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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龙跃梅 通讯员 张 振

科技日报讯 （记者符晓波 通讯员刘清）记者 6 月 25 日获悉，位于厦门

火炬高新区的 Micro-LED（微型发光二极管）硅基单片键合生产线建成投

产，步入量产阶段。该生产线具备年生产 Micro-LED 显示芯片近千万套的

能力，涵盖 0.13 英寸、0.2 英寸、0.45 英寸三种产品规格，主要面向 AR（增强

现实）/XR（扩展现实）、车载显示两大应用市场。

作为新一代显示技术，Micro-LED 的特点是将 LED（发光二极管）进

行薄膜化、微缩化和阵列化。采用这种技术的设备体积通常仅为主流

LED 的 1%，像素点距离以微米计量。与其他技术相比，Micro-LED 具有

亮度高、功耗低、寿命长等优势，被视为 AR 近眼显示应用的最佳解决方

案。但由于技术含量高、工艺复杂、生产难度大等原因，Micro-LED 产业

化面临重重挑战。

据悉，Micro-LED 硅基单片键合生产线由厦门思坦集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思坦科技”）投建，总投资高达 12 亿元，已经历长达 4 年的

中试验证。2022 年，思坦科技通过招商引资落地厦门火炬高新区。近年

来，厦门火炬高新区招商引资和孵化培育并举，加快构建“芯片、屏幕、智

慧终端和信息网络”于一体的新型显示产业生态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

思坦科技相关负责人表示，Micro-LED 硅基单片键合生产线的落地发

展离不开厦门市政府、厦门火炬高新区提供的配套政策和精细化服务的支

撑。目前，公司已与厦门本土上下游合作伙伴开展协同互动，并联合香港青

年科学家协会与厦门高校成立多个人才实习基地，助推国内外先进新型显

示产业人才、项目、产业资源落地厦门。

Micro-LED在厦门正式量产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 实习生谭
旺）记者 7月 3日获悉，2024年重庆市“科

研机构赋能产业发展区县行”活动走进

该市开州区，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庆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等 7 家科研院所和新型

研发机构，与当地 9 家企业“面对面”，帮

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促进产学研协同

创新。

据了解，“科研机构赋能产业发展

区县行”活动由重庆市科技局主办，旨

在搭建平台促进科研机构与区县龙头

企业技术供需对接，凝练一批技术攻关

项目，建构“科研机构+龙头企业+产业

园区”协同创新模式，促进科技创新赋

能产业发展。

开州区地处渝东北三峡库区与秦巴

山脉交会地带，是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

区 的 组 成 部 分 。 开 州 区 正 积 极 打 造

“1234”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1”即电子

信息这一大主导产业，“2”即先进材料和

智能制造这两大支柱产业，“3”即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生物医药、新能源这三大特

色优势产业，“4”即现代中药、智能家居、

玄武岩纤维、山地农机装备这四大战略

性“新星”产业。

为满足当地产业发展需要，在征集

当地企业意见后，重庆市技术转移研究

院有限公司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研

院所联盟组织先进材料、食品农产品加

工及生物医药领域的川渝两地科研院所

为企业“上门服务”。

在开州的活动中，绿莱生物、宝华

制药两家公司向科研机构提出关于太

白 贝 母 和 黄 连 中 药 材 的 生 物 繁 育 技

术、优良品种选育及产品开发的科技

需求。重庆市中药研究院的专家从研

究方向、实现路径、技术可行度、工艺

质量、成本效益分析等方面予以回应，

并表达了前往企业进一步实地调研的

意愿。

针对九鼎牧业提出的饲料添加中草

药的技术需求，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生物医药与器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黎君

