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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俊斌 通讯员 张静攀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纯新 通讯员吴非）7月上旬，记者获悉，湖北省

武汉市“加快推动‘三个优势转化’，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主题报告会

启动仪式暨武汉新城·世界光谷专场报告会日前在武汉东湖高新区（以下

简称“光谷”）举行。光谷企业家、科技工作者等 400 余人聚集一堂，讲述

创新创业奋斗故事，凝聚勇毅前行奋斗合力。

“光谷之‘重’，重在其强大的科技竞争力、独树一帜的产业引领力以及

未来之城的人才吸引力。”报告会上，武汉市委常委、东湖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杜海洋介绍了光谷加快推进武汉新城建设、迈向世界光谷的创新作为。

光谷是武汉创新高地和经济发展主引擎。2023年，仅占武汉 6%面积

的光谷，贡献 13.6%的地区生产总值。党的十八大以来，光谷始终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 672家增至 5700多家，科创供应链

平台汇聚各类创新需求达 1.2 万项。光谷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突破，如首台高端晶圆激光切割设备、首个眼科体内基因治疗药

物等，其创新能力在全国高新区中稳居前四。

如今，光谷已构建起独具特色的产业优势，光电子信息产业整体规模

超过 500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研发生产基地。其产

业布局从传统的电脑、手机扩展到智能穿戴、智能汽车等新兴领域，并孕

育出国产数据库领域领军企业。同时，光谷在生物医药领域也取得了显

著成就，拥有 200多个在研的 1类新药管线，其中 50多个管线已进入临床

试验阶段。

随着光谷的快速发展，其常住人口已从 40 万增长至超过 120 万，医

疗、教育资源也不断丰富，三甲医院数量增至 9家（含拟建、在建项目），基

础教育体系日臻完善。当前，光谷围绕武汉新城“两高地两中心一样板”

目标，加速推进中轴线和六大片区建设，419 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全

面提速。

杜海洋表示，光谷将继续巩固和拓展科创供应链平台的建设成果，进

一步提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武汉新城

为引领，光谷不断攀“高”向“新”，为加快推动“三个优势转化”、重塑新时

代武汉之“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

支点贡献更多光谷力量。

武汉东湖高新区举办

世界光谷专场报告会

科技日报讯 （记者梁乐 通讯员钟飞）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

区）举办“蒋建东院士协同创新中心”揭牌仪式，标志着该地区生物医药产

业迎来了新的合作与发展机遇。仪式上，辖区生物医药企业、科研院所与

蒋建东院士团队进行了深入交流合作，旨在汇聚多方创新力量，共同推动

新疆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蒋建东表示，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药

物研究所、新疆药学会是新疆中药民族药研发和生产的重要支柱，在民族

药关键技术研究、新药研究与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

验。期待它们未来继续紧密合作，打破民族药创新发展技术瓶颈，推动民

族药产业向标准化、现代化和产业化方向稳步迈进。

据了解，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致力于中药民族药新药研究与

开发、已上市品种的二次开发与大品种培育、经典名方转化、配方颗粒等全

产业链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尹强表示，他们将依托

“蒋建东院士协同创新中心”，以产学研合作为纽带，以院士科技成果就地转

化为抓手，充分发挥院士专家的技术引领作用，集聚创新资源，培育高水平

科技创新团队，突破关键技术难题，赋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新疆科协获悉，作为产学研协作平台，院士协同创新中心将通

过引进两院院士及高层次人才团队，以项目合作为核心，加强与各方合作

单位的学术交流与技术合作。这些合作涵盖规划论证、技术研发、产品设

计、工艺改进等多个层面，旨在全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速产业转型升

级，为新疆乃至全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蒋建东院士协同创新中心

落地乌鲁木齐高新区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7 月初，记者从济南高新区有关部门获

悉，该区激光行业领先企业——济南邦德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邦德激光”）研发出一种具有大幅面、高功率、单平台特性的 L 系列激光

切板机。

从外观设计层面来看，这款激光切板机采用先进的分段式床身设计

理念，其标准化的分段床身结构灵活多变，最大长度能够延伸至 60 米。

作为专业的激光加工设备，它的主要功能是精准地将各类板材切割成预

定形状的工件。

这款切板机具有“可切可换可拓展”特点。它可满足行业内 99%以上

的金属加工场景需求。邦德激光研发人员向记者介绍，“可切”是指设备

在工作时可分区进行加工，不同加工区域能同时开展不同工序，实现切

割、上料、下料的无缝衔接；“可换”是指可更换部分配件，实现更高功率切

割；“可拓展”是指板机不仅能够切割板材，也能切割型钢。

邦德激光是济南高新区激光产业的领军企业之一，激光产业是济南

高新区的主导产业之一。未来，济南高新区将集聚更多上下游产业链的

优质企业，打造激光产业发展新高地。

济南高新区领军企业成功研发

新型激光产品

图为济南邦德激光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L系列激光切板机。
受访者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 通讯员孙
旭东）近日，全国首个行政领域数字经济

