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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25 年 3 月 6 日 星期四

时隔六年，2 月 17 日，民营企业座谈会再

次在北京召开，中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磁科技”）董事长、山西省材料研究学

会常务理事董清飞成为山西省唯一受邀参会

的企业家，他的爆火将这家扎根山西运城 23
年的民营科技企业推至公众视野。

23 年间，中磁科技累计斩获 57 项发明

专利、突破 15 项核心技术，连续承担国家级

与省部级科研项目，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多项荣

誉。2022 年，其拳头产品轮毂电机磁钢以

40%的市场份额摘得“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

产品”。中磁科技以国内高性能烧结钕铁硼

永磁材料领域单厂产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

的硬实力，给出了民营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创新答卷。

在中磁科技加工车间内，一排排绿色老

式的单线切割机伏在车间西侧，刀痕斑驳的

台面上留下了时间的印记。20 米外，银白色

的现代化巨型机舱内，多线切割的线网高速

运转，犹如精密的织机，将一块块待加工的

材料精准分割。

技术实力始终是企业存续发展的生命

线，而设备自动化升级更是一场没有终点的

长跑。中磁科技技术负责人尉江向《科学导

报》记者透露：“即使企业亏损时，也从未压

缩研发投入，年均研发经费始终保持在 4000
万元。”正是这份对技术迭代的坚持，让企业

的生产线始终保持着“新陈代谢”。2024 年，

企业订单量创下新高，长期合作的老客户订

单多了三成。

“我是国内第一批高性能烧结钕铁硼磁性

材料专业的博士，当初下海创业就是想在这个

领域市场上赢得定价权，拥有竞争优势！”回忆

创业时的情景，董清飞仍感慨万千。

2002 年，董清飞信心满满地回到自己的

家乡建厂创业，然而现实并不乐观。初期的

融资难和缺乏后备技术人才，严重制约着企

业的发展速度。面对重重困难，董清飞没有

退缩，主动出击寻求破局之法，与省内外高

校展开合作。 （下转 A3 版）

科学导报讯 记者杨洋 3 月 1 日，记者从中车大

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最新研制的复兴号

FXD2BA 电力机车牵引货物列车从河南省月山站驶出

开往山西省长治北站，标志着 FXD2BA 型电力机车正

式在太焦线投用，为晋煤外运增运提供了可靠的动力

保障。

太焦线是晋煤外运的黄金通道，但因其坡道大、曲

线多、隧道多、桥梁多，最大坡道达 20.1豫，对机车性能

和驾驶操控提出了更高要求。与现有电力机车相比，

FXD2BA 型电力机车启动牵引力更大，启动速度更

快，有效解决了高坡区段易出现的空转、坡停等行车

难题。该机车启动平稳且动力强劲，爬坡能力出色，尤

其在坡道和弯道密集路段，也能保持稳定速度。以前

受机车性能限制，列车下山时需要在晋城北站加挂 1
台韶山 4 改型电力机车。现在一台 FXD2BA 型电力机

车就能完成任务，既提高了运输效率，又节省车辆和人

力配置。

除了动力提升外，FXD2BA 型电力机车在智能

化、安全性方面也有显著提升。列车配备的 PHM 系

统（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实现了对牵引变流

系统、通风系统等关键部位的实时健康监测，能够

提前预判机车故障，大幅提升机车运行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近年来，中国中车锚定电力机车系统解决方案提

供者的品牌定位，紧握科技创新这把“金钥匙”，按照

“探索一代、预研一代、研制一代、装备一代”产品研发

路线，把握好数字化、智能化、模块化、平台化发展趋

势，持续推动技术迭代和产品升级，全力打造专业化电

力机车研发制造基地，为中国铁路现代化建设贡献澎

湃动力。

为晋煤外运增运提供可靠动力保障

近日，一项面向 46 个国家的调查

显示，九成多国外受访民众认为，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会持续增长。

为何如此看好中国？

DeepSeek“刷屏”全球，宇树科技

火爆出圈，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回，

“雪龙 2”号极地犁海破冰……2025 开

年以来，中国创新呈井喷之势，如阿联

酋《国民报》所言：创新驱动中国资产

重估。

在敢拼、敢闯、敢创的路上，有人

“封闭运行”，有人“开源共享”。从发展

“成绩单”看决胜“十四五”，高质量发

展的中国，信心满满，无惧挑战。

压缩的“时空感”，激扬无限可能。

4.8 万公里高铁网，促“东部的海”

