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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开发区建设升级版
决胜高质量发展新战场

科学导报讯 近年来，盐湖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产业升级、经济增

长和社会进步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技术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围

绕科技成果转化，鼓励企业推进技

术创新，引导企业积极申报高新技

术企业，并积极招引高新技术企业

入驻，这一系列举措已初步形成了

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布局。

在创新平台建设方面，盐湖高

新区已建成网易、清控等创新基地，

近期晋创谷·运城已基本建设完成，

入驻企业高校团队共 60 余家。现有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 家、省级

众创空间 2 家、省级技术工程技术

中心 3 家、研究院 4 家、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 8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24
家、市级新型研发机构 4 家、院士工

作站 4 家、博士工作站 1 家、各类校

企合作基地 30 余个，这些平台不仅

促进了科技成果的研发和孵化，还

加速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

在打造招商引才特色园区方

面，引导企业加强与北京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的

合作，加快项目落地。石药银湖制药

有限公司投资 1.7 亿新建的智能化

仓库和标准化厂房项目、山西宏明

空调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7 亿新建

的年产 3000 台空调一期项目。依托

网易、清控两个创新基地，围绕科技

项目、优秀人才、先进技术等创新资源要素，积极招引

科技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

在引进人才方面，目前，高新区共设立了实训基地 6
个，引进博士 24 名。寰烁科技分别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赵沁平院士、清华大学吴建平院士合作，在高新区成立

了 2 个院士工作站。佳宇丰与大连理工大学蹇锡高院士

合作，成立了院士工作站。寰烁科技院士工作站喜获“科

创中国”正式授牌，基于“虚拟现实的三元融合学习空

间”项目成功入选“科创中国”创新项目。

在科技成果转化、科研平台延伸等基地方面，积极对

接优质资源，指导帮助企业和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合作，

持续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寰烁科技与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共建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宏明空调与天津大学共建高校科研平台延伸基地；道

一科技分别与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签订了产学研合作协

议；中磁科技与北京科技大学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关系；

新源谷科技与天津大学在地源热泵组的智能化控制技术

方面签订了战略协议；黄河新型化工与同济大学签订了产

学研合作协议；积极对接优质资源，指导帮助企业和高等

院校及科研院所合作，持续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通

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进一步促进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的科技成果在盐湖高新区的转化和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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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矿，推进智慧矿山建设可以实现

减人、增安、提效，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

平，提高开采效率；在生产车间，借助 5G
和工业互联网等技术，能缩短产品交付周

期、降低生产成本；在乡村，农业物联网系

统实现由传统的人工管控到现在的远程

无线智能管控，突破了农业地域时空环境

条件限制……

数字经济是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对于我市来说，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

仅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

机遇的战略选择，更是事关全局发展的一

盘“大棋”。

行棋落子，如何谋篇布局？今年以来，

长治市坚持把数字经济作为转型发展的重

要抓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新型工业

化、城乡建设、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社会治

理等各领域，加快构建数字经济产业集聚

高地，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

数字化、数据价值化，争当全省数字化转型

发展排头兵。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产值达到 102.2 亿元。

在数实融合上借力，

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在“双碳”背景下，无论是“腾笼”还是

“换鸟”，都迫切需要推动产业与新一代信

息技术加速融合，最大程度实现双向赋能。

近年来，长治市围绕产业数字化这一

发展核心要义，以企业智能化改造为抓手，

深入实施智能制造，拓展数字化融合应用

场景，擘画数字经济发展“蓝图”。

拓展融合子系统、传感器、智能装备

等，精准采集设备海量数据，实现多源异构

感知数据的集成融合；建设以生产技术协

同管理、全息一张图等模块，进一步保障矿

井本质安全和集约高效……以“数”谋“智”

抢先快跑的潞安化工高河能源公司，充分

利用数字化转型场景丰富优势，全力推动

煤炭产业与数字技术一体化融合发展，探

索形成“1+3+N”智能矿井建设模式，建成投

用 5G 一张网、云数据中心、智能管控平台

“三大信息基础平台”，实现 10 大类 78 种

智能化应用场景，开通全国首个“智矿通”

