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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农高区奶牛存栏量较

2021年同比增长20%；今年开

工新扩建奶牛养殖场 18 家；

2022 年实现全产业链产值约

280亿元。配套产业也因此蓬

勃兴起。

280亿元

◎本报记者 王迎霞 实习生 李雨函

K园镜头园镜头

◎柳 鑫 本报记者 夏 凡

研究山区桥梁建设新技术、创建数

实融合新典范、为建设航天强国作出新

贡献……作为贵阳市乃至贵州省高新产

业发展的核心区之一，近年来，贵阳高新

区锚定“高新”定位，率先构建高新技术

企业孵化和培育全链条，打造出了独具

特色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结地，跑出了高

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贵阳高新

区对高新技术企业孜孜不倦的培育。

“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

体，始终是全区培育的重点。”贵阳高新

区科技创新局局长陆秀峰表示，目前，贵

阳高新区已组织辖区 130 家企业申报了

2023年高新技术企业。

企业硬核实力彰显高
新底色

贵州“地无三尺平”，是全国唯一没

有平原的省份，一座座大桥在这里连高

山、越峡谷、跨江河。而在这“万桥飞架”

的背后，是硬核科技铺就的贵州新坦途。

这些硬核科技中不乏贵阳高新区企

业的影子。

例如，入选贵州省 2022 年度十大科

技创新成果的“山区超高墩多塔大跨斜

拉桥建设关键技术”，即展示了贵阳高新

区辖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

针对山区复杂环境，贵阳高新区辖

区企业参与研发了一系列技术成果，获

得贵州省科技厅重大专项支持，被成功

应用于贵州平塘特大桥、四川长江二桥

等多座桥梁建设中，在缩短建设工期的

同时，有效减少了建造成本，综合经济效

益达 31.5亿元。

近日，第五届中国质量奖受理名单

公示。贵阳高新区辖区企业贵州航宇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代表贵

州企业参与作为国家质量领域最高荣誉

的中国质量奖的奖项角逐。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航空、航天、舰

船、新能源等领域，成为美国 GE、英国

RR、美国普惠、法国赛峰、美国霍尼韦

尔、德国 MTU 等全球六大民用航空发动

机制造商在亚太区的核心供应商。

能够跻身世界一流航空零部件供应

商，与企业的硬核实力密不可分。

“我们公司研发的一项关键技术，广

泛用于民用航空发动机的机匣生产。”贵

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刘朝辉说，通过该技术，材料的利

用率从 3%—10%上升到了 25%—30%，有

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贵阳高新区杰出人才代表、贵州航

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表

示，企业取得的成绩得益于不断的技术

创新。“未来我们将依托大数据、大模型

数字化发展思路，摒弃传统落后的制造

生产方式，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发展方向，创新建设一条高端装备用环

锻件柔性智能生产线，为实现高端装备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全阶段服务助力企业
发展壮大

“贵阳高新区各个部门十分关心企

业发展，在公司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一直

为我们提供帮助和指导。”贵阳高新区企

业世纪恒通董事、总经理杨兴荣说。

正是得益于贵阳高新区的大力支

持，世纪恒通完成了从创业到上市的华

丽 蜕 变 ，在 创 业 板 首 日 上 市 市 值 达 到

45.78 亿元，成为贵州实现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的典型案例之一。

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壮大，

离不开贵阳高新区的精心培育。

近年来，贵阳高新区狠抓创新主体、

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工作，成立了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工作专班，建立月调度机

制，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孵化培育、招

才引智等领域形成合力，强化高新技术

企业的引进、培育及服务，完善高新技术

企业培育纵向与横向联动机制，整合政

策、项目、人才等要素，推动高新技术企

业高质量发展。

由此，一大批企业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的蜕变。近

年来，贵阳高新区相继孵化了贵州第一

家创业板上市企业和第一家科创板上市

企业。

贵阳高新区成为贵州的创新和人才

高地，也与区域科技支出的高比重息息

相关。2022 年，贵阳高新区规模工业企

业 R&D 投入强度突破 5%，远高于全国

高新技术制造业投入强度和贵州高新技

术制造业投入强度；有研发活动的企业

数达 76.4%，是贵阳市总体水平的 2.8倍。

截至目前，贵阳高新区已培育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 355家，占贵阳市的 26.6%、

