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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光影

◎本报记者 梁 乐 通讯员 唐红梅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涂心如 记者江耘）9月2日，杭州高新区（滨

江）召开区委六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杭州市

滨江区委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勇担新使命、争当排头兵，为谱写

“建设天堂硅谷、打造硅谷天堂”新篇章注入强劲动力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重点部署当地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

会上，杭州高新区（滨江）党委书记章登峰表示，落实好《实施意

见》，要围绕营商环境优化、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三大方面，重点在

创新、产业、开放和民生四大领域发力，集中力量推进一批攻坚性改

革，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标志性改革成果。

根据《实施意见》，杭州高新区（滨江）将全力推进环大科学装置创新

生态圈建设，深化“科学—技术—产业”全链条协同创新，全面加强“三支

队伍”建设，深入实施“5050”计划，办好Hi TECH全球青年创业大赛，推

动更多顶尖人才和项目落地。

此外，杭州高新区（滨江）将推动“1+5+N”现代化产业体系与

“一园三谷五镇”产业布局融合并进，抢抓未来网络、通用人工智能、

人形机器人、类脑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量子传感、零磁医

疗装备、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

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杭州高新区（滨江）

部署未来五年重大改革举措

科技日报讯 （记者韩荣）记者 9 月 5 日从长治高新区获悉，长治

高新区锂电产业园制造基地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该项目位于长治高新区翟店工业园，规划总占地面积约 306.5

亩，新建厂房等建筑 11万余平方米，建设 16条全自动生产线，可实现

年产高性能磷酸锰铁锂正极材料 10万吨，年销售收入约 100亿元。

长治高新区锂电产业园制造基地项目是长治高新区 2024 年重

点工程项目之一。自开工以来，项目方严格按照任务计划紧盯时间

节点，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厂房、办公楼等主体已全部完工，室

内安装、内部管网和外部道路铺设等配套施工有序推进，预计今年 10

月份达到交付条件。

项目经理谢振华介绍，项目采用了自主可控的先进智能化生产

线，将建成无人无尘全封闭式数字化绿色工厂，生产制备技术整体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长治高新区锂电产业园

基地项目加速推进

园镜头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 通讯员余
妍玲 谢子亮）9 月上旬，记者获悉，广州

