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 蕴 通讯员 李永鹏

区 域
REGIONAL INNOVATION

7责任编辑 董韩梓 邮箱 donghz@stdaily.com

2025 年 1 月 3 日 星期五

地方动态地方动态

◎本报记者 颉满斌
通 讯 员 侯永春

日前，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工业

园区的甘肃牛电森祥车辆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牛电森祥”）传来喜讯：公

司成功获得价值超 17 万美元的电动三

轮车国际订单，这是 2019 年以来该公司

收获的第 13 笔国际订单。这份“出海”

成绩单背后，离不开武威“强科技”行动

的助力。

武威市科技局局长高小华介绍，近

年来，武威以构建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

为抓手，实施优化创新环境、强化政策落

实、培育创新主体、加强平台建设和促进

成果转化等措施。武威不断完善区域创

新体系，显著提升科技型企业的自主创

新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

源不断的动力。

打造科创平台

科技日报记者近日在牛电森祥的

现代化厂房内看到，新能源电动摩托

车正在流水线上有序组装。该公司成

立 于 2019 年 ，是 国 家 级 高 新 技 术 企

业。2023 年，公司建成武威市新能源

电动车技术创新中心，凭借油电双动

力技术、光伏新能源电动三轮车等，不

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还成功

开拓海外市场。

“公司的油电双动力技术，通过融合

燃油和电力两种驱动方式，使车辆可根

据不同行驶场景灵活切换动力模式，深

受客户青睐。”牛电森祥董事长张生强告

诉记者。

张生强介绍，多年来，市、区级科技

部门深入企业开展惠企创新政策宣讲，

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公司也始

终将研发创新视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技术含量

和市场竞争力。

在武威，像牛电森祥这样的创新型

企业还有很多。近年来，武威紧抓甘肃

优化整合科技创新平台的机遇，加大力

度打造高端科技创新平台，实现量质双

提升。目前，武威市三县一区均获批省

级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其中凉州区、民

勤县、古浪县还被评为省级科技创新型

县区。

武威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火炬

天祝高性能碳基新材料特色产业基地在

武威成功创建。该市省级重点实验室、

技术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各级科

技创新平台近 40 家，还为相关平台累计

落实奖补资金 300 余万元。此外，甘肃

博贞原生物乳业有限公司建设的功能性

乳制品实验室等一批重点科技创新平台

也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

武威还积极促进企业与高校院所加

强科技合作，共建技术研发平台，联合开

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和推广

等工作。天祝臣祥菌业科技有限公司与

天津农学院合作，共同开展高海拔地区

香菇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该研

究不仅提高了香菇的产量和品质，还带

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通过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武威的科创能力和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促进产研融合