通信管理应用系统。

长治余吾煤业调度指挥中心，一面巨

大的电子屏幕映入眼帘，屏幕实时显示井

下人员工作动向，设备运行状态一览无余，

这个智能综合管控平台，实现了全流程一

体化协同管理，矿山数据智能化精准采集、

网络化传输、规范化集成。

从传统煤炭大市迈出“数智化”新步

伐，长治步履铿锵。一大批企业主动拥抱

大数据智能化，智慧触角在各个角落越扎

越深。

在核心产业上用力，

推动数字产业聚链成群

作为全国首批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

市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近年来，长治市

围绕信创、电子信息为主要集群的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系统性谋划、链条式发展、一

体化推进，引进培育了一批数字经济硬产

品和数字转型软平台，打造数字经济创新

高地。

山西立讯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技术创

新为支撑点，不断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步

伐，企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新能源车载链

接系统切压车间内，一条条汽车电子线束

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该公司自主研发的

检测模组代替了手工测量检测，有效提高

了检测效率与精度。

三条全自动生产线加速运转，每个月

要生产 5 万片主板销往全国各地，这是卓

怡恒通信息安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的电脑

主板生产场面。作为长治市信创产业的龙

头企业，该公司不断自主研发创新，实现了

计算机产品自主可控，促进数字经济健康

有序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智能化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长治市加快壮大数字核心产业，推进凯

松电子、晶博光电、长高智汇等数字产业园

区加快完工，统筹布局和推动传感器、电子

元器件、智能机器人等产品的研发和产业

化，形成上下游协同创新的智能制造产业

集群生态。发展壮大数字经济主体，引进培

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

发展壮大本土优势企业。

在数字治理上发力，

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优化升级

只有数字基础设施夯实，数字“大厦”

才能稳固。长治市不断完善 5G、数据中心、

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

济发展基础，全市共建成并开通 5G 基站

7544 个，5G 终端用户达 230 万，重点场所

5G 网络通达率达 100%；建成大数据中心

15 个，工业互联网平台 5 个，服务全市规模

以上企业 590 家。

不断打造数字应用新场景，用数字应

用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长治市深谙

这一点。

市城镇热力公司智慧供热热网自动化

控制系统平台，一次管网运行情况、700 多

个换热站各个数据实时更新。通过这个“智

慧大脑”，可以实时监测、随时掌握供热系

统运行情况，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襄垣经开区建设的化工园区安全风险

智能化管控平台，运用 5G、AI、大数据、物联

网等信息技术，实时获取各企业安全生产

数据，实现对企业基本情况、重大危险源、

风险隐患、应急资源等信息可视化监测预

警、统计分析和智能化管控调度，构建起

“人治+技防”的智慧园区监管体系。

长治市以数字政府先行、智慧社会建

设为主要抓手，全面构建以人为本、惠民

服务、安全可靠等为主要特征的治理数字

化发展格局。夯实智慧城市基础，围绕实

现一朵云、一张网、一平台、一系统、一城

墙目标，推动各领域智慧平台数据共享，

加快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数字化

步伐，切实提升城市数字化水平。推进数

字乡村建设，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

乡村延伸覆盖，通过数字手段完善网格治

理和服务管理模式，实现基层治理数字化

发展。

乘“数”而上，驭“数”前行。在数字浪潮

中，长治市正驾驭数字之“舟”，坚定地驶向

发展“蓝海”。 桂滨

长治：加快构建数字经济产业新高地

同药集团广盛原中医药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正在生产药品。广盛原自实施战
略重组以来，围绕打造精品国药不断发
力。 姻 刘通摄

科学导报讯 12 月 16 日，“晋创谷·农

高区”揭牌仪式在晋中国家农高区举行。这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建设“晋创谷”创新驱动平台的决策部署，

锚定市委“156”战略举措，全力打好“农高

牌”，以科技创新引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重要举措。晋中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星出席，并为“晋创谷·农高区”揭牌。神农