贵州省的 17.6%。其中，7 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在主板及创业板、科创板上市，9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贵阳高新区：

打造高新技术企业集结地

“宁夏奶业快速崛起，生产效率全国领先，目前已形

成以银川市和吴忠市为核心、石嘴山市和中卫市为两翼

的奶产业带。”7 月中旬，在宁夏举办的肉牛奶牛滩羊产

业科技成果供需对接会上，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说。

李胜利提到的宁夏奶业核心之一吴忠市的奶业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以宁夏吴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核心区为基础建设的吴忠自治区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以下简称吴忠农高区）。

“示范宁夏、引领西北、全国知名”。遵循这一定位，

吴忠农高区以生态高质量奶业为主导，全产业链协同推

进、三产高效融合发展。

“站在巨人肩膀上”建设园区

用宁夏科技厅农村科技处处长徐小涛的话说，吴忠

农高区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建设的示范区”。

吴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科技部批准的全国首批、

宁夏首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是全国非耕地高效节水

绿洲农业的试验田和集散地，交通条件便利，土地资源

丰富，发展现代农业优势明显。

这里也是现代农业出经验、出招数的地方。

吴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总面积达 576 平方公里，开

发耕地 10万亩，有天然草原 68万亩，初步形成了以奶牛

养殖、优质林果、牧草、设施蔬菜等为主的产业体系。

2020 年 12 月，以宁夏吴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核心

区为基础、以生态高质量奶业为主导产业的吴忠农高区

获批建设，在宁夏科技厅的指导下，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我们重点围绕奶产业做文章，依托奶产业拉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按照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三个圈层进

行布局。”吴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马长军说。

管委会联合国内奶业行业专家，分别组成了生态种

植工作组、奶业养殖工作组、奶产业工作组，全力推进吴

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吴忠农高区协同发展。

吴忠市政府更是将吴忠农高区的建设与推进乡村

振兴、奶业振兴、创新驱动、脱贫富民有机融合，一体化

发展。其中，科技的撬动作用最为明显。

在宁夏科技厅的支持下，宁夏金宇浩兴农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浙江大

学、宁夏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了中国（宁夏）奶业研究院，

以强化奶牛科学、健康养殖和高端乳制品加工为主攻方

向，推动奶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发展。

而吴忠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申报的“奶牛养殖碳

排放监测预警平台构建及低碳减排循环养殖模式示范

利用”项目，宁夏金宇浩兴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

“优质高产奶牛繁殖健康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则

被列为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

“我们要求，必须严格落实科技项目资金管理，按

时足额拨付项目资金，确保科技项目及时实施。”徐小

涛表示。

聚焦产业发展问题靶向施策

吴忠农高区内，吴忠市利通区五里坡奶牛生态养殖

基地牧场中一排排牛舍干净整齐，一套套设备智能高

效，一头头奶牛高大健硕。很多深受消费者欢迎的原奶

就出自这里。

在宁夏昊凯牧业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万头牧场，技术

总监杨建国感慨道：“过去都是粗放管理，现在奶牛吃的

饲草都是精心搭配的。在日粮配比上进行精粗比例调

配，可以提高奶牛饲料消化率。”