在甘肃泰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记

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忙着进行宫瘤宁片

理化鉴别试验。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

传统中药生产企业，该公司不断加大创

新投入。

“我们持续改进祖师麻膏药的生产

设备和生产工艺。2017 年，公司与秦皇

岛茂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国

内首台 500 升膏药自动化炼膏机。这台

机器能实现对产品关键工艺参数的精

准 设 定 、有 效 控 制 ，并 支 持 智 能 化 生

产。”该公司技术负责人毛著鸿介绍，采

用自动炼膏机生产后，炼膏生产效率提

高 10 倍以上，而且生产过程更加清洁安

全。公司还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

膏药中的祖师麻甲素含量，提升产品质

量标准。

近年来，武威着力培育创新主体，实

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健全完善“科

技型中小企业—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梯次培育体系，2024年入

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304 家，累计培育认

定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 117 家、高新技

术企业 92 家。武威科技型企业实现了

量质齐升。

位于武威凉州区的甘肃重通成飞新

材料有限公司是国内风电叶片领域的领

军企业之一，近年来在技术创新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果。“我们采用族系单元化设

计、高性能翼型设计应用、预埋叶根技术

等，成功开发多款大容量风电叶片。”该

公司工艺主管马海栋说，创新技术的应

用不仅提高了风电叶片的性能，还降低

了生产成本。

在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天祝玉通

石门河碳化硅有限公司正积极推进“高

端碳化硅微粉制备关键技术研究与开

发”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技术创新，提

高碳化硅产品的附加值和产业链延伸能

力。“我们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作用，在市、

县级科技部门的指导帮助下组建武威市

碳基新材料企业创新联合体，联合河南

工业大学和 8 家碳材料生产企业，共同

开展碳化硅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延伸

工作。”天祝玉通石门河碳化硅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孙霞德告诉记者，企业创新联

合体的建设助力公司取得了一系列创新

成果，公司成功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并获得授权。公司还积

极引进培养相关人才，不断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高小华表示，下一步，武威将继续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实施“强科

技”行动，积极培育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

工、奶产业、新能源及装备制造、新材料、

文化旅游、数字产业、特色医药、绿色环

保、精细化工 9 条重点产业链，并在此基

础上着力打造 5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强

化科技创新引领。

甘肃武威：“强科技”行动促企业创新

在甘肃泰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的理化实验室内，科研人员在进行宫瘤宁片理化

鉴别试验。 颉满斌摄

在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华为云服务数据中心，技术人员在查看政务云、教育

云等平台运行情况。 受访单位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菲 通讯员甬
宣科）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新

挑战赛（宁波）主场赛近日在浙江省宁波

市举行。大赛发布的 13 项重大技术需

求吸引全国 51个团队“揭榜”。

13 项重大技术需求包括：乐歌人体

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中大件多

SKU（库存量单位）码垛技术研发、浙江

极氪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提出的基于

故障注入的自动驾驶系统功能安全实车

集成和确认测试技术等。

经过比拼，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团队，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联合团队，中

南大学团队等 13 个创新团队提出的技

术解决方案脱颖而出，获解决方案优胜

奖；浙江极氪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等

企业获最佳技术需求奖；余姚市科技局

等 8 家单位获最佳组织机构奖；宁波甬

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 6 家单位获最佳

服务机构奖。

“今年赛事具有出题企业优、项目投

入大、对接效率高、挑战团队强等特点。”

宁波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说，在参与出

题的企业中，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及高新技术

企业占比 95%。每项需求平均链接技术

团队 5个以上。

本次赛事紧密结合宁波“361”万千

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有力推动产业链、创

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发

展。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马建江介

绍，近年来宁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提升

创新能级。希望通过赛事的举办，宁波

能够汇聚整合各方智慧资源，促进更多

技术创新和产学研交流合作，力争在行

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实现新突破，

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为国内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

响力最广的创新创业赛事之一，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创新挑战赛已成为汇聚创

新资源、挖掘创业潜力、激发市场活力

的重要平台。据统计，2016 年以来，创

新挑战赛（宁波）已累计服务企业 1800

余家次，共有 39 家上市企业和 225 家市

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参与出题，面向全

社会发布创新需求 760 余项，吸引来自

国内外 2000 多个技术团队前来对接，签

订意向技术合同 246 份，促成产学研合

作金额超 4 亿元，带动研发项目投入 11

亿元。

活动上，宁波市委组织部高层次人

才发展专项办副主任范毅峰还宣讲了

“甬江引才工程”“宁波五优、人才无忧”

等宁波人才政策。

本次赛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

心主办，宁波市科技局、宁波市财政局承

办，宁波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工商银行宁

波市分行支持。

13项重大技术需求吸引全国 51个团队“揭榜”

