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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谢开飞 通讯员王燕双）在福建省范围内，泉州率先

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研发投入进行分档奖励，最高奖励金额达 200万元；率

先系统出台促进异地研发孵化专门政策；率先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量化

考核，并实施正向激励措施……10 月 15 日，记者从福建省泉州市科技局获

悉，泉州近年来相继实施了一批突破性、首创性、代表性的做法举措，深化推

进科技创新“四个倍增”计划和“抓创新促应用”专项行动。

2023年，泉州首次允许市外单位参与“揭榜挂帅”重大科技攻关，立项实

施 7项市级科技重大专项；首次将科研项目政策引入工业设计，实施工业设

计创新券、重大设计需求“揭榜挂帅”、奖励设计成果技术交易等措施。

此外，泉州指导福建立亚新材有限公司进入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总决赛，以全国第八名的成绩获得三等奖，成为福建企业参赛历史最佳成

绩，实现泉州企业进入总决赛“零”的突破；推动“东南特色橡塑产业提质增效

循环经济集成技术及示范”项目落地，该项目被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泉州有 4 项研究成果获 2023 年度华东地区科学技术情报成果奖，实现

连续 3 年均有成果获一等奖，获一等奖数量及获奖总数均位居华东地区地

市级第一；泉州市生产力促进中心获科技部通报表扬；“三个一批”高新企业

培育做法入选泉州首批“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典型案例。

福建泉州：

实施首创举措抓创新促应用

科技日报讯（记者金凤）10月 9日，全国首座“六边形”立体交通枢纽综

合体——苏州南站外立面正式亮相，标志该车站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后续

站房投入使用打下坚实基础。

苏州南站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区（黎里镇），是沪苏湖高

铁与南通至宁波高铁的“十”字交会共用枢纽站，建成后将成为一座集高铁、

城际铁路、城市地铁、水上客运、机动车停车场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车站。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苏州南站总建筑面积 75100

平方米，其中站房建筑面积为 4万平方米，站台总规模为 4台 12线。

据介绍，站房外立面幕墙总面积为85772平方米。为呈现流畅自然的造型

线条，项目团队多次优化外立面风格，全过程运用建筑信息模型进行下料，精准

定位幕墙龙骨和面层空间，保证整体效果最佳呈现。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苏

州南站项目负责人李座林介绍，项目团队采用龙骨定制化、面板装配化、现场安

装科学化的“三化”施工法进行作业，玻璃幕墙安装误差控制在4毫米以内。

苏州南站屋面南北向跨度达 67米，最大高差达 28米。大跨度、大高差、

异型多阶的空间变化给屋面钢网架提升施工带来很大难度，施工中易造成

网架整体偏差、变形。对此，项目团队运用电子传感技术，全过程跟踪监测

钢结构网架提升的应力和变形情况，实时调整提升施工的姿态和精度，确保

安装精度控制在 5毫米以内。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南站项目副经理祝林介绍，苏州南站采用

线下式、线侧式、高架式相结合的候车方式。目前，苏州南站整体工程已进

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沪苏湖线处于联调联试阶段。

苏州南站依托周边水网密布的地理区位，站房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融

合苏州园林设计哲学，采用高低错落、起伏有致的不规则形态，联结形成独具江

南特色的“六边形”站房，是目前国内建筑结构形式最多、最复杂的站房之一。

设计单位、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新介绍，整体建筑

设计借鉴内敛沉稳的吴越文化，通过连贯转折的线条以及丰富多变的建筑

形式，形成非对称、舒展的建筑形态。

苏州南站外立面亮相
系全国首座“六边形”立体交通枢纽综合体

金秋时节，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公司（以下简称“辽河油田”）锦 2—丙 7—

A218井作业现场热火朝天。“过去使用常规倒扣法解卡，最少得 10天才能完

成修井，采用公司研发的低成本高效修井作业技术后，只需 4天就能完成。”