立即表示：“我们回去后将迅速组织技术

论证，提供技术方案。”针对宝华药业关

于中药饮片升级发展的提问，张黎君给

出了运用现代中药技术的建议。重庆市

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还将组织

川渝两地科研院所走进更多地区，助力

企业发展。

据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科研院

所联盟由重庆市科研院所协会和四川

省科研单位院所长协会共同发起成立，

成渝两地科研机构共同参与。联盟旨

在发挥成渝地区大院大所资源优势，整

合两地学科和人才资源，加强科学技术

交流与合作，带动川渝两地产业转型升

级和成果转化，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

川渝科研机构为企业“上门服务”

科技日报讯（赵向南 记者滕继濮）
记者 7月 3日从山西省科技厅获悉，山西

省近日认定了 2023年度 32个科普基地，

进一步加强山西科普设施和科普能力建

设。“山西科普基地增至 269 个，这些科

普基地覆盖面广、特色鲜明，促进全省科

普基础设施均衡发展。”山西省科技厅人

才处处长郭举说。

科普基地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阵

地，承载着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使命。

近年来，山西省坚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

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大力推动科

普教育基地建设，完善科普基础设施布

局，支持和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科普基础

设施建设，将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科普

优势。

据介绍，269 个科普基地覆盖了科

技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

科 技 活 动 中 心 、电 影 院 、天 文 馆（站 、

台）、气象台（站）、地震台（站），以及依

托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单位建

设的各类标本陈列馆、实验室、大型生

产现场、大型工程技术设施场所，还包

括各类农业科技园区、科技种植养殖示

范基地等机构及具有科普资源的游览

场所等。

其中，山西中医药博物馆是我国首

个由民营企业建立的公益性中医药博物

馆，2018 年被山西省科技厅认定为科普

基地。

“馆藏数量上万件，涵盖中医药古

籍、书刊、药材、制药器械、图片、重要标

本等类别。其中，藏有中医药古籍善本

3000 多册、动植物标本 2000 多件。”该博

物馆讲解员曹素丰介绍，博物馆每年开

放天数均保持在 260 天以上，年接访量

达数万人次。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以来，山西各

类科普基地开展科普活动约 5000 项，线

下参与人次达 120万。

郭举表示，科普基地开展的科普活

动拉近了公众与科技创新的距离，提高

了公共科学素质，为山西省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山西科普基地增至269个

6 月 30 日， 国家重大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试

运营。从此，深圳至中山的车程从约 2 小时缩短至

30 分钟。

距离近了，创新快了。深中通道通车的“乘数效

应”将日益显现。“以前我们去中山进行企业调研，车程

要四五个小时。深中通道通车后，往返时间大幅缩短，

我们可以更好利用高校创新要素，加速人才与技术资

源在中山集聚。”深圳华中科技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王洪升说。

中山正全力抢抓深中通道通车的历史性机遇，主

动对标学习深圳改革创新先进经验，以“深圳创新+中

山制造”为主线，推动优势互补，积极推进深中科技创

新一体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强创新协同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四小虎”之一，中山有一