科技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田兵，省科技厅副厅长牛青山，山西农业

大学（山西省农科院）副校（院）长李捷出

席揭牌仪式。市委常委、秘书长，晋中国家

农高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伟主持

揭牌仪式。

“晋创谷·农高区”是“晋创谷·晋中”创

新驱动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作

为全省唯一现代农业产业维度承接地，晋

中国家农高区大力推进创新要素集聚、人

才引进培育、农业示范推广，推动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力建

设“晋创谷·农高区”创新驱动平台，持续深

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坚持企业主体、人才

主力、市场主导、政府主推，加速培育和发

展新质生产力，在加强科技创新、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

“晋创谷·农高区”规划面积 14.51 平

方公里。其中起步区 4 平方公里，拓展区

3.73 平方公里，双创区 6.59 平方公里，生

活区配套 0.19 平方公里。起步区办公面积

近 5.5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近 14.5 万平

方米。“晋创谷·农高区”坚持“创新驱动、

品牌引领、体系构建、辐射带动”的思路，

以晋中国家农高区为主导，采取市场化建

设的方式予以推进。目前，已建成 6 个平

台，入驻初创企业和科创团队 13 家。“晋

创谷·农高区”揭牌后，将进一步加强与中

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四川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山西农业大学

（山西省农科院）等高校的协同创新合作，

致力在重点领域科技攻关上取得新突破，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新质生产

力，力争到 2026 年建成在全省有重要影响

力的农业科技创新高地。

“晋创谷·农高区”的揭牌，标志着其进

入实体化运营新阶段，对于加强政策集成、

优化创新生态、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

重要意义，必将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引领、

现代农业产业振兴升级、农高区建设体制

机制完善等方面形成新推动、打造新引擎、

释放新动能，为该市在全省推动高质量发

展中奋勇争先作出更大贡献。

揭牌仪式后，参加活动人员听取了“晋

创谷·农高区”规划建设及入驻企业情况介

绍，并走进功能食品产业研究院、耕保地力

提升产业研究院、晋农农牧产业研究院、农

高数字乡村产业研究院、青年创业联盟、综

合检测中心等入驻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了

参观。 王文安

在晋中国家农高区

举办“晋创谷·农高区”揭牌仪式

广盛原中医药有限公司

打造国药精品
科学导报讯 自“冬季行动”开展以来，大同经济技术开

发区建设管理部坚决贯彻落实区党工委和管委会的决策部

署，以“冬闲变冬忙，奋进正当时”的决心，以“踏雪留痕 抓

铁有印”的干劲，扎实开展“冬季行动”，在冲刺全年工作目标

的基础上，协同谋划好明年工作大盘，用实际成效提交一封

高质量发展满意答卷。

谋布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编制完成了《大同经开区

2025 年基础设施项目谋划清单》，储备谋划新（续）建道路

工程项目 8 个，新建经开区蒸汽供热管网及配套设施工程

项目 1 个，改造老旧化道路 4 条，同期再建立体停车库和便

民市场各一座。

展风貌，大力实施环境提升工程。全面加大排查力度，

对经开区本部、装备园区及大数据服务中心和新材料新能

源服务中心等域内道路沿线的垃圾杂物、堆土覆盖等问题

进行“拉网式”清理整治，不断提升园区环境“高颜值”，营造

“洁、美、舒、安”的区域环境，全力打造景美路畅的园林式经

开区，，实现该区环境综合实力再提升。 （下转 D3 版）

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

冬季行动再升温
持续发力谋发展

图片新闻K tupianxinwen

科学导报讯 近日，年产 5GWh 钠锂电池建设项目签约

仪式在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

据悉，该项目占地约 130 亩，计划总投资 15 亿元。项目

分两期建设：一期年产 3GWh 锂电池，建成投产后，年销售

收入约 14.5 亿元，利税约 6000 万元；二期年产 2GWh 锂电

池，建成投产后，年销售收入约 9.6 亿元，利税约 4000 万元。

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约 25 亿元，解决就业

600 余人，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董保彤

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

举办年产 5GWh
钠锂电池项目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