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新挑战赛（宁波）主场赛举行

科技日报讯 （记者梁乐 朱彤）1 月

2 日，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获悉，“新疆推动高质量发

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克拉

玛依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该市构建“一

主多元”现代产业体系的相关情况。

克拉玛依于 1955 年发现新中国第

一个大油田，1958年建市，是伴随油田勘

探开发而建立的城市。如今，克拉玛依

已从过去的荒原，发展为经济充满活力、

环境充满魅力、社会繁荣和谐、人民安居

乐业的现代化工业城市，成为国家重要

的石油石化工业基地。

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凯介

绍，近年来，克拉玛依不断加大油气增储

上产力度，油气生产当量屡创新高，从

2016 年的 1341 万吨增至 2023 年的 1808

万吨。在石油化工方面，克拉玛依重点

延伸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化工

新材料产业，独山子石化、克拉玛依石化

两大炼厂生产 15 大类、500 多个石油化

工产品，每年为新疆提供三分之一的成

品油和 90%以上的塑料、橡胶原料。此

外，克拉玛依还实施了 50 万吨油砂矿产

能建设项目，在新疆率先实现油砂矿规

模化开发利用。

克拉玛依在做大做强油气产业的同

时，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能源、新材料

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着力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实现绿

色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产业方面，克拉玛依建成

6 座大型数据中心，规模位居新疆首位、

西北前列；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单体影

视动漫渲染基地，《流浪地球》《长津湖》

等 3000 余部影视作品在此渲染出品。

近 3 年，克拉玛依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年均增长 43%。移动渲染云项目入

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利用优秀案例。目

前，克拉玛依正在谋划推动算电协同发

展，加快融入国家算力网络，打造国家级

智能算力中心，为“东数西算”贡献克拉

玛依力量。

新能源产业方面，克拉玛依作为全

国首批碳达峰试点城市，依托丰富的风

光资源，加快布局新能源项目，打造千

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目前，克拉玛依

已建成新能源装机 293 万千瓦，在建 5

个项目全部建成后，总装机规模可达到

833 万千瓦。克拉玛依实施了 2×66 万

千瓦超超临界煤电联营+可再生能源+

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一体化项

目，积极探索煤电与绿电互补、石油增

产与碳减排“双赢”的新示范。

新材料方面，克拉玛依重点发展硅

基、碳基、化工新材料，一批带动强、效益

好的企业相继落地。比如，12 吉瓦高效

单晶硅棒及切片项目填补了新疆高效单

晶硅产业的空白。克拉玛依还建成了国

内最大的高档白油生产基地、最大的优

质环烷基稠油生产基地，高端橡胶油产

品代表了全国最好水平。

此外，克拉玛依坚持用好全面深化

改革的“关键一招”，探索出商事制度改

革、“数字克拉玛依”改革、“基层一张表”

等一批典型经验。

陈凯说，克拉玛依将继续锚定新疆

高质量发展“第一梯队”的使命任务，朝

着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目标，聚焦“一主多元”产业定位，加快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紧贴民生、凝聚人

心，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疆克拉玛依构建“一主多元”现代产业体系

科技日报讯（记者魏依晨）“我们根据青年科技人才成长特点和发展需

求，构建对青年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全周期支持体系，让青年科技人才起步有

保障、担纲有机会、成长有通道、发展有平台，在江西高质量发展中有更多的

获得感和成就感。”江西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兼省外国专家局局长陈炜

蓉在日前举行的“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我们着眼赶早一点、宽松一点、面宽一点、跟紧一点。”陈炜蓉说，省科

技厅会同省财政厅启动实施职业早期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专项，为 22所省属

高校、科研院所新入职自然科学领域科研岗位的博士毕业生，在 5年内给予

每人 20 万元非竞争性、自由探索类科研经费支持；赋予青年科技人才更大

科研自主权，允许他们在项目实施期内自主调整研究任务不超过 3次，助力

他们选准科研方向、明确科研目标，走好科研“第一步”。

“我们在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中，积极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更多担纲领衔机

会。”陈炜蓉说，在基础研究方面，江西省科技厅加大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对青年

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在应用研究方面，启动实施省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