定创新基础。2023 年底发布的《2022 年中山市科技经

费投入公报》披露，中山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

达 100.66亿元，同比增长 24.1%，成为广东省第 7个跻身

研发投入“百亿俱乐部”的城市。

6 月 3 日，中山先进低温技术研究院参与研制的我

国首台套自主研制 5吨/天氢液化器成功落地中山。该

设备攻克了大型氢液化器的流程设计与优化等多项关

键核心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关键性能指标达到

了国际领先水平。中山先进低温技术研究院联合中国

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成功研制 18千瓦 4.5K制冷机，

这是世界上单机液氦超流氦温区制冷量最大的制冷

机，为我国大科学装置、氢能源应用等领域提供了战略

支撑。

与深圳创新协同，中山铆足干劲。中山市科技局

党组书记、局长施焕东介绍，今年中山市政府 1 号文件

《中山市科技创新强市十五条》明确提出，支持深圳等

外市科技计划项目到中山开展成果转化，享受国家、省

级项目成果转化同等政策待遇，对企业研发经费最高

补助 500万元。

中山市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深圳设立研发中

心、技术中心，就近使用深圳科创资源，与深圳高校科

研机构、技术服务平台建立稳定的合作渠道，加快研发

和成果产业化。同时，中山积极推进深中孵化平台建

设，实现中山与深圳专业孵化器之间的精准对接，推动

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运用。

合作亮点频现

广东省是我国核电大省、强省。中国广核集团（以

下简称“中广核”）在深圳、阳江、台山、陆丰、惠州等地

建设核电基地，同时在中山等地建设核能科研基地。

6月 25日，记者在中广核中山科研基地看到热火朝

天的建设场景。中广核南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远

华在这里的每天都非常忙碌充实。

蒋远华介绍，中广核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清

洁能源+”战略，着力打造中国南方原子能科学与技术

创新中心。该中心坚持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核能科

技前沿技术为导向，加快推动以型号为主的专项研发

与示范应用，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心在粤港澳大

湾区的重要布局，中山科研基地自 2022 年底开工以来

快速推进。实验装置厂房计划今年底建成投用，承载

推动我国先进核能技术发展的重要使命。

建设中山科研基地是深圳与中山创新资源流动的

一个生动案例。

中山市充分发挥重大创新平台作用，主动与深

圳高校科研机构、创新型或生态型企业建立合作机

制。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已与南方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湾实验室等

开展项目研发、资源共享及研究生联合培养等多层

次 合 作 。 中 山 先 进 低 温 技 术 研 究 院 与 南 方 科 技 大

学、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深入接洽，将共同开

展天然气中氦 3 资源的提取技术研发，解决我国氦 3

资源短缺问题。

去年以来，中山共向深圳有关机构推送了企业技

术需求 200多条。据不完全统计，共促成合作项目超 40

项。2023年，中山促成 31项深中技术交易，合同金额达

5372万元，同比增长 144%。

资源加速流动

深中通道通车后，中山与深圳的科技创新资源流

动变得更便捷。企业、科研机构等对两地科技创新一

体化充满期待。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深圳正在积极

培育精密仪器设备、智能传感器、激光与增材制造、智

能机器人、高端医疗器械等“20+8”产业集群。今年 2

月，长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与深圳市逸文科技有限

公司针对智能眼镜嵌入式操作系统开启技术合作。目

前该系统已通过启动阶段和开发阶段，正在进行集成

与测试阶段。

“长春 理 工 大 学 中 山 研 究 院 在 空 间 光 学 、海 洋

光 学 、医 用 光 学 、太 赫 兹 技 术 、光 学 制 造 、智 能 感

知 与 显 示 、激 光 智 造 、人 工 智 能 、双 碳 等 领 域 开 展

技 术 攻 关 和 成 果 转 化 ，与 深 圳 市 高 科 技 产 业 集 群

发 展 需 求 高 度 契 合 。”长 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副

院长王世峰表示，深中通道拉近了深圳和中山的时

空距离，相信研究院将获得更多与深圳市高新技术

企业开展合作的机会，为研究院提供更大发展空间

和舞台。

同样看好深中科技创新一体化的，还有中广核。

“中山马鞍岛是广东省内各核电基地和核能科研

基地的几何中心，深中通道将各基地有效衔接起来，为

科研人员高效流动、科研资源有效配置、科研合作深入

推进架起桥梁。”蒋远华说。

抓住机遇，中山市乘势而上。为落实《中山市建设

广东省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实施

方案》要求，中山市科技局牵头编制《中山市建设广东

省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推进创新

一体化行动方案》及任务清单。

中山市正探索在“湾区光谷”、中山生命科学园等

科技产业园区率先与广州、深圳、香港等地共建技术转

移和交易中心，联合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中山市

还推动翠亨新区与南方科技大学共建实验平台，依托

西湾国家重大仪器科学园，引进深圳仪器类企业到中

山落地和实施成果转化。

施焕东表示，中山市科技局围绕新时代中山现代

产业集群“十大舰队”技术创新需求，借力深圳“科

创+”“数字+”“设计+”优势，以产业应用为导向，积极

通过市场化手段激发深中两地创新主体协同合作的内

生动力，推进深中科技创新一体化。

距离近了 创新快了

深中通道引发“乘数效应”

