消费的燕窝成品主要依靠

进口，但由于原料采集及加工都在海外完成，监管存在一定风险，燕窝品质

难以把控。2018年，在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厦门海关及海沧区政府等部门

的支持下，进口毛燕查验、暂存及指定加工一体化平台建成，旨在打造规范、

安全的燕窝原料仓储、加工基地，把燕窝产品的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通过该平台，海关对进口的原料进行严格检验，再由国内指定加工企业

进行加工，确保燕窝产品质量。厦门自贸片区燕安居实业有限公司是国内

首批进口毛燕指定加工企业之一。该企业采用微波消杀专利技术灭菌，实

现从毛燕到成品一次成型，快速保鲜，年毛燕处理能力达到 250吨。记者了

解到，自进口毛燕查验、暂存及指定加工一体化平台项目落地以来，厦门逐

步拓宽拓深燕窝进口渠道，支持平台企业打造特色产业链，毛燕单批进口数

量屡创新高。

如今，厦门已拥有进口毛燕查验、暂存及指定加工一体化平台和东南燕

都产业园两大载体，以及溯源平台、检测认证研发平台、B2B 电子商务平台

与供应链金融平台四大专业平台，实现了燕窝“原料—生产加工—终端销

售”全产业链覆盖。其中，东南燕都安全燕窝溯源管理平台通过使用“一物

一码”查证技术，打造从生产源头到消费终端全过程“质量可控、流向可溯”

的信息平台。目前，东南燕都安全燕窝溯源管理平台已吸收 22家燕窝原料

供应商、29家燕窝生产加工会员企业，下游联通超 1000家经销商，产品溯源

率达 100%。

福建厦门：

专利技术助力打造全国最大毛燕加工平台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李诏宇 通讯员吴婷君 孙嘉隆）“滨湖区将举全

区之力，服务保障创新中心建设，全力支持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转化

和产业化。相信通过新一轮的‘校院企地’协同创新，滨湖一定能为‘人工智

能+’构建起一个更加完备的产业科技创新生态。”在近日举办的“太湖对

话：人工智能+”暨清华无锡研究院智能产业创新中心成立仪式上，江苏省

无锡市滨湖区委书记孙海东说。

据了解，滨湖区近年来立足科创资源优势、产业协作优势、生态环境优

势，不断深化校地、院地合作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全力竞速院所经济

黄金赛道。如今，滨湖区已有 19个国家级创新平台、院士工作站。

一年前，滨湖区与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AIR）、清华大学无锡应用

技术研究院签订智能产业创新合作协议、共建智能产业创新中心，开展“优

势互补、互惠互利、务求实效”政产学研深度合作。目前，AIR 无锡创新中心

有 AI、机器人、自动驾驶、先进制造等 6个技术领域创新团队，约 50名成员，

并仍在以每周增加 2 人的速度持续发展壮大。同时，5000 平方米的载体建

设已建成投用，包含办公区域、实验室、功能区域、展厅等。

在当天举办的 AIR ApolloFM发布会上，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

张亚勤介绍，此次由清华大学AIR联合百度发布的全球首款支持实车部署的

开源开放端到端自动驾驶系统 AIR ApolloFM，填补了自动驾驶领域在开源

端到端实车部署方案上的行业空白，旨在帮助汽车行业及自动驾驶领域的合

作伙伴快速搭建一套完整的端到端实车系统。AIR ApolloFM框架具备高度

通用性，适用于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等智能领域。

今年初，滨湖区发布了十大特色园区，其中，锡芯谷人工智能装备产业

园、蠡湖未来城 AI产业园聚焦人工智能研发、装备制造、元宇宙等产业发展

方向，为未来产业留足“生长空间”。今年一季度，滨湖区人工智能产业实现

营收 8.02亿元，同比增长 18.77%，集聚效应初显。

无锡滨湖区：

校院企地携手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叮……叮……”6 月 26 日，在位于

山东省邹平市的魏桥智慧铝电解未来工

厂（以下简称“未来工厂”）里，何传星的

手机接到一条电解槽槽底超温报警推

送。这位车间主管立即和同事们到达现

场查找原因，消除电解槽隐患。“这改变

了之前只能靠人工测量记录对比的情

况，人工测量往往效率低而且误差大。”