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广州开发

区、广州市黄埔区加强数字经济知识产

权保护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正式发布。该方案围绕 5 个方面提

出 20项具体任务，兴产惠企，挖掘经济增

长新活力，推动知识产权更好赋能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

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局长钟梓坚

介绍，《行动方案》拥有五大创新亮点，即

政策供给更加丰富、数据运营质量更高、

配套服务水平更高、创新举措力度更大、

环境保护标准更严。

针对数字经济前沿产业技术研发方

向不清晰问题，《行动方案》提出落实重

点产业专利导航对接机制和重点科技项

目知识产权信息分析等措施。针对新型

基础设施等产业研发投入回报率低问

题，《行动方案》提出培育产业高价值专

利、构建产业专利池等举措，推动数字经

济基础设施等产业强链延链、提质增效。

为支撑数字经济前沿领域技术研

发，《行动方案》依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专业资源，

落实重点产业专利导航工作对接机制，

支持在元宇宙、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通

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未

来产业领域开展专利导航。聚焦 CPU、

GPU 异构算力提升等领域，该方案鼓励

原创技术创新重点科技项目开展技术方

案专利查新检索、专利导航等服务。

“方案以知识产权护航数字经济发

展，将严厉打击算法合谋、算法歧视、爬虫

技术、窃取商业秘密等行为，以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方式提高知识产权防伪、追溯和

保护能力，探索建立智慧、高效、协同的数

字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钟梓坚表示。

《行动方案》还明确提出在中新广州

知识城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数字化工

程，发挥全省唯一省部共建的知识产权

全服务链条平台——广州开发区、黄埔

区知识产权数字化集成服务平台作用，

以数字化手段，为区域数字经济及知识

产权服务持续赋能。

“《行动方案》为区内企业营造了更为

稳定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极大提振了企

业信心。”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杨旭表示，公司未来将探索更多数

字经济知识产权运用转化新场景。

广州开发区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

《行动方案》，得益于该区扎实的产业基

础。目前，广州开发区已建成 5G 基站超

8000 座，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金

融等领域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在互联

网、软件服务业方面，聚集重点企业超

420家，产业规模超 500亿元；在电子信息

领域，拥有上中下游完整的产业链条，产

业规模超 1500 亿元。同时，作为广东省

数据要素集聚发展区（广州）核心区，广

州开发区已成立广州市首个数据要素行

业协会，吸引一批数据产业公司落户。

广州开发区发布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

图为广州开发区专精特新产业园图为广州开发区专精特新产业园。。贾自豪贾自豪摄摄

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7月 1日，

沈阳浑南科技城核心启动区正式开园，

智慧之云、科学家工作坊等一批科创空

间交付运营。

按照辽宁省委、省政府“建设具有

全 国 影 响 力 的 区 域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战

略部署，沈阳市委、市政府将浑南科技

城定位为“科技创新策源地、新旧动能

转 换 发 动 机 、新 质 生 产 力 发 展 示 范

区”。科技城依托三大空间载体，发展

六大主导产业，开展十大专项行动，汇

聚 科 创 平 台 及 专 业 人 才 ，构 成 完 善 的

科技创新体系。

浑南科技城核心启动区布局建设了

科学家工作坊、智慧之云、科技服务街

区、创新企业孵化器四大创新空间及配

套基础设施等。目前，辽宁材料实验室、

辽宁辽河实验室已投入运行，超大型深

部工程灾害物理模拟设施加速建设，未

来工业互联网大科学装置、高能射线多

束源多维成像装置、全脑在体神经元解

析成像实验装置加快推进预研论证，392

个科技创新平台投入使用。集中入驻的

50 个重点科技项目中，包括要素功能服

务类项目 10 个、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

目 34个。

浑南科技城规划建设之初便面向全

球征集设计方案、开展国际竞标，优中选

优确定了“一轴、一廊、双城”的空间布局

方案。随后，七大工程局、数千台机械设

备以及万名建设者围绕市政交通、生态

环境、公共服务等五大基础设施日夜奋

战，确保科技城朝着“一年一个样，三年

大变样”的目标快速发展。

目前，科技城核心启动区已构建 25

公里路网、68 公里管网等完善的基础设

施，形成涵盖 91平方公里生产生活空间、

7.2 平方公里启动空间等在内的科技城

大空间体系，为区域提供专业的科技创

新孵化、转化与策源平台。

沈阳浑南科技城核心启动区正式开园

“得益于公司投资近 20 亿元打造的高智新工厂，我

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 70%，能源消耗降低了 14%，人均产

值提高了 5 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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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法士特”）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法士特高智新工厂建设是西安高新区打造零碳

