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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借助科
技成果与产业对接平台，广东加快推进
科技成果转化，引进创新人才，全力提升
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带的发展水
平。日前，广东举办科技成果与产业对
接会，组织了 53 个省内外高校、科研院
所、创新平台，与珠江西岸 170 多家企业
开展先进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和人才对
接。18 个签约项目在会上达成了初步转
化合作意向。

今年 8 月，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珠江

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并在佛山、
珠海、江门、阳江、中山、顺德区等地
布局了智能制造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
装备、节能环保装备、轨道交通装备、
通用航空装备、新能源装备、汽车制
造、卫星及应用、基础原材料等 9 类重
点发展行业。力争到 2020 年，珠江西
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规模以上产值
超过 1.8 万亿元，形成 1 家销售收入超
过 1000 亿元和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专特精新”中小装备制造业，打

造出 2 至 3 个产值超过 1000 亿元、在
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先进装备制
造产业集群。

据了解，对接会重点面向在先进装备
制造领域具有技术和人才培养优势的省
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与广东省先进装备制
造业企业，特别是面向珠江西岸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带的企业，进行科研成果及高校
毕业生、人才团队对接。300余项具有产
业化前景的技术成果、170 多家企业 200
余项技术需求、13 所高校 500 多名制造

专业毕业生参与此次对接。
通过开展科技成果与产业、人才和

企业的对接，广东不断深化省部院的产
学研合作，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广
东省科技厅厅长黄宁生表示，下一步，广
东将充分发挥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
定性作用，以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三
链”融合为主要抓手，实施 9 个省重大科
技专项，重点突破 9 大领域的关键核心
技术，提升广东先进装备制造业的自主
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53 个高校科研院所与 170 多家企业合作

广东加速科技成果与产业对接

“现在卖 1 吨炼焦煤，顶多有 10 元
至 20 元利润，只卖焦炭还会亏损，但如
果按照煤—焦—焦炉煤气—甲醇这个链
条来延伸生产，1 吨煤最终产生的利润
可达 200元左右。”山西孝义鹏飞集团董
事长郑鹏说，鹏飞集团突出产业链延伸
和新技术引领，由“以焦为主”向“焦化并
举、上下联产”转变，在焦化产业“寒冬”
中保持了效益稳定势头。

企业的转变来自山西的创新驱动战
略。该省近期启动实施了《国家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山西行动计划》和《山西省低
碳创新行动计划》，提出以低碳引领、创
新驱动来打造国家煤基科技及产业创新
高地，把科技创新作为煤炭产业安全、高
效、清洁、低碳发展的根本路径，实现由

“煤老大”向“煤科老大”的转变。
近年来，山西省提出“高碳产业低碳

发展、黑色煤炭绿色发展、资源型产业循
环发展”战略，以循环经济改造提升煤焦
电等资源型传统产业，实现优化升级。
山西省煤炭厅厅长吴永平说，煤炭工业

要做的，不仅是走出当前的困境，更重要
的是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从煤炭大省
转变为煤炭强省。

大同煤矿集团建成的塔山循环经济
园区,对年产 2500 万吨的原煤全面洗
选,并让每一种上游企业的废弃物成为
下游企业的原材料。通过 10 余个首尾
相连的项目，形成了煤—电、煤—建材、
煤—化工等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园区
产品的循环利用。该集团广发化学工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俊龙介绍说,从煤到
气化，再到合成甲醇，流程虽不复杂，但

链条一拉长，效益即翻番。年生产 60
万吨甲醇可就地消耗 130 万吨煤炭，实
现了煤炭资源的就地转化。

山西焦炭产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
一。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全省焦化行业
兼并重组基本完成，223 户炼焦企业整
合为 80 户，独立焦化企业户均产能由
70 万吨提高到 200 万吨以上，淘汰落
后产能近 1500 万吨，焦炉煤气全利
用，实现了“以焦为主”向“焦化并
举、上下联产”的转变，为发展新型煤
化工产业打造出全新平台。山西省焦炭

集团龙源焦化园区公司董事长邓彤告诉
记者,公司利用焦炉煤气合成甲醇,建设
了设计能力为年产 30 万吨甲醇和年产
20 万吨二甲醚项目,把放散的焦炉煤气
转化为高附加值的能源化工产品，每年
可节约标准煤 26 万多吨，减排二氧化
硫 5000吨。