何传星向记者介绍。

未来工厂隶属于魏桥创业集团。在

2023 年《财富》世界 500 强排名中，土生

土长的邹平企业魏桥创业集团位列第

172 位，这是该集团连续 12 年入选世界

500强。

魏桥创业集团何以常年“霸榜”世界

500强？该集团董事长张波认为，科技创

新是关键。他表示，近几年，魏桥创业集

团围绕存量资产的升级改造下功夫，瞄

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

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魏桥创业集团带动下，邹平打造

了一条千亿级产业链，孕育出众多“隐形

冠军”。

瞄准“轻”字转型

可 漂 浮 于 水 面 的 高 性 能 泡 沫 铝 、

多种轻量化汽车零部件……在魏桥轻

量化基地展厅里，各种产品让人印象

深刻。

“车身仅为 156 千克，较传统钢车

身轻约 40%，搭载于纯电动车型上，能

提升 3%—5%续航里程；搭载于燃油车

型上，每百公里油耗可降低约 0.6 升，二

氧化碳排放量可减少 1350 克，铝材回

收率高达 95%……”山东宏奥汽车轻量

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奥”）副

总监李曙光说。

这几年，邹平铝产业瞄准“轻”字，谋

求转型升级。对当地企业来说，重量变

轻了，价值变高了。宏奥全铝车身生产

车间主任高仪康告诉记者，得益于科技

创新，宏奥打造出从铝水冶炼到零部件

研发，再到整车组装的完整产业链。产

业链的能耗和碳排放量不到之前的十分

之一，产值却增长了 10倍。

为比亚迪提供转向节，为小米电动

车供应车架、全铝货箱及其他挤压零部

件……这正是魏桥轻量化基地最具代表

性的全铝底盘平台。它采用了行业领先

的自冲铆钉、自攻螺钉等先进复合连接

技术，保证了整体的刚度强度，较传统底

盘可降重近 30%。邹平正涌现出越来越

多类似新技术。

记者走进魏桥铝深加工产业园，只

见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众多涉铝企业

聚集。魏桥铝深加工产业园办公室主任

房军介绍，作为国有招商引资平台，园区

已吸引 80 家企业入驻，铝深加工能力达

到 175 万吨，产值突破 300 亿元，是山东

省规模最大、产出最高、产品种类最全的

铝精深加工特色产业园区。

变废为宝是绝活

没 有 铝 土 矿 的 邹 平 ，为 何 能 聚 集

79 家涉铝规模以上企业，打造出完整

产业链？

记者在魏桥创业集团找到答案。记

者发现，在这里，铝矿石进厂后，铝水不

落地，经过氧化铝、电解铝环节进入铝材

厂，直接产出汽车轮毂、铝箔、铝板，实现

了全产业闭环生产。

“铝水不落地是邹平独有的生产模

式，铝水能直接变成零部件，减少二次熔

炼的过程。”山东宏和轻量化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程健告诉记者，二次熔炼的

过程会用到天然气，并产生其他排放物，

铝水不落地可降低能耗、污染。

在邹平 1250 平方千米的土地上，铝

水流进上百家企业，诞生了不少细分领

域的“隐形冠军”：山东万通金属科技有

限公司的铝卷产量全国第一，山东创新

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的铝合金棒材市场占

有率全球第一……

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聚集了当地七

大企业集团和 90%的铝合金产能。以魏

桥创业集团为龙头，采用铝水不落地、直

接运到下游企业的“上下游一体化”生产

模式，邹平形成了“热电—氧化铝—电解

铝—铝型材—铝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

链，孵化培育了 200 余家铝业企业。铝

产业成为邹平第一支柱产业。

变 废 为 宝 是 该 链 条 企 业 的“ 拿 手

绝活”。

年产 50 万吨高品质再生铝合金材

料项目是山东创新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

司今年新上项目，铝合金总回收率达到

96.15%，是全国碳排放最低的再生铝项

目。在这里，生产 1吨再生铝可节约 5吨

铝土矿、1.2吨石灰石、22吨水，减少排放

二氧化碳 11 吨，产生的高温烟气还能通

过回收进行余热发电。

如今，中国铝谷大厦已成为邹平的

地标性建筑，其内部展示着邹平铝业的

荣耀：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高端铝材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获批工信部第十批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023