吴忠农高区以利通区五里坡奶牛养殖基地为示范，

全力打造“中国奶谷”。截至 2022年底，奶牛存栏量已达

23 万头，生鲜乳产量达到 120 万吨，日产量达到 3200 多

吨。

“牛从哪里来？饲料从哪里来？粪污到哪里去？牛

奶到哪里去？人才从哪里来？我们带着这些产业发展

的问题靶向施策，在奶产业延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力

争早日形成跨区域、规模化的奶业全产业链。”马长军

说。

在吴忠农高区，一组组数字令人欣喜：规模奶牛牧

场 104 家，场均奶牛存栏 2200 头，其中万头规模牧场 6

家，规模化养殖比例达到 9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0 个

百分点；鸽堂沟 10 万头标准化奶牛养殖示范区初具规

模，全国最大的单体牧场宁夏农垦麻黄沟 5 万头奶牛养

殖园区开工建设。

除了奶业这一主导产业，吴忠农高区的高新技术产

业如奶牛绿色生态养殖、高质量乳业加工、饲草、林果、

蔬菜等，也多点开花。

这里建成了以通达果业、鑫源祥公司为代表的经果

林基地 6.5万亩，以壹加壹、紫花威斯克为代表的饲草基

地 22 万亩，以天禾公司为代表的瓜菜基地 7 万亩；建成

了以金积工业园区为主的乳品加工基地，引进培育伊

利、新希望夏进、雪泉、恒枫乳业等 10 家龙头企业，这里

生产的一系列高端乳制品畅销全国。

双核驱动、区域示范、辐射全市。吴忠农高区以打

造“一个院校、两个核心、五个体系、八个平台”为抓手，

着力建设中国奶业创新高地、人才高地、产业高地。

在全产业链上引发“蝴蝶效应”

吴忠农高区的建设，成功引发了“蝴蝶效应”。

“把科技与各产业紧密联系起来，并且让科技在产

业链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效带动了利通区、青铜峡

等地奶牛养殖、设施农业、精品林果和优质牧草产业的

健康发展。”马长军指出。

吴忠农高区奶牛存栏量较 2021年同比增长 20%；今

年开工新扩建奶牛养殖场 18家，形成了园区及周边优质

饲草基地 73.2 万亩；2022 年实现全产业链产值约 280 亿

元。

配套产业也因此蓬勃兴起。在吴忠农高区周边，与

奶产业息息相关的乳品加工、包装印刷、物流运输、饲料

加工等行业快速发展，目前企业超过 30家。奶牛养殖企

业、加工企业等全产业链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也已超

过 10万人。

吴忠农高区通过制定印发《2022年吴忠市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工作实施方案》和进一步加强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使农牧业企业环保意识明显增强，已建成五里坡

奶牛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正在建设鸽堂沟奶牛养殖示

范区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畜禽养殖污水处理项目。

目前，吴忠农高区养殖企业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

100%、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95%以上，病死畜无害化处理

率 100%，种植企业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5%以上，有力

巩固了生态建设成果。

当然，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记者了解到，吴忠农高区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退化，

不能适应现代化农业园区建设的需要，影响了园区正常

功能的行使。受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影响，企业融资是最

大的瓶颈，影响了园区的深入发展。另外，大专院校科

技研发能力不足，参与园区建设多数以项目合作为主，

直接参与园区建设和相关技术研发的比例较低，没有形

成产学研结合以及新品种、新技术研发有效模式。

下一步，吴忠农高区计划抓产业、抓项目、抓平台、

抓创新、抓短板、抓规范，凝聚园区发展新合力，促进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效”齐飞。

宁夏吴忠农高区：

让科技在产业链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荣）7 月 25 日，记者从山西阳泉高新区获悉，截

至 6 月底，阳泉高新区经营主体总量突破 2 万户，净增 3557 户，完成全年

增量目标的 86.1%。其中，企业 7752 户，净增 1624 户，完成全年企业增量

目标的 106.6%。

今年以来，阳泉高新区按照保主体、增主体、活主体、强主体的

要求，持续优化无差别、无障碍、无后顾之忧，可预期、可信赖、可发

展的“三无”“三可”营商环境，厚植发展沃土，推动各类经营主体高

质量发展。

在扩总量工作上，阳泉高新区制定出台相关行动计划，开展个体工商

户转型提升、“小升规”培育提升、“规改股”培育提升、“股上市”培育提升、

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企业培育提升、研发机构培育提升、平台集聚提升七大

行动。同时，抢抓政策风口、找准服务切口，加强产业谋划、项目策划，做

好招商计划。

按照经营主体量质齐升的要求，阳泉高新区积极对现有企业挖潜

增效，做好培育壮大工作。目前，阳泉高新区涉税经营主体占比 50%，

每千人拥有企业数达到 60.4 户，完成“个转企”1 户，拥有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国家重点服务业