近年来,山西不遗余力地推动电力
工业高效清洁发展、构建煤电和谐关
系。全省主力火电企业三分之二以上实
现煤电联营，一半以上与煤企签订电煤
供应长协合同。目前，全省 34 户主力火
电企业中，产权一体式的煤电联营企业
已有 22 户，形成了“煤控电”、“煤参电”、

“电参煤”、“组建新公司”和“煤电互参”
5 种联营模式。同时,随着发电装机规
模不断扩大，电源结构也进一步优化，风
电成为仅次于火电的第二大电源。

对山西省能源产业的升级，该省社
科院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侯晓斌教授认
为,煤电联营不是简单的“抱团取暖”,
而是山西综合能源基地建设的切入点。
随着“输煤输电并举”战略的推进，该
省有望构建多元发展、全产业链融合的
新机制，形成循环链条，促进产业结构
升级和煤炭清洁利用。

本报讯 今年以来，江西省分宜县积极运用动产抵押
登记职能，帮助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业生产经营者解
决资金困难问题。分宜县采取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
程、缩短办结时限、提高登记效率等措施，今年共办理企业
动产抵押登记 32件，登记贷款金额 12.64亿元。

（张文耀）

本报讯 为保障危险品和化工品物流各环节的安全，
提高行业自律，实现危化品物流的安全、绿色、专业化、规范
化、科技化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起成立危化品物
流分会。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表示，危化品物
流分会将通过建立和完善危化品物流管理，树立危化品
物流行业标准，联结政府和市场，维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
序，为社会提供快捷、安全、优质的危险品物流服务。

（瞿 瑜）

本报讯 记者马洪超报道：2015 年度北京风景年票首
发仪式近日在北京举办。据介绍，2015 年度北京风景年票
价格依然保持 100 元不变，景区数由 2014 年的 36 家增添
至 40家。

根据现场展示，2015 年的年票采用全新形式的卡片，
每一位购买年票的消费者都将获得印有专属的二维码卡
片，卡片上带有两张“景”字的激光防伪标识，可通过网络和
线下网点进行购买。

持 2015 年北京风景年票可游览的景区有八达岭古长
城、居庸关长城（世界遗产）、十三陵—长陵、周口店猿人遗
址、石花洞、龙庆峡、雁栖湖等 40家公园或风景区。

本报讯 记者罗霄报道：2014 中国·阿尔山国际养生
冰雪节暨第四届中俄蒙国际摄影节日前在内蒙古阿尔山市
开幕。本届冰雪节以童话世界、欢乐冰雪——魅力阿尔山
为主题。

为让游客来阿尔山有一个全新的冰雪旅游体验，阿尔
山市结合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火山资源、温泉资源跟天
然冰雪童话世界相融互动，打造冰雪观光、休闲度假、冰
雪运动、极限挑战、冰雪+温泉浪漫体验等产品，提升阿
尔山冬季旅游品牌。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
宁 爽 报 道 ： 近 期 ， 工 信 部 公 布 第
265 批、267 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河北邢台市生产的御捷电动车
登上“多用途乘用车”和“载货及
专用车”产品公告、公示目录。近
年来，邢台市汽车产业迅速发展，
预计今年可完成工业总产值 113 亿
元，实现销售收入 104.5亿元。

邢台市拥有较好的汽车工业基
础，“红星”、“长征”等品牌曾享誉
全国。邢台市委书记张古江说，邢
台的汽车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失

而复得的过程，具备良好的产业基
础和比较优势，重振邢台汽车产业
是邢台人民共同的愿望。邢台着力
振兴汽车产业，一方面大力引进相
关项目，与中航工业等“国字头”
企业开展战略合作，积极开发商用
车、专用车、新能源电动车市场；
一方面大力延展汽车产业链条，形
成 清 河 生 产 钢 索 、 任 县 生 产 密 封
件、威县生产零部件、新河生产胶
板模式。

政策向汽车产业倾斜，好项目
纷至沓来。河北德动新能源汽车公

司年产 20 万辆碳纤维电动汽车项
目落户威县。除了发展整车外，邢
台实施集群发展，仅该市清河汽车
产业园区已入驻规模企业近百家，
产品有 100 余个品种 2000 多个型
号，成为车用拉索和车用密封件生
产基地。

邢台市市长孟祥伟介绍说，邢
台市汽车工业实现了主要经济指标
的较快增长，重点项目建设呈较快
增长势头。今年 180 个市重点项目
中，涉及汽车产业的有 13 个，年度
计划投资 29.05亿元。

