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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促 融 合创 新 促 融 合 携 手 奔 未 来携 手 奔 未 来
——““ 铸 牢 共 同 体铸 牢 共 同 体 中 华 一 家 亲中 华 一 家 亲 ””主 题 宣 传 活 动 走 进 宁 夏主 题 宣 传 活 动 走 进 宁 夏

近日，记者随“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题采

访团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看到了当地在推动新能

源、数据信息等产业发展方面的诸多创新实践与积

极探索。

近年来，宁夏依托自身独有优势，不断开拓工业

新领域、新赛道，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光伏产业加速发展

整 洁 的 厂 房 内 ，各 类 先 进 机 械 设 备 运 转 不

停，生产出一批又一批高质量光伏组件；明亮的

屏幕上，各项数据交替显示，实时呈现着生产线

的情况……这是英利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智

慧工厂”中的场景。

“公司全面推动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自主设

计并应用生产控制系统，生产出一批先进光伏组

件。全部达产后，公司可带动就业近 200 人，创造工

业产值约 20 亿元。”英利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小惠对记者表示。

谈及工厂为何选址宁夏，张小惠坦言，区位优势

与优惠政策是他们的首要考虑因素。“宁夏新能源产

业发展迅猛，公司在宁夏建厂，能实现光伏组件直

供，降低运输成本。”张小惠说，“此外，当地也为我们

提供了相当优惠的配套政策，让我们后顾无忧。”

在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宁夏腾格里沙漠新能

源基地，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发光，仿佛一片海洋。

龙源电力宁夏公司工程师潘战国介绍，该基地是我

国最大的“沙戈荒”风光基地。基地首期规划容量

300 万千瓦光伏，其中一期 100 万千瓦于去年 4 月完

成建设并网发电，二期 200万千瓦正在建设中。

这是宁夏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我

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以及我国太阳辐射高能区

之一，十多年间，宁夏新能源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

园区化发展。如今，新能源电力已超过煤电成为宁

夏第一大电源。

数据中心集聚规模

宁夏中西部有一座与沙漠为邻的城市——中卫

市。这里曾饱受风沙侵害，如今它站上“东数西算”

的风口，深耕大数据和云计算产业，建成国家级数据

中心集群。算力质效指数全国第四、西部第一，数据

中心集群累计标准机架达到 8.4 万架……中卫市已

然成为汇聚全国各地信息的数据“港湾”。

中卫市数据局副局长马振钧介绍，中卫与全国

90%以上地区光纤直连传输时延在 20毫秒以内。同

时，中卫能源资源富集，风光火等多种能源形式齐备且供给充足，冬暖夏

凉的气候环境也能减少给设备散热或保温带来的费用。

2021年，宁夏中卫获批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重点

承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任务，成为全国服务器装机能力最强的城市之一。

“目前，我们已经建成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16 个，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新一代绿色数据中心建设方案和运营经验，具备快速承接数据应用服

务的良好条件。”马振钧说，“2024 年上半年，中卫数据中心集群算力规模

约 2.54EFlops，全市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完成投资 29亿元。”

中卫市从“沙漠小城”到数据“港湾”的蝶变，是宁夏发展数字产业的

真实写照。

近年来，宁夏出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宁夏枢纽建设

方案》《数字宁夏“1244+N”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政策措施》等文件，为数字产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2023年，宁夏数字产业在全区“六新”产业（新型材料、清洁能源、装备

制造、数字信息、现代化工、轻工纺织）中，增速排名第二，成为促进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力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买彦州表示，宁夏将新建一批绿色

数据中心，尽快建成全国大型智算基地，让宁夏的电力变成全国的算力，

跑出数字经济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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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太会讲话，真不知道该咋说……”

近日，在参加“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主题宣传活动的众多记者面前，科技特

派员、宁夏塞上牧源牧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马兴云说起与专业无关的事情时显得

有些不善言辞。但一说起奶牛养殖，他

就变得滔滔不绝了。

马兴云今年 54岁，自称老马，已在奶

牛养殖行业深耕 20 多年。他有 6 个规模

牧场，共存栏奶牛 3.7 万头，日产生鲜乳

560 吨。他创办的公司拥有固定从业人

员近 600人，还和蒙牛公司建立了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在宁夏，马兴云的牧场无论是基础