与“西部的山”双向奔赴；超 1700 亿件

快递年业务量，使田间鲜产与都市餐

桌无缝衔接；扫码支付实现秒级响应，

让奶茶点单与跨境并购共享数字结算

……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内外联动，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时空折叠”为

高质量发展拓展无尽空间。

追梦的“接力赛”，激发向新潜能。

运用 AI 大模型，借助手术机器

人，在上海的医生能为身在新疆的患

者远程实施手术；3D 建模、粒子特效、

动态捕捉，138 家中国动画公司托举《哪吒之魔童闹

海》横扫全球票房；搭载高精度传感器，精准捕捉各类

污染物，国产空气质量监测监控系统如“空气卫士”守

护居民健康……“追梦人”变“造梦人”，14 亿多中国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市场的最大潜力，是奋斗的最强

动力，更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最燃爆发力。

积极的“赋能型”，激荡共赢势能。

杂交水稻在多个国家扎根，中国为 80 多个发展中

国家培训超过 1.4 万名杂交水稻专业技术人才；光伏

电站让肯尼亚百姓赞叹，“中国朋友将光明与希望带到

了我们这片土地”；西部陆海新通道跑出“加速度”，“重

庆造”汽车出海驶向全球。合作共赢，和合共生，“赋能

型大国”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

春天到，再出发。代表委员共商国是，以思想共识

促行动共振。一位委员说得好：倾听发展的“心跳声”。

巧喻饱含希冀，也道出强劲有力、活跃有律的势头。

向前行，强信心。不盲目自信，也不妄自菲薄，保持

爱拼会赢的精气神，“在困难和挑战中看到前途、看到

光明、看到未来”。

“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满弦开工，满格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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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北京，春意萌动，万物复苏。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 3 月 4 日下

午在京隆重开幕。来自 34 个界别的 2000
多名全国政协委员，从天南海北汇聚一堂，

共商国是。

14 时许，委员们从驻地相继抵达天安

门广场。迎着浩荡春风，他们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拾级而上、步履铿锵。

随着委员们陆续进入会场，首场“委员

通道”集体采访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

厅北侧开启。8 位全国政协委员与记者面对

面互动交流，讲述奋斗故事，回应社会关

切，畅谈履职心声。

从实验室新技术到人工智能新应用，

从政策新举措到产业新业态，高质量发展

捷报频传。“坚定必胜信心，汇聚奋进力量”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和深厚的底气”……会

场内外，“信心”一词格外响亮。

信心源于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科技创新能“跳”多高，能“跑”多远，基

础研究是关键。

“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年，一直关

注基础研究投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赵宇亮委员说，“2024
年，基础研究经费比上年增长了 10.5%。经

费的持续增长，反映出国家对基础研究的

高度重视。这让长期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

人员倍感振奋。”

“基础研究聚焦事物背后的本质、现象

背后的原理，能为技术变革提供底层原理

支撑，是颠覆性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源

头。基础研究‘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

才能建得高。”赵宇亮认为，我国大力加强

基础研究，未来科技创新成果必将不断涌

现。

2024 年，我国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

化率达 53.3%，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比上年

增长 11.2%。“这些数据说明，基础研究为技

术创新注入了强劲动能，国家大力推动科

技成果转化落地，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杨建成委员

说。

我国首艘超深水大洋钻探船“梦想”号

交付使用，全球最大纯电动力集装箱船建

造成功……过去一年，海洋装备领域的新

突破，让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张阿漫委员

信心倍增。

作为一名深海科研人，历经 18 年不懈

探寻，张阿漫成功建立气泡统一方程。这一

方程是气泡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船舶、海

洋、先进制造等诸多领域均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应用价值。“接下来，我将着力开展深