辽河油田技术人员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得益于这项技术，辽河油田今年修

井作业效率整体提升 40%。这是辽河油田近年来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

一个案例。今年初以来，通过精准立项、精细管控，辽河油田已实施 20项科

技成果转化项目，目前累计创效 5.9亿元。

作为 20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之一，辽河油田的极限体积压裂技术对非

常规储层改造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非常规难动用油藏特色化压裂技术已

推广至 20个油田区块，应用 96井次，累计增油 3.9万吨。

有效解决传统集油方式高能耗、高成本问题，辽河油田的稠油冷输技术

成为稠油经济低碳开发的“利器”。在项目转化过程中，采油厂负责现场动

态跟踪并收集数据，设计院针对问题第一时间进行专家会诊，基建工程部协

调保障项目运行。今年以来，辽河油田稠油冷输能力稳步提升，累计节约天

然气 800万立方米，二氧化碳减排 1.8万吨。

聚焦特色品牌技术，辽河油田积极拓展外部市场。近年来，辽河油田将

自主研发的稠油高效开发、水力喷砂割缝等技术推广至大庆油田、新疆油田

等国内单位，以及哈萨克斯坦、乍得等国际市场。今年前 9个月，辽河油田签

订海外稠（重）油、储气库储层扩容及水力喷砂割缝等技术合同额达3.6亿元。

此外，辽河油田通过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月报制度，在公司范围内推广优

秀经验；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创效奖，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转化动力，使

科技成果转化成为推动公司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石油辽河油田：

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创效显著

全国首座“六边形”立体交通枢纽综合体苏州南站外立面亮相。
受访单位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10 月 14

日，记者从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获悉，2024 世界计算大会日前在湖南长

沙举行，《绿色智能计算长沙倡议》在会

上发布。

《绿色智能计算长沙倡议》呼吁，加

大先进绿色技术应用，积极引入绿电能

源，构建灵活高效的算力互联网，打造多

元泛在、智能敏捷、安全可靠、绿色低碳

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推动计算产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据悉，本届大会以“智算万物 湘约

未来——算出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共设

置 1 场开幕式暨主题报告会、12 场专题

活动、1场创新大赛和 1场成果展示。大

会还集中发布《先进计算产业发展研究

报告（2024 年）》《2024 先进计算企业竞

争力研究》等计算领域最新成果。

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介绍，

湖南坚持“算力、算法、算据、算网”四算

一 体 ，全 省 总 算 力 超 6000PFlops

（1PFlops=1 千万亿次浮点运算/秒），智

能算力达 1600PFlops、占比 27%，超算算

力达 200PFlops，居全国第三、世界前列。

毛伟明表示，湖南着力打造一流自

主安全计算产业集群、全国北斗高质量

发展集聚区、全国领先音视频产业集群

和国家绿色智能计算产业引领区，力争

到 2030 年相关产业规模达 2 万亿元，培

育形成 8 个以上特色产业集群、10 个以

上特色产业园区。

据悉，近年来，湖南把绿色智能计算

作为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重要

抓手，以绿色低碳安全为保障，以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以多元化场景应用

为拓展，构建起覆盖软硬件产品及研发、

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生态。2023年，湖

南绿色智能计算产业总产值达 7150 亿

元、占全国 7.3%。今年上半年，湖南该产

业总产值达4320亿元、同比增长19.1%。

世界计算大会发布《绿色智能计算长沙倡议》

浑浊不堪的“地沟油”，经技术加工

后变身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相比传统石

油基航空燃料，这种燃料可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85%以上。10 月 9 日，满载可持