产 投 大 湾 区 数 字 经 济 和 生 命 科 学 产 业

园 项 目 日 前 正 式 动 工 。 大 湾 区 数 字 经

济和生命科学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由广州产投集团投资运营，

拟建设为集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粤港

澳 创 新 成 果 转 化 于 一 体 的 综 合 型 高 质

量产业园区。当前，已有近 30 家企业达

成入驻意向。

日前发布的《广州南沙加快推进生物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加

快构建“一城三谷六园”的产业空间布

局。广州产投大湾区数字经济和生命科

学产业园是“六园”中的一园，将以数字经

济助力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新材料三大

产业在园区内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

产业链，实现产业发展闭环。

“我们致力于将园区打造成为集‘高

标准产业载体、研发实验公共平台、景观

公寓运动公园’于一体，以‘数字经济、生

物医药和粤港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核

心的高质量产业社区。”广州产投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罗俊茯介绍，除了构建优

质产业空间载体外，在大湾区数字经济和

生命科学产业园区运营服务方面，广州产

投集团还将打造“房东+股东+管家+合作

伙伴”运营服务创新模式，依托专业的科

技金融服务，为园区企业发展提供全要素

设计、全过程陪伴和全周期服务。未来，

产业园将重点招引靶向 RNA 和新型细胞

疗法、合成生物、基因递送，以及人工智能

等领域龙头企业。

为推动项目顺利落地，广州市南沙新

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管理局从 2023 年 12

月起提前介入，积极推动南沙枢纽二期道

路立项，同步完善周边配套设施，为企业

进场施工提供了方便。

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区委书记刘炜

表示，大湾区数字经济和生命科学产业

园开工仅是第一步，接下来，将大力支

持 和 保 障 项 目 建 设 ，扎 实 做 好 政 策 扶

持、配套建设、产业链对接、人才引育等

各项服务。

大湾区数字经济和生命科学产业园开工

相距几千公里，地处东西两端，原本互

不相识的企业和人才，通过紧密的科技协

作，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近日，记者来到

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以下简称“乌

鲁木齐经开区”）寻找答案。

乌鲁木齐经开区是地处西部的国家

级开发区。近年来，经开区积极与东部地

区开展跨区域科技创新协作，在资源共

享、人才交流、平台联建、联合攻关、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构建了完善的合作

机制，为经开区企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促进企业合作共赢

9 月初，在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的新

疆中财管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财管

道”）厂房内，近百条生产线正在开足马力

赶制订单。

中财管道总经理刘鲁亮告诉记者，随

着建材行业不断发展，企业对管材性能指

标也有了更高要求。尽管公司近年来不

断寻找更优质的原材料，但囿于研发能力

不足，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针对这一困境，乌鲁木齐经开区积极

响应，围绕重点产业发展实际，广泛征集

园区企业的创新项目需求，打破地域界

限，推动跨区域东西部科技协作，为企业

寻求破题之道。

在中财管道提交项目需求后不久，就

得到了乌鲁木齐经开区科技部门的回应：

安徽的一家企业拥有一种性能优异的新

材料。很快，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

两家原本“素未谋面”的企业迅速达成一

系列技术合作。

“相比我们之前使用的传统原料，安

徽这家公司研发的微珠材料在隔音、阻

燃、电绝缘等性能方面均具备优势，而且

更加环保，十分符合我们的需求。”刘鲁亮

说，目前微珠材料生产线已经进入中试阶

段，两家公司组成联合科技攻关小组，共

同应对并解决试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令人振奋的是，安徽企业还派来了

一支博士团队，这将进一步带动企业人才

队伍的高端化发展。”刘鲁亮说，未来，中

财管道将依托东西部科技协作机制，加速

创新产品的研发与落地，为产业发展贡献

更多力量。

乌鲁木齐经开区科技局党组书记陈鹏

介绍，今年以来，乌鲁木齐经开区依托乌鲁

木齐市“1+4+N”跨区域合作体系，不断构

建完善的跨区域协同机制，一批具有创新

性、引领性的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涌现，为

企业高质量发展储势蓄能。

畅通人才交流渠道

人 才 协 作 是 东 西 部 协 作 的 重 要 内

容。乌鲁木齐经开区通过畅通人才交流

渠道，推动形成多领域、深层次、全方位的

东西部科技协作新格局。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的新疆有色金属

研究所创建于1958年，是国内最早开展稀有

轻金属锂铷铯冶炼、分析、新材料开发和推

广应用的专业科研生产单位。

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科技项目管理

部主任董立认为，对于新疆的科研单位来

说，深化东西部科技协作的首要任务是引

进并留住高层次人才。

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和新疆有色金属

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 9月，时任北

京科技大学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教师刘波

积极响应号召，来到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

担任副所长，主要负责科技创新和纵向项

目管理等工作。到任后不久，他就发现新

疆有色金属行业在固废处置方面存在难

题。

在刘波的倡议下，研究所成立了“生

态环境材料实验室”，并联合新疆大学、北

京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共同组建了有色

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发与应用

创新团队。经过多年持续攻关与不懈努

力，团队在铜水淬渣、电解锰渣、铍冶炼渣

等固废的资源化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冶金固废制

备建材应用技术研究。

近年来，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不断深化

东西部科技协作，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成效

显著。同时，研究所还在绿色矿业与新能源

材料产业集群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建成

了战略性矿产资源综合回收、锂铍铷铯高纯

化合物制备、高纯稀贵金属精深加工、高纯

锂离子电池材料中试示范基地，进一步延伸

战略性能源金属产业链。

推出多项创新举措

近年来，乌鲁木齐经开区发挥资源优

势，系统谋划布局，不断推动东西部科技

协作走深走实。

目前，乌鲁木齐经开区成功与中国生

产力促进中心协会达成合作，建设科技成

果转化与产业化（乌鲁木齐）基地，形成了

包含 90余家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乌鲁木齐经开区还积极开展自治区

重点研发、重大项目和“2+5”重点人才计

划项目的申报工作，推动了一批科技领军

人才在新疆创新创业。

此外，乌鲁木齐经开区抢抓新疆自贸

试验区发展机遇，拓宽国际合作渠道，引

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外资企业和

国际研究机构前来设立分支机构或研发

中心。

陈鹏介绍，接下来，乌鲁木齐经开区将

围绕新疆“九大产业集群”，进一步搭建协

同创新平台，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政

策，推动东西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的

合作，吸引东部地区高层次人才来到这里

工作，促进东西部地区技术转移、成果转化

和人才交流。同时，经开区将鼓励和支持

一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模式创新，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现代化水平，布

局一批未来产业，从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

产业集群，加快东部地区科技成果在西部

地区的转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

乌鲁木齐经开区：

搭建东西部科技协作的桥梁

近日，位于山东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邹平经开区”）的魏桥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绿色智能化车间的整经工序

上，整经挂纱机器人替代了传统人工，按

照既定程序执行任务。

公司总经理魏家坤向记者介绍，这个

车间共安装了 14台智能机器人，涵盖自动

落布运输机器人、自动成卷包装机器人、

自动验布机器人等 12种类型，并使它们在

各自应用场景中发挥作用。

将绿色理念贯穿到生产经营各个环

节，不断提升绿色制造发展水平，成为邹

平经开区众多企业的目标。作为山东省

第一家设在县级市的国家级经开区，邹平

经开区围绕高端铝业、智能纺织等主导产

业做文章，通过技术创新、招才引智，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增绿减碳。

在邹平经开区的魏桥宏奥汽车轻量

化科技有限公司全车身总成车间，智能机

械臂助力轻量化小物流车身不断下线。

“每辆车身的重量仅为 156公斤，与传统钢

制车身相比，减重约 40%。”该公司副总监

李曙光告诉记者，当这些轻量化车身搭载

于纯电动车型时，将提升 3%到 5%续航里

程；搭载于燃油车型时，每百公里油耗可

降低约 0.6 升，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1350

克，且铝材回收率高达 95%，真正实现了环

保节能。

如今，在邹平经开区，众多企业正通

过材料轻量化实现价值的提升。

“新材料不仅能替代高强钢及部分现

有铝合金材料，实现减重 20%以上，还能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增加行驶里程 20%，降低