设施、发展规模、管理机制，还是出产的

鲜奶质量，都是响当当的。小牛住的是

“单身公寓”，即使是炎炎夏日，奶牛也能

享受到空调的清凉。它们的日常饮食都

经过精心搭配，日均餐标 93元，吃饱了还

能到运动场上溜达，保持健康体态。不

仅如此，奶牛饲喂、挤奶，以及粪污处理

等，都实现了精细化和智慧化管理。

老马还立志培育良种奶牛。

他麾下的宁夏兴源达农牧有限公司

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同建立了灵武市

奶牛研究院，并在宁夏率先实施良种奶

牛自繁自育。目前，该公司有体外胚胎

移植牛 300余头，克隆犊牛 5头。

“政府，尤其是科技部门，对我支持

很大，我对此特别感激。”老马告诉记者，

有了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他的公司发展

底气很足。

记者了解到，在宁夏科技厅支持下，

宁夏兴源达农牧有限公司着手开展良种

奶牛快速繁育技术的研发，建立了面向

全国的优质高产长寿奶牛可复原遗传资

源库，持续推进优质高产奶牛选育技术

的研究与应用。

参加主题宣传活动期间，记者在田

间地头见到了更多“老马”。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平罗县，

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被业内誉为

“天然种子加工厂”。2009 年，从事蔬菜

种子生产销售的裴卓强，在平罗成立了

宁夏泰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蔬菜

新品种研发、繁育、经营及进出口业务。

如今，宁夏泰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1

个院士工作站、1个研发中心、9个生产基

地、10个种子试验站，公司的种子已销往

46 个国家，每年外销 90 吨，能播种 200 万

亩土地。

原浆、饮料、花茶、软糖、果膏、花蜜、

口红、面膜……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百瑞源殷红子熟枸杞庄园，枸杞可以

“七十二变”。随着科技赋能宁夏现代枸

杞产业进程的不断深入，精深加工让“小

红果”有了更多新形态。

“过去我们的主打产品只有枸杞干

果。现在，我们不仅有干果，还有原浆，

以及以枸杞为原料的各类休闲食品。”

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向

峰说。

“老马”们公司的壮大是宁夏“六特”

产业（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

凉蔬菜）发展的缩影。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创新“十四

五”规划》将“六特”产业及地方特色产业

确定为重点攻关方向，并提出聚焦宁夏

农业重点产业，开展全链条一体化技术

攻关，突破种业、种养业关键技术瓶颈，

引领支撑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瓶颈有的放矢，宁夏“六特”产

业在高质效、全链条、促融合三个方面做

足 文 章 ，2024 年 综 合 产 值 预 计 将 突 破

3000亿元。

科技部门搭舞台 各路能人显身手

编者按 沙漠边缘，片片光伏板连成蓝色海洋；黄河侧畔，能源化工企业集聚；贺兰山下，牧场实现全数智化管理……近年来，宁

夏回族自治区高度重视全国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建设，持续汇聚创新资源，有效激发创新活力，探索出一条借智融合发展的新路

径。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随“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题采访团走进宁夏，记录这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铁塔林立，管道纵横，机器轰鸣声不

绝于耳……这是记者在宁夏宁东能源化

工基地（以下简称“宁东基地”）看到的景

象。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开发

区，宁东基地经过 20年栉风沐雨，已成为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西北首

家全国智慧化工园区。

企业成长快

宁夏回族自治区“六新”产业指新型

材料、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现

代化工、轻工纺织 6 个重点产业，其产值

约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75%左右，代

表了宁夏未来工业发展方向。

“这是我们的一期项目，非常符合自

治区‘六新’产业方向，预计今年10月底建

设完成。”在秩序井然的厂区，宁夏惟远新

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振华向记者介绍。

公司 2022年入驻宁东基地化工新材

料产业区。入驻基地以来，公司迅速发

展，建成国内单套最大的氮-甲基吡咯烷

酮和聚乙烯吡咯烷酮全产业链生产基

地，为宁夏半导体材料和医药高分子材

料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为国家“双碳”

目标达成贡献出一份力量。

在宁东基地，像宁夏惟远新能源有

限公司一样的企业还有很多。比如，宁

夏泰和芳纶纤维有限责任公司与多方展

开合作，解决了我国高强纤维产率较低

的问题。现在，公司对位芳纶年产能达

10500 吨，国内排名第一、国际排名第三，

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宁东基地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张伟介绍，2023 年，宁东基地工业总产

值较 2016年增长了 2.4倍，工业经济体量

占宁夏的近 30%，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超过

6000 亿元，财政总收入较 2016 年增长了

近 3倍，占宁夏的 14.4%。

合作项目多

宁东基地加强东西部科技创新合

作，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2023 年 4 月，在宁东基地开发建设

20周年之际，《支持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二

次创业和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

计划提出，加强与国内知名高校院所合

作共建创新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依托

科研优势增强科技创新力量。

为此，宁东基地管委会科技和信息

化局引进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在宁东基地设立

新型研发机构。此外，基地还与华东理

工大学共建宁夏华理现代煤化工研究

院；引进钱锋院士领衔的国家流程制造

智能调控技术创新中心，在宁东设立首

个分中心。研究院和分中心建成半年

来，已与 30余家单位洽谈合作意向，确定

了 6个合作项目。

记者了解到，2024 年上半年，宁东基

地共有 40 多家企业与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等近 50 家高校院所和企业

合作实施 110余项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

涉及煤化工、精细化工、新能源、新材料、

资源循环利用等多个领域。

科研投入大

宁东基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

新，助力企业不断实现新突破。

“作为园区科技管理部门，我们紧紧

抓住企业这个创新主体，推动科技型企

业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宁东基地管委会科技和信息化局局长易

静华告诉记者，宁东基地管委会科技和

信息化局聚焦宁东基地八大细分产业链

和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需求，

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2023 年，宁东

基地本级财政科技支出达 1.6 亿元，连续

6年保持 30%以上增速。

数据显示，2023 年，宁东基地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较上年增长 42.9%，有研发活

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突破 60%，较宁夏

平均占比高出近 20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

企业研发投入突破 16 亿元，较上年增长

13.9%，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

强度达到 2.37%，较上年增长 0.1 个百分

点；全年登记自治区科技成果 46项，较上

年增长 130%；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 4.56

亿元，同比增长 78.1%。

向东部借智 向科技借力
◎本报记者 王迎霞

英利新能源（宁夏）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生产光伏产品。
本报记者 孙瑜摄

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供图

宁夏塞上牧源牧业有限公司挤奶车
间。 受访者供图

宁夏惟远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一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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