续航空燃料的专用罐车从位于河南省濮

阳市的河南省君恒实业集团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君恒生物”）厂区缓缓

驶出，开往中国民航大学。这是君恒生

物 100%可持续航空燃料商业化后供给

科研院校的首个订单。

通俗地讲，可持续航空燃料是以废弃

的动植物油脂、油料、使用过的食用油、城

市生活垃圾和农林废弃物为原料，以可持

续方式生产的替代燃料。随着民航业快

速发展，航空燃料需求刚性增长，其燃烧

产生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民航业脱

碳的桎梏。可持续航空燃料因良好的碳

减排效果，已成为民航业能源低碳转型重

要抓手和全球航空业竞争新赛道。

今年 1 月 20 日，君恒生物可持续航

空燃料通过中国民航局适航认证，君恒

生物由此成为我国首个获可持续航空燃

料适航证书的民营企业。

8月，君恒生物通过公开竞标向中国

民航大学出售60吨100%可持续航空燃料，

其将用于中国民航大学“可持续航空燃料

技术研究平台”项目的燃料验证测试。

9 月 19 日起，中国国航、东方航空、

南方航空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郑州新

郑国际机场等机场起飞的 12 个航班加

注君恒生物的可持续航空燃料产品，“濮

阳造”航空燃料飞向广阔蓝天。

濮阳市科技局党组书记李国艳介

绍，濮阳不断加大航空燃料的研发力度，

2024 年以来，以濮阳主导建设的首个省

级实验室——龙都化工新材料实验室为

牵引，将“生物基高热沉燃料的创制及产

业化应用”研究列为首批课题，选派实验

室研发骨干加入企业科研课题组，开展

科技攻关；建设联合中试基地，并将其作

为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为科研成果迈

向产业化提供必要场所。

除航空燃料之外，濮阳还聚焦生物基

功能材料方向，推动宏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等当地企业，开展“生物基PE和生物基

PP生产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聚乳酸连续

流聚合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等项目；聚焦

高性能聚酯新材料方向，推动濮阳市盛通

聚源新材料有限公司、蔚林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环戊烯制戊二

醛催化技术开发”“改性聚酯用硅系耐高

温高性能阻燃剂工程化制备”“双马树脂

单体系列产品开发”等项目。

科技创新为濮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濮阳市共建科

技研发平台 356家，其中省级以上 96家，

实现研发、小试、中试、产业化等创新过

程全覆盖。此外，濮阳积极与中国科技

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兰州大学和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国科

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高校、科研

院所进行合作，开展产学研对接活动 189

场，举办成果发布会 7 场，达成合作意向

23项……

李国艳表示，下一步，濮阳将继续强

化平台支撑、聚焦成果转化、突出企业引

领、坚持项目撬动，瞄准产业链群重要节

点，靶向布局、激活要素、系统集成，着力

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

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生

态链，逐步构建创新链上下游衔接、创新

链产业链融通的科技创新体系，为创新

驱动高质量发展注智赋能。

河南濮阳：“地沟油”变身航空燃料

天蓝色氢燃料电池公交车在道路上

往来穿梭，驶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真正实

现零污染。这是科技日报记者日前在中

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和金

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看到的场景，这也

是大连金普新区氢能产业应用场景加速

落地的缩影。

近年来，作为大连在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布局“先手棋”的重要区域，金普

新区以氢燃料电池电堆及系统研发制造

技术为核心，开拓落地应用场景，支撑技

术验证迭代。经过不断发展，金普新区

竞速“氢”赛道效果显著，初步构建“研+

制+储+运+加+用”的氢能全产业体系，

大连氢能产业展现蓬勃生机。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作为零碳排放的清洁能源，氢能对

于我国未来能源结构优化和实现“双碳”

目标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氢能联盟发布

的《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白皮书》

预测，2025年，我国氢能行业市场规模将

达 1万亿元。

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联合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