年邹平高端铝产业集群营收达 2506 亿

元，中高端铝制品占比达 76%。未来，邹

平将继续以铝兴城，不断谋求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

山东邹平：一条铝产业链孕育众多“隐形冠军”

一条全长 380 米的生产线，仅需 15

个工人，90%的工序都由机器操作完成，

节省了 40%的人力，产能却是传统产线

的 3倍……6月 12日，江苏国富氢能技术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装备产业基地三期项

目正式投产。该公司成为全国最大智能

化氢能装备生产基地。

近年来，张家港将科技创新“关键变

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以发

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不断塑造

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新兴产业抢占制高点

薄、硬、脆、精密，是半导体材料的显

著特点。晶圆是制作硅半导体电路所用

的硅晶片。晶圆在磨划过程中，由于应

力作用极易碎裂。因此不管是研磨还是

切割，都需要加上一层消除应力的“保护

罩”。为晶圆选用合适的胶膜和封装材

料尤其重要，它们是提高成品率的关键。

记者看到，在江苏琳科森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琳科森材料”），一

卷卷尺寸不同、颜色各异的成品胶膜一

字排开。“我们的功能性胶膜可以在晶圆

生产过程中起到固定、承载、耐高温等作

用。”琳科森材料总经理张磊介绍，找准

胶膜黏度“牢”和“松”之间的平衡，是对

工艺技术的一种极致考验。琳科森材料

自主研发了“UV减粘”技术，打破了国外

企业在该领域的垄断。2023 年，琳科森

材料销售额达 5000万元。

这是张家港发展新兴产业的缩影。

近年来，张家港通过建设高能级载体平

台，培育高质量创新主体；鼓励链主企业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规上企业

研发机构到 2026 年实现动态全覆盖；支

持龙头企业牵头成立建设高水平创新联

合体，构建“龙头企业创新平台引领+科

研机构联合攻关+中小微企业参与”协

同体系，打造更多创新型领军企业。

目前，张家港已形成新能源、特色半

导体、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数字经

济等四大新兴产业链。一大批优质科招

项目竞相绽放、破茧而出，带动城市创新

能级持续攀升。

传统产业竞逐新赛道

走进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海陆”）的

锻造车间，看到的不是忙碌的工人，而

是一个个“上天入地”的机器人。几十

吨重的钢锭在机器人手里举重若轻，下

料、制坯、碾环、热处理等十余道锻造工

序一气呵成。

“这是国内首创的重大型环锻件智

能制造生产线，龙门上下料机器人、环形

炉出炉机器人等 4 种机器人协同操作，

整个流程不需要一名工人，能制造出直

径达 8 米的环锻件。”中环海陆副总经理

宋亚东说。

通过应用智能制造技术，“大块头”

干起了“绣花活”，带来多重效益：企业总

用工量减少 40%，制造成本降低 30%，能

源消耗降低约 30%，产品交付周期也缩

短 40%，产品合格率则上升到 99.5%。

经过多年培育，目前，张家港形成冶

金新材料、智能高端装备、先进（高分子）

材料、高端纺织等四大特色优势产业链，

集 聚 了 1132 家 规 上 企 业 ，总 营 收 达

5167.6亿元。

近年来，张家港通过构筑人才“强磁

场”，培育企业“领头雁”。张家港累计自

主培育 54 名国家重大人才工程人才，3

家省创新型领军企业和 34家上市企业。

张家港集中力量“招优引强、培优育

强”，光束汽车、盛虹储能、天兵科技等一

批优质项目加速集聚。在神舟飞船、国

产航母、港珠澳大桥等国之重器上，也有

张家港制造的印记。据悉，下一步，张家

港将对照江苏省“1650”产业体系和苏州

“1030”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为杠杆，加

快打造 5 个千亿级、若干个百亿级产业

集群。

张家港加快建设千亿级产业集群

6 月 19 日，随着最后一榀钢箱梁焊

接完成，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关键控制

性工程——黄茅海大桥成功实现合龙，

江门珠海在珠江以西的黄茅海海域上顺

利“执手相牵”。这标志着黄茅海跨海通

道项目全线贯通。

黄 茅 海 跨 海 通 道 是《粤 港 澳 大 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首个开工建