目；在服务发展方面，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向基层一线和经济建设主战场流动。

此外，江西省科技厅着力建立健全“青年人才—领军人才—高层次领军

人才”梯次引育体系。在相关科技计划项目的引育下，已有5人成长为院士。

“我们统筹推进创新平台建设与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使用。”陈炜蓉说，江

西在全国率先开展省重点实验室积分制绩效评价改革，把青年科技人才结

构比例纳入省重点实验室优化重组条件要求以及绩效评价指标。江西先后

举办 4期“庐山对话”、9期“海外人才江西行”、14期“海智惠赣鄱”活动，南昌

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华东交通大学等也先后举办国际青年学者论坛，积极

搭建青年人才接轨科技前沿的交流合作平台。

江西：全周期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成长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迎霞）1 月 2 日，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科

协获悉，银川市技术经理人协会近日成立，共登记注册单位会员 30家、个人

会员 105人。这是宁夏首家技术经理人协会。

“作为连接科技与产业、创新与市场的重要桥梁，技术经理人在推动科

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以专业知识、市场洞察

力和商业运作能力，将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银川市科协主席席静宜说。

银川市技术经理人协会与宁夏、陕西等地的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并与

10 个全国高校宁夏校友联谊会携手推动合作、共谋发展。下一步，银川市

技术经理人协会将汇聚更多科技创新资源，在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

面发挥“红娘”作用，加强与企业、高校院所的交流合作，促进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

协会成立前，银川市科协深入开展调研，挖掘技术经理人市场需求，分

析人才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并形成相关调研报告。近年来，为

充分发挥服务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的工作职能，银川市科协每年设置 20多

个科技经济融合发展服务项目，服务银川创新枢纽城市和创新驱动示范城

市建设。银川市科协还对接中国材料研究学会、中国农业工程学会等，邀请

20多名院士专家深入企业，切实解决 50多项制约发展的难题。

银川成立宁夏首家技术经理人协会

近期，随着青海省海东市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整体竣工投运，每天都

有群众从临时安置点搬出，满怀喜悦入住固定安置点新居。“现在正是群众

搬迁入住的高峰期，保障供电可靠性和用电安全性是重中之重。”国家电网

青海电力三江源（海东民和）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尤索夫对记者说。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用 40 天就建成 30 处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通

电工程，为群众搬迁入住提供充足电力保障。该工程是积石山 6.2级地震灾

后恢复重建工作的配套电网工程，覆盖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化隆回

族自治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共 30个。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总经理方保民介绍，2024 年 11 月，

海东 30个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全面完成通电，实现“群众搬迁到哪里，

电就通到哪里”的目标。工程投资 3034.87 万元，新建 10 千伏及以下线路

35.62千米，加装变压器 26台，惠及群众 1255户。

该公司还对供电线路和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安排共产党员服务队

走村入户，落实灾后重建工作要求。

“箱变进线电缆头温度检测值正常，无发热现象，设备运行良好。”尤索

夫带领的党员服务小分队在检查完安置点的箱式变压器和配电线路后，又

马不停蹄赶往安置点住户杨福德的新家。

此时，杨福德正忙碌着布置为新居添置的新电器。了解主人家对电视、

冰箱、洗衣机、电暖器等电器的摆放位置后，尤索夫和同事们迅速行动，排查

房中电路情况、安装大功率插座。

杨福德插不上手却也乐在其中。“感谢让我们入住新家没有用电之忧。”

杨福德说，如今，全家人欢欢喜喜地搬进新房，今年要在新家里过个团圆年。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还在民和县金田草滩、赵木川等大

规模集中安置点的党群服务室持续驻点办公，第一时间响应并处理客户的

办电、用电诉求。在寒冷的冬日，“满格电”不仅照亮了村民们的新居，更温

暖了他们的心。

青海民和：

“满格电”照亮新居温暖人心

国家电网青海电力三江源（海东民和）共产党员服务队成员在为安置点

用户检查用电安全。 王晓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