规 划（2021—2035 年）》；2023 年 ，国 家

标准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氢能产业

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 版）》。辽宁

省、大连市也先后发布氢能产业发展

规 划 ，明 确 当 地 氢 能 产 业 发 展 方 向 。

今年 7 月，大连出台的《国家碳达峰试

点（大连）实施方案》提出，打造氢能产

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到 2030 年，

将大连发展成为我国氢能产业高端装

备和氢燃料电池制造基地，产业产值

超过 800 亿元。

大连市委常委、金普新区党工委书

记王守宇向记者介绍，为实现氢能产业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金普新区党工委、

管委会因地制宜破解发展难题，明确产

业重点布局，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拓展氢

能发展渠道，为政府决策、产业发展和企

业创新提供重要支撑。

依托当地制造业基础，金普新区统

筹布局，持续推进储能、风电等新能源装

备制造产业项目，聚集融科储能、泰星能

源、瓦轴、利勃海尔、斯凯孚、奥特马等相

关企业。目前，金普新区正在推进的氢

能等新能源产业项目共有 43 个，其中在

建重点项目 39 个，总投资额 246.79 亿

元；重点谋划项目 4 个，预计总投资额

19.2亿元。

“ 科 研 成 果 转 化 是 一 条 艰 难 的 长

路。3 年来，公司每年投入 4000 余万元

研发经费。不过，在大连氢能产业相关

发展规划指导下，我们信心十足。”国创

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氢

能”）常务副总经理韩福江说。

补链强链优化产业

大连在氢能研发、制造和资源富集

方面具有综合优势。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

所”）是我国最早从事氢能利用研究的

科研机构，是氢能与氢燃料电池基础研

究与技术创新的高地。近年来，以大连

化物所、大连理工大学为代表的科研院

所攻克了一系列技术瓶颈，众多科研专

项接连投入，吸引了许多氢能源企业落

户金普新区。

韩福江表示，依托大连化物所在燃

料电池技术和航天科技产品工程化方面

的优势，国创氢能将集中力量开展科技

创新，对高比功率电堆技术进行攻关，规

模化降低电堆和系统产品的成本，加大

燃料电池发动机自主研发投入。

记者在国创氢能采访时看到，厂房

的生产线上，工作人员正在加紧生产测

试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钛基金属双

极板燃料电池。从 80千瓦至 200千瓦的

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列产品，到总额近

亿元的出口比利时氢燃料电池电站订

单，无不生动展示出氢能产业发展的广

阔前景。

与大连化物所相向而行的还有金铠

仪器（大连）股份有限公司。双方已建立

紧密的产学研用合作关系，共同成立过

程质谱研发中心、能源催化联合实验室

等，积累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技

术含量、市场前景广阔的科技成果。

此外，新研氢能燃料电池项目、洺

源科技氢能动力总成项目、创为氢能

牵引电机项目、氢能产品研发和检测

中心项目、PEM（聚合物薄膜）电解槽

测试平台项目等一批氢能产业补链强

链项目建设如火如荼，金普新区氢能

产业发展势头正猛。

大连新研氢启科技有限公司是新

研 氢 能 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全 资 子 公

司。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利用母

公司的先进技术，公司将在大连建立可

实现年产燃料电池堆 2000 台、氢燃料

电池发动机 2000 台产能的生产和测试

基地。

大连市金普新区政协副主席姜为

向记者介绍，洺源科技氢能动力总成项

目总投资 3.5 亿元，主要进行燃料电池

动力总成及质子交换膜、双极板等材

料的研发生产；创为氢能牵引电机项

目总投资 2.25 亿元，主要生产氢能汽

车牵引电机、风力发电机、船用直驱轴

带发电机、石油钻机驱动电机等产品，

项目二期已于今年 5 月投产……随着

一批重磅项目落地和代表性企业集聚，

金普新区氢能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得到

全面补强，金普新区的氢能“列车”正驶

向远方。

未来，金普新区将全力打造氢能产

业创新策源地和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加

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成为全产业链协同、

应用场景丰富、技术领先的氢能应用“示

范田”，为大连建设实体经济发达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大连金普新区：

竞速“氢”赛道 打造“示范田”

图为国科绿氢（大连）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电解水制氢设备。 受访单位供图

参 会 人 员 在
2024 世 界 计 算 大
会专题展上观看机
器狗的运动演示。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摄

图为濮阳市南乐县国家生物基材料产业园一生产车间。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