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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推动制造业向“高”向“新”向“绿”

创新涌动 激活“一池春水”

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完成了 CR450 高速动车

组永磁牵引电机样机试制；山西蓝科途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的 5 微米锂电池隔膜进入宁德时代、比亚

迪核心供应链；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铝工业

固体废物循环利用无废模式”成为我省唯一入选国家

“无废企业”的典型案例……如今的河东大地，处处涌

动着创新活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

一动力。运城紧抓自主创新，不断往市场“大池塘”中

投入“石子”，企业变得活跃起来。截至当前，全市共有

5 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323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位居全省第三。

技术攻关

向“高”攀登

检查用于装配的各类零部件，校准调试各种专

业工具，将检验合格的牵引电机吊运至对应的安装

位置，然后使用高强度的螺栓按规定的扭矩值进行

紧固……走进中车永济电机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

正在装配轨道列车牵引系统装置。

这家在风电领域深耕 20 余年的公司，是目前国

内谱系最全、市场份额最大的风力发电机制造企业，

也是国内唯一在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拥有董事

会席位的风电部件企业，自主研制的风电产品多次刷

新行业纪录，已累计为国内外 2100 多个风电场提供

各类风力发电机 51000 余台。

“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半直驱发电机，额定功率

最高可达 26MW，是目前全球功率排名靠前的风力发

电机。”中车永电的技术负责人指着车间的样机解释

道，由于运维成本低、发电效率高，单台机组年发电量

最高可达 1 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6 万吨。

成绩斐然的背后，是中车永电积极与高校展开合

作，与上游供应商协同攻关，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

2024 年以来，中车永电共完成 34 项新产品研制工

作，获 87 件国内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达 75 件。

强化科技创新、保障产业安全，运城各大高新技

术企业不断向“高”攀登。中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点

发展低稀土含量永磁材料，打造全省最大的稀土永磁

材料生产基地；亚宝药业近 5 年来获批仿制药 16 个、

一致性评价品种 8 个，其中塞来西布胶囊获得美国

FDA 上市批准；中设华晋铸造有限公司高铁制动盘、

重型履带板等获得行业技术协会创新成果奖……

“推动运城工业经济提质增效，关键在科技创新，

方向是产业升级。”运城市工信局产业科科长李云介

绍，近年来，运城着力打造“合汽生材”新兴产业地标，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目前，全市共 294 家高新技术企

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6406 件。

数智赋能

向“新”突破

在山西宏安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矿山数字

平台的大屏幕上，关键数据不断跳动。虽然矿井远在

贵州，但地图、产量、人员等信息，均通过数字实时呈

现在眼前。

“从煤层到掘进面，整个矿井都通过数字模型搭

建起来，实现‘一张网’统筹。”公司技术总监邓从阳介

绍，围绕数实融合，公司自主研发“智能矿山数字孪生

综合管控平台”“煤矿 5G 数字孪生矿压管控平台”，

建立煤矿三维实景模型，生成高精度的实景地图，将

智能化和创新理念融入煤矿的生产和管理中。

放眼运城，更多制造业门类正加速“智改数转网

联”，通过流程再造提升竞争力，与科技型企业的“边

界”日益模糊，产业越来越“轻”的同时，也越变越

“新”。

在山西建龙实业有限公司的生产厂区，智能化、

自动化设备随处可见，传统的人工生产场景成为历

史。捞渣、过滤、倒渣、洗勺……冷轧卷板车间镀锌生

产线上，耐高温的捞渣机器人 24 小时不停运转，不仅

大大降低人工清渣的风险，而且有效保障镀锌板产品

品质。

实施热轧、冷轧全流程智能制造项目，建设四条

智能化生产线，打造智慧工厂……山西建龙在数智赋

能融合发展的赛道上加速奔跑。作为特钢材料产业链

“链主”企业，其主要产品涵盖 240 多个品种 570 多个

规格，多项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连续多年领跑山

西省民营企业百强榜单。

“要把‘运城制造’转向‘运城智造’，必须拓展运

用数字技术提升战新产业发展水平。”李云表示，目

前，全市共 152 家企业符合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贯标认定，位居全省第二；8 家国家级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企业、34 家（14 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试点）企

业、13 个省级智能制造标杆项目，智能制造工作居全

省前列。

节能高效

向“绿”而行

日前，工信部、生态环境部发布 9 个“无废园区”、

19 个“无废企业”典型案例，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

司的“铝工业固体废物循环利用无废模式”成为我省

唯一上榜案例。

“我们突破了困扰企业高效生产的瓶颈，在氧化

铝生产工艺优化、赤泥铝灰等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中铝山西新材料的相关负责人说，

国产矿赤泥成功应用在煤矸石制砖和灰陶琉璃仿古

砖制造中，仅 2023 年就完成赤泥综合利用量 37 万

吨，综合利用率达 17.39%。同时，在国内首创烧成窑

协同资源化利用生产工艺技术，成功申报二次铝灰、

电解大修渣危废经营资质，资源化利用规模每年可达

5万吨。

锚定新型工业化路径、推动工业节能降碳，运城

先后出台碳达峰实施方案通知、“十四五”节能减排实

施方案等，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及废弃资源综合利

用产业，全面提升能效水平。2023 年完成工业增加值

占全市战新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21.7%，同比增长

24.0%。

“运城是少煤地区，因此要发挥比较

优势，通过壮大本地企业、引进优质项目

来推动新兴产业成型成势，支撑本地

经济高质量发展。”运城市工信局投资

科科长冯锁栋认为，培育发展新动

能，塑造产业新版图，运城围绕科

技创新，在重大技术装备方面精

准发力、攻坚克难；把握数实融

合大趋势，推动工业企业数字

化、智能化改造，增强新型工业

化的内生动能；瞄准发展前沿，

打造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生

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 郭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