海勘探新型低频气枪阵列研制工作，为建

设海洋强国再立新功。”张阿漫说。

信心源于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今年两会，新质生

产力再次成为热词，委员们纷纷围绕这一

话题建言献策。

“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比如，

依托京东搭建的数智化供应链基础设施，

过去十年，众多家电企业的利润率呈现稳

步上升态势。”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曹

鹏委员强调，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力工具，可

以成为产业数字化的重要赋能者。

“前不久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释放

了国家将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强烈信

号，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信心。”作

为新兴产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家，宁波江丰

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技术

官姚力军委员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接下来，姚力军将带领企业锚定新质

生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智能算法、芯

片设计、先进封装等关键核心领域，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我的目光一

直聚焦交通强国建设。目前兴起的 5G-R 技

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

对铁路现代化发展来说都是新质生产力。”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委员今年特别关

注人工智能的开源生态发展。他相信，人工

智能开源生态真正构建起来后，可以赋能

轨道交通行业，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下转 A3 版）

3 月 3 日，参观者在一个进行作业演
示的机器人前驻足观看。

当日，2025 上海国际机床展在国家会
展中心（上海）开幕。国内外 1200 家行业企
业参展，聚焦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制造和
航空装备等热门行业加工解决方案，集中
展示数控机床核心功能部件、激光加工设
备以及磨削钣金工具等产品和技术。

姻 方喆摄

机器人作业演示

中车大同为新型
“复兴”型电力机车“提智”

潞安化机

科技创新“点燃”企业发展新动能

身高约 30 米，体重 400 多吨，“腰

围”4 米左右，它不仅气化速度快，能源转

化率十分高，还能够消化高灰分、高灰熔

点、高硫煤，真正实现原料煤本地化，这

款绿色装备就是潞安化工机械集团晋华

炉 3.0……

打破国外垄断

自主创新煤气化新技术

2 月 26 日，《科学导报》记者走进潞

安化工机械集团（以下简称“潞安化机”）

晋华炉生产车间内，一抹阳光从 20 多米

高的厂房顶部斜射下来，投射在晋华炉

上，工人师傅们正戴着氧焊面罩，争分夺

秒地赶制着新的气化炉。

“以前，国外煤气化技术和装置一度

在中国煤化工市场占据优势地位，为了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和国外对水煤浆气化

技术的封锁，2001 年，我们联合清华大

学开启了晋华炉的研发之路。”潞安化机

市场技术开发中心贾雷说。

经过 4 年时间的研发，2006 年，晋华

炉 1.0 面世，该设备终于打破了国外对

水煤浆气化技术的封锁，并通过分级供

氧，提高了气化效率，炉内温度得到了

大幅度的提升。2011 年，晋华炉 2.0 投
用，它主要采用了水煤浆水冷壁气化技

术，该设备与耐火砖炉相比，检修成本

大幅降低，装置运行更加稳定，煤种适

应性也更加广泛。2016 年，晋华炉 3.0
一次点火、投料、并气成功，终于解决了
高灰熔点煤气化能耗高的难题，提高了

能源转化效率，在国际煤气化技术领域

持续领跑。

晋华炉 3.0 历经三次迭代升级,从只

吃“细粮”到“三高”煤吃干榨尽,已成为推

动能源革命、实现“双碳”目标的“国之重

器”。如今，该设备在技术体系不断优化

的基础上，科研人员又向节能效果更突

出的晋华炉 4.0 进发，努力实现气化炉的

全热回收、原料多元化等。（下转 A3 版）

中磁科技

磁场深耕托举民企“稀”望
姻 科学导报记者 范琛 姻 科学导报记者 张娜 王文君

信心如炬 照亮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开幕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