低碳引领、创新驱动打造国家煤基科技及产业创新高地——

山西：“煤老大”变身“煤科老大”
本报记者 刘存瑞

河北邢台崛起汽车产业

江西分宜助力小微企业融资江西分宜助力小微企业融资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成立

100元遍游京郊40家景区100元遍游京郊40家景区

阿尔山国际养生冰雪节开幕阿尔山国际养生冰雪节开幕

冬日暖阳下，广西南宁市兴宁区
五塘镇沙平村的 600 多亩地里，白色
的蔬菜大棚在阳光的照射下明晃晃
地泛着光。村民青有英头戴帽子，围
巾遮住了大半个脸庞，露在外边的两
眼 炯 炯 有 神 地 查 看 着 棚 里 的 小 番
茄。“这两天有霜冻蓝色预警，今早下
了霜。还好有大棚在，不然得打焉
了。”青有英摸着小番茄的叶子说。

从农民变身为农业科技示范园
的管理员，入职不到 4 个月，40 多岁
的青有英干得有模有样。说起自己
的职位，青有英有些害羞：“公司虽然
安排我做管理，其实也就是田间地头
的那些事，看看姐妹们在打理枝芽的
时候有哪些做得不到位的，就现场指
导一下。”青有英手下“管”着十几号
人，以沙平村留守妇女为主。

在今年 7 月份以前，青有英还是
村里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全家十口
人耕种着被分成四块的三亩田地。
现在，她的两个儿子也在园区中打
工，每人每月领着 2000 多元的工资，
一家三口都成了村里的“上班族”。

“苦瓜、稻谷轮种，市场最好时一
年有 10000 多元的收入，但天气、市

场价格一有波动，肯定得亏，今年不知
明年的情况。”种植蔬菜5年多来，“风
险大、不稳定”是青有英最大的感受。

土地分散，种植效益不高，村里
的男劳力纷纷外出务工，剩余老人、
妇女和儿童留守农村。“三分之一土
地丢荒，三分之一土地代管，只有剩
下的三分之一土地处于耕作状态，村
里的土地利用率极低。”沙平村村主
任滕永强说。

为了盘活被荒废的土地，2014
年 7 月，村两委通过小块并大块将村
里的 600 亩土地进行整合，和广西希
望田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示范园以种
植高端蔬菜为主，11月份 200多亩的
新产品“水果玉米”已经上市，每个卖
到 5到 6元，市场反映非常好。

“以前种水稻年年亏本，现在把
地租给了园区，我还到园区里打工，
拿双份收入。”沙平村村民滕玲婵指
着不远处的一片地说，目前她在园区
中主要负责给小番茄打芽，一天工作
8小时，每天有 70元的收入。

“公司正逐步将打零工的农民工
转化为公司员工，通过技术培训将他
们发展为技能型产业工人。”广西希
望田野农业科技示范园总经理林传
荣说。

农业科技园进村后，公司对在园

区打工的村民进行培训，实施规范化
管理。“园区采用水肥一体化系统，病
虫害的防治采用生物科技手段，地膜
也采用可降解的环保地膜。坚决杜
绝农用垃圾随地乱扔。通过培训，农
民的环保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林传荣说。

“以前我们种番茄，自己用竹签
搭架，一来成本高，二来劳动强度
大。现在公司从大棚顶上引下尼龙
绳，将小番茄的枝芽缠到绳上，这样
可以反复利用，而且番茄受到的光照
和温度比较均匀，长得也好。”青有英
向记者解释。

建起农业科技示范园后，村里的
生态环境得到很大的改观。过去田地
中随处可见的农药瓶、化肥袋一直是
滕永强头疼的事，“农民凌晨三四点起
床摘瓜收菜，一大早拿到镇里去卖，哪
有精力来捡农药瓶？清洁田园的人力
物力投入很大，但效果却不理想。”

“今年村里在清洁乡村行动中的
投入成本低了，但效果却很好。垃
圾少了，环境也好了。明天昆仑大
道扩建工程完工，进村的交通更加
方便。我们村里有山有水，依托农
业科技示范园，可以搞农家乐，发
展乡村旅游，村里的农民不仅是园
区的上班族，还能自己当老板！”滕
永强憧憬着。

沙平村成了农业科技园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本版编辑 陈 艳 喻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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