企业（“四上”企业）209 家、高新技术企业 8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08 家、

专精特新企业 23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 家。紧扣产业链

短板弱项，阳泉高新区把培育经营主体与做好招商引资结合起来，推行

“全生命周期”服务，建立“要素跟着项目走”工作机制，全力提升项目签

约率、开工率、投产率。

为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阳泉高新区积极推进七大产业园区建设，并

不断优化园区功能，提升项目承载能力，助推招商引资提速增质，为经济

转型发展蓄势赋能。

目前，阳泉高新区累计打造完成平台 4700 余亩，建成标准厂房 41 万

平方米，数字经济产业园、庙堰新材料产业园配套设施已完善，满足企业

正常生产生活需求。泉东产业园、杨家庄智慧物流园等 3600亩平台打造

项目正有序推进。

立足山西省第三批特色产业集聚区试点、省绿色低碳循环示范

园区等，阳泉高新区积极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形成以先进装备制造业

和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为主导的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布局“源网荷

储”一体化示范项目、电池关键材料、整装生产、回收利用等项目，形

成产业集聚。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和竞争力。今年以来，阳泉高新区持续精

减优化审批流程，推行“一网通办”与“不见面审批”，实现企业开办 0.5天，

一般性工业项目审批时间由 34 天缩减至 12 天。同时，打造“政务大厅+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园区政务服务站”三级联动的“10分钟政务服务圈”，

实现园区事园区办、高效办，并深化园区综合执法改革，畅通问题反映渠

道。一系列举措，全力改善营商环境，为经营主体提振了信心，为稳定市

场预期激发出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山西阳泉高新区

经营主体总量突破2万户

无锡惠山循环经济产业园不久前正式开园。在开园仪式上，无锡市

惠山资源循环利用基地揭牌。12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涵盖绿色低碳、智

能制造等领域，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 10亿元。

开园仪式上，无锡市政协副主席、惠山区委书记吴建元说：“我们要以

绿色赋能循环经济，为惠山转型升级注入强大动能，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

展底色。”

在无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吴意中看来，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资源环境生态问

题的基础之策，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各界凝心聚力、

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无锡惠山循环经济产业园的落成，将在实现资源高

效利用的基础上，全面推动循环经济规模再扩大、质量再提升、效益再增

强，为全市循环经济发展作出新的示范。

无锡惠山循环经济产业园于 2021 年 10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10亿元，

总占地 86.1 亩。园区可提供科技孵化、研发办公、标准厂房、企业独栋等

载体空间，目前厂房出租率超 75%，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 10 亿元，年税收

超 1亿元。

作为入选全国首批 50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的循环经济产业园，无锡

惠山循环经济产业园以打造“产业新起点、智能智造园”为总体规划目标，

顺应当代制造业技术和管理发展趋势，以绿色低碳、智能制造作为园区主

导产业，发展以商贸会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为主的配套产业，向智能

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促进“惠山制造”向“惠山创造”转型

升级。

“我们积极对照《惠山区先进制造业特色专业园区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提出的要求，聚力区域工改项目，全力推动‘腾笼换鸟’行动的落地执

行，积极以园区打造，加速带动产业格局的重塑。”无锡市惠山区国控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念洲说。

无锡惠山循环经济产业园

正式开园

图为在阳泉高新区内，一家企业的工人正在操作设备。
受访单位供图

图为吴忠农高区内奶牛养殖场图为吴忠农高区内奶牛养殖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