图为深中通道远景。 广东交通集团供图

科技日报讯（柳鑫 安雪松 记者李诏宇）近日，2024江阴—武汉科技人

才合作恳谈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霞客杯”中国江阴第七届创新创业大

赛总决赛（以下简称“创新创业大赛”）、江阴创新环境推介会和江阴“智荟

澄”产业专场对接活动（武汉专场）等系列活动同期举办。

“武汉与江阴一直都有不解之缘。”江阴市副市长陈涵杰介绍，背靠长江

这条黄金水道，江阴与武汉长期开展创新合作。由武汉大学和江阴市共同

建设的武汉大学长三角科技创新中心，自 2021 年 10 月正式运营后，已落地

14 个项目，为江阴引进了 7 名国家级人才，两地建立了互信的深厚情谊，合

作自此迈上新台阶。

创新创业大赛是江阴科技招商的举措之一。自 4 月份启动以来，赛

事吸引了 1000 多个海内外团队、100 多家江阴本土企业积极参赛。来自

全球的 41 个创新创业团队和 8 个优秀创业企业最终脱颖而出，共同站

上总决赛舞台。记者了解到，获奖项目落地江阴后，将享受相关配套政

策支持。

近年来，江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常态化开展产学研对接活

动，构建“基金+人才+项目”的引才模式，推动科创资源、研究成果从课堂走

向车间、从书架搬上货架、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目前，江阴形成了高端纺

织服装、金属新材料、石化新材料、高端装备四大千亿级产业集群。2023年，

江阴地区生产总值达 4960.51 亿元，实现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二十一

连冠”。

今年以来，为推动重点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江阴

全面建设“一湾一谷一区一港”科创 T台，聚力打响“科创江阴”品牌，突出产

业创新和企业发展需求，打破创新合作体制机制障碍。江阴先后在北京、上

海、深圳等城市的高校、科研院所及头部企业，招引优质科教资源、重点创新

项目和高层次创新人才。江阴市以“五星级”的标准、“店小二”的服务，努力

将该市建成广大创客“首选地”、科技创新“强磁场”、经济发展“聚宝盆”，让

各类人才大展拳脚、大显身手。

江苏江阴：

科技招商“妙招”连连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余艳春 张灵军 记者朱彤）记者近日获悉，新疆和

田县稀有金属矿产业园区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以下简称“工程”）全线贯

通。工程最高塔位为 5390米，比 2020年在西藏吉隆县孔唐拉姆山上组立的

220 千伏输电铁塔高 47.3 米，是目前我国海拔最高的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

刷新了我国在电网建设领域的新纪录。

据介绍，工程总投资约 5.86 亿元，起自墨玉县 220 千伏梧桐变电站，止

于 220千伏蓝钻变电站。线路全长 210千米，新建 220千伏变电站 1座，建设

铁塔 560 座。工程于 2023 年 2 月开工建设，计划于今年 7 月底前投运，是目

前国内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中施工难度最大的项目。线路跨越平原、戈壁、

沙漠、丘陵、高山、峻岭、高海拔山区，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穿越 7 个气象段

的电力工程。

建设过程中，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因地制宜，制定和采用一系列高海

拔作业方案。例如，组织施工项目部创新开展异型桩及冻结协同效应应用，

解决高海拔、高寒冻土地区作业问题，成功完成“一种有效利用冻结强度抗

冻拔防沉降的冻土区输变电新型基础”和“一种能实现快速解冻的声测管”

的专利申报。这两项专利为行业内其他高海拔、高寒冻土地区基础型式的

选择和检测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解决方案。

我国海拔最高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全线贯通

量产仪式上，工作人员向参观者介绍产品。 厦门火炬高新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