设的跨海通道工程，也是港珠澳大桥

的西延线。

项目路线全长约 31 公里，海域段长

度约 15 公里，设置高栏港大桥和黄茅海

大桥两座主桥，其中高栏港大桥已于今

年 3月 20日合龙。

合龙偏差2毫米以内

黄茅海大桥跨越黄茅海海域的两条

航道，采用 3 塔 2 跨的独特设计，是一座

采用独柱式双索面全漂浮体系的斜拉

桥。大桥单孔跨径达到 720 米，桥梁全

长 2200 米，桥面总宽 50.4 米，宽度在同

类桥型中位居广东省内第一。全桥有 16

种梁段类型，共计 149 个梁段。大桥桥

面采用分体式钢箱梁设计，由两个钢箱

梁及横向连接箱组成，最重钢箱梁达 420

吨。这也是分体式钢箱梁在广东省内首

次大规模应用。

黄茅海跨海通道管理中心主任朱超

介绍：“主桥钢箱梁吊装工期正处于台风

多发季，主梁施工面临极大挑战。2023

年 10 月黄茅海大桥第一榀钢箱梁架设

成功至今，历时近 9 个月。我们在气候

多变的黄茅海海域‘穿针引线’，针对通

航安全保障、防御台风措施、特殊梁段安

装、线形控制、合龙与体系转换等方面的

安全风险和技术难题，深入开展了方案

措施研究，最终实现合龙偏差在 2 毫米

以内。”

此外，黄茅海大桥的设计综合考虑

索塔阻水、防撞、风阻、风振等力学作用

因素，创新性采用了“小蛮腰”造型的独

柱异形索塔。针对索塔施工精度控制难

题，项目通过升级变截面塔柱模板自适

应爬升系统、自主研发百吨级索塔节段

钢筋骨架整体吊装技术及双层可调吊具

等举措，控制对接误差，每节异形索塔施

工由 12 天缩短至 6 天，大大提高了施工

效率。

可抵抗17级台风

黄茅海跨海通道项目位处南海近洋

环境，超强台风高发，如何解决强台风下

桥梁颤振稳定性问题也是黄茅海大桥建

设面临的一大难题。

“我们提出了‘中央分体式钢箱梁+

独柱塔’方案，通过变截面改变索塔的涡

脱频率，避免了单频共振问题，实现了力

学与美学的协调统一。我们综合多项力

学设计优化创新，首次提出‘风嘴+水平

隔涡板+下中央稳定板’综合气动控制

措施，推算出实桥运营风速范围内桥梁

涡振性能优于国际的最严格舒适度标

准，有效提高了结构体系刚度和抗风能

力，使黄茅海大桥可抵抗 17 级台风。”朱

超介绍。

黄 茅 海 大 桥 合 龙 后 ，项 目 将 开 展

路 面 施 工 及 钢 箱 梁 桥 面 铺 装 ，预 计

2024 年底建成通车。建成后，它将与

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南沙大桥及虎

门大桥一同组成粤港澳大湾区跨海跨

江通道群。

斜拉大桥“穿针引线”江门珠海“执手相牵”
——黄茅海跨海通道全线贯通

图为山东省邹平市轻质高强铝合金产业示范基地魏桥创业集团 76万吨项目精
整车间。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摄

工作人员在车间内用镊子挑拣毛燕细毛工作人员在车间内用镊子挑拣毛燕细毛、、杂质杂质。。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符晓波符晓波摄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杨宇航）近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拉萨市发布的《促经济惠民生助企业 8条政

策》（以下简称《8 条政策》）于 2024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执行，覆盖农业、

工业、消费等多个领域，为企业提供有力支持。

据介绍，《8条政策》共提出 23项补贴措施。其中，拉萨市发展改革委牵

头的第 22项补贴措施提出，对新增入库规上服务业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人

民币 10万元，并对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利息按照实际

发生额的 50%给予补贴。

拉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江晓乐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为提

升补贴资金使用的安全性和实效性，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了《拉萨市新增入库

规上服务业企业奖励及贷款利息补贴实施细则》。在政策实施期内，符合条

件的服务业企业可申请相关补贴。江晓乐表示，拉萨市将切实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确保各项补贴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

“我们将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

持，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江晓乐说。未来，拉萨市将继续加大政策

创新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和市民提供更多优质服务和支持。

西藏拉萨：

出台政策促经济惠民生助企业

黄 茅 海
大 桥 最 后 一
榀 钢 箱 梁 吊
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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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