园区、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动实践，为高新区

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产业园区绿色转型提供了宝贵经

验和示范。

近年来，西安高新区全力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培育

壮大绿色产业，驱动企业转型升级，营造生态和谐发展

环境。高新区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与生态环保相融合，加

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

抢抓机遇 建设零碳工厂

西安高新区着力推进零碳工厂建设，加快传统工业

企业绿色转型，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实现经济

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

法士特是一家发轫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重型汽车变

速器制造企业，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重型变速器生产基

地和齿轮出口基地，正引领着行业向绿色低碳转型。

位于西安高新区丝路科学城的法士特高智新工厂，

于 2022年 9月建成投产，是国内首家商用车零部件行业

零碳工厂。工厂拥有光伏发电、智慧能源管理、绿色工

艺等 31 项先进技术，实现了能源辅料低碳化、生产环境

友好化、资源利用高效化、废弃物处理无害化。同时，工

厂每年能够减少 7000 吨碳排放，能效利用率达 95%以

上，节约木材消耗达 4000吨，实现“三废”（废水、废气、固

体废弃物）100%无害化处理。

建设零碳工厂，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并不仅仅是法

士特这一家企业的发展理念。西安高新区众多工业企

业正抢抓机遇，共谋绿色低碳未来。

以位于西安高新区的施耐德西安工厂为例，作为施

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耐德电气”）全球

最大的低压成套设备生产基地，该工厂通过持续的技术革

新与升级，完成了对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外购能源带来间

接温室气体的1468吨二氧化碳100%抵消，荣获零碳工厂

（Ⅰ型）五星级证书，成为西安市又一标杆性的零碳工厂。

目前，施耐德西安工厂建成了 800 千瓦太阳能光伏

发电项目，年发电量已连续两年达 68 万千瓦时以上，每

年减排二氧化碳 417吨。2023年厂区用电的绿电占比达

到 90%。同时，施耐德西安工厂通过部署 EBO 楼宇运营

系统、空调数字孪生项目等系列措施，提升 23%的能源

效率，每年减少用电 34万度，减少碳排放 192吨。此外，

工厂采用了 EPME 电能管理系统和 EMA 微网能源顾

问，可在增加产能的同时降低 30%的单位能耗，能源成

本下降了 33.4%。

施耐德电气高级副总裁、全球供应链中国区负责人

张开鹏表示：“西安工厂是施耐德电气智能制造和绿色

低碳生产典范。自成立以来，它在西安市及西安高新区

的大力支持下快速成长。”

前瞻布局 培育绿色产业

今年1月，2023年石油和化工行业十大新闻发布。“我

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光伏发电直接制绿氢项目——新疆库

车绿氢示范项目全面建成投产”的新闻入围。该项目核心

装备制氢电解槽的主要供应商，正是成立不到3年的西安

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基氢能”）。

这家年轻的企业于 2021 年 3 月由全球光伏单晶巨

头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朱雀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携手创立，并迅速在光伏制氢领域崭露头角。

2023年其碱性电解水制氢产能、国内市场份额及电解槽

单槽产氢量均跃居行业榜首，成为西安高新区新能源产

业链上的一颗新星。

2024年 6月 4日，隆基氢能再次传来捷报，其氢能总

装项目顺利竣工投产，标志着公司在推动氢能核心技术

突破与产业化应用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为西安高

新区氢能产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发展新能源产业是西安高新区零碳园区建设的关

键一环。西安高新区前瞻布局，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

目前新能源产业已成为高新区五大优势主导产业之一，

并培育出一批明星企业。

今年 5月，西安高新区发布《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聚焦未来能源方向，西安高新

区将以新能源新材料园为核心承载，重点推进氢能、新

型储能、先进核能等领域发展，同时，鼓励隆基氢能、陕

西华秦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秦新能

源”）、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领军企业开展产业

链上下游合作。

目前，在新能源领域，西安高新区已围绕氢能制备、

关键装备等产业链重点环节，完成了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其中，华秦新能源掌握的小功率水电解制氢装备技

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同时，高新区还依托西安烽火

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光伏产业有限公司等企

业，构建起“能源物联网+风光储输一体化+多能互补+

智慧能源平台”的新能源体系。

作为高新区的排头兵，西安高新区在零碳园区建设

方面始终走在前列。在 2021年举办的国家高新区“碳达

峰碳中和”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高峰会议上，西安高新

区联合多家高新区发起《国家高新区“碳达峰碳中和”行

动宣言》，明确了“2025区域碳达峰、2050区域碳中和”的

总体目标。2022 年，西安高新区又编制了《西安高新区

碳达峰、碳中和发展战略、路径和对策研究报告》，为零

碳园区建设绘制了“路线图”。如今，西安高新区正向着

零碳园区的目标大踏步前进。

西安高新区：让科技创新与生态环保相得益彰
——“探索零碳园区建设新路”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按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4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 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
提出在产业园区、商务区等建设零碳智慧园区、绿色智能建筑。据此，本报推出“探索零碳园区建设新路”系列报道，展现
高新区先行先试建设零碳园区的举措和成效。

图为位于西安高新区的隆基氢能总装项目。 西安高新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