电池成本 20%；对于商用车而言，更是能增

加载重 20%，减少行驶费用近 10%。”主导

材料研究的魏桥轻量化研究院院长张海

说，目前，新材料已通过小试、中试、台架

试验阶段，并被北汽福田等车企应用。

为汽车“减重”，为产业“加码”，邹平

经开区的企业致力于攻关核心技术。记

者采访时了解到，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魏桥创业集团”）“汽车轻

量化用高强韧高服役 6×××铝合金关键

制备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刚刚通过科技

成果鉴定，项目总体技术被专家认定为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做好节能减碳与经济发展的“加

减法”，成为邹平经开区管理者的秘诀。

铝 是 仅 次 于 钢 铁 的 第 二 大 应 用 金

属。在工业用结构金属中，铝的可回收性

高，再生效率大。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该区先后启动 5个再生铝项目。“再生铝的

生产能耗，或者说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仅

有电解铝的 5%，是名副其实的绿色低碳产

品。”山东宏顺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景坤介绍，企业的“看家本领”是将“废

物”转化为宝贵资源，再生铝、报废车回收

拆解、动力锂电池再生成是企业的主攻方

向。

“回收的废铝杂质较高，为提升利用

效率，我们先后进行了几十项关键技术攻

关。”魏桥创业集团旗下的宏发铝业科技

有限公司技术科主任由浩介绍，“利用电

磁搅拌技术，我们先对铝液中的碱金属、

渣滓等杂质进行初步去除，随后通过先进

的转子通入氯气和氩气，进行深度精炼，

能达到 90%以上的过滤效果。”

凭借这些关键技术，宏发铝业科技有

限公司产品已成功占据国内制罐行业三

分之一的市场份额。目前，魏桥创业集团

正与德国顺尔茨集团这一金属制品回收

领域的巨头携手，共同投资 15 亿元人民

币，建设包括再生铝产业板块在内的循环

产业园区。

在邹平经开区的另一主导产业纺织

业中，节能降耗体现在特宽幅印染中。“其

他企业生产抑菌面料，往往通过后整理法

加入抑菌剂生产。但是处理一公斤抑菌

剂，就需要消耗 800 公斤左右的水。”魏桥

特宽幅印染有限公司厂长赵金帅对记者

说，公司通过产学研合作，采用微纳米镶

嵌技术，无须再使用抑菌剂，实现了全程

无污染生产，并减少了水资源消耗。

邹平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丁峰表示，邹平经开区正积极与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合作，对 200

多家企业进行梳理，制定个性化的减碳与

降污方案，力争“十四五”末实现经开区能

耗和碳排放双降 50%的目标。

山东邹平经开区打造绿色制造新引擎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蕴 通讯员王亚军）记者 9月 4日获悉，第六

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日前公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以下简称“大连高新区”）6 家企业入围，占大连市入围总数的

42%。同时，大连高新区企业大连华邦化学有限公司通过第三批专

精特新“小巨人”复核。

位于大连高新区的英特工程仿真技术（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英特仿真”），凭借出色的自主创新能力，位列此次公示的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中。英特仿真成立 15 年来一直专注于

自主可控的国产 CAE 软件研发，是国内优秀的 CAE 自研软件供应

商。除大连总部外，公司设有多家子分公司和办事处，已完成由中网

投、深创投工业软件基金联合投资的亿元 B轮融资。

像英特仿真一样，此次入选的大连海天兴业科技有限公司、大连

市共进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都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等特点，

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截至目前，大连高新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到14家。

94家企业获得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26家企业获得辽宁省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55家企业获得辽宁省专精特新产品企业认定，

347家企业获得辽宁省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一大批主营业务突出、竞

争力强、成长性好的企业，成为大连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大连高新区

再添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李晓伟

在乌鲁木齐经开区的新疆中财管道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设备。
唐红梅摄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禹涵 通讯员张静攀）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科技司、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司公示了 104 家人工智能

医疗器械创新任务揭榜挂帅优胜单位。其中，西安高新区企业西安

臻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凭借与西安交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陕西省康复医院联合研发的“脑机

接口手功能康复训练系统”，成功入选。这不仅体现了西安高新区科

技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为进一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器械

深度融合发展、更好服务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作出了积极贡献。

图为患者接受智能康复训练的场景。 受访者供图

人工智能助力康复训练

在山东邹平经开区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在山东邹平经开区魏桥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工人骑着电动小车驶过工人骑着电动小车驶过
生产线生产线。。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