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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创 赋 能 产 业 兴
启泰传感研发出国内首条金属溅射薄膜

压敏芯片生产线，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泰科天

润建成国内首条碳化硅芯片 IDM 生产线；盐

津铺子实现无人化生产，创造了“中国零食自

主创造第一股”；尔康制药建成首个国家级药

用辅料工程中心，开创世界植物淀粉胶囊量

产先河；普瑞玛建成湖南面积最大、品种最齐

全的实验动物中心⋯⋯盛夏七月，行走在地

处湘赣边的湖南省浏阳市，诞生在此的多个

国内第一、省内第一的科技成果见证着浏阳

创新巨变和澎湃活力。

作为首批国家创新型县（市），浏阳近年

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激发科

技创新活力，培育科技创新主体，塑造区域创

新 优 势 ，助 推 县 域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 2022

年，浏阳市财政科技投入 6.22 亿元，全社会研

发投入 37.7 亿元，占 GDP 的 2.33%，全年净增

高新技术企业 129 家，总量达 565 家。

产业多元

近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内，设备的温度、

水量、压力都由自控系统实现智能化控制，不

到 20 名的一线操作员便可实现年加工药材

4000 余吨⋯⋯走进位于浏阳经开区的天地

恒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自动数字化中药

提取车间，智能化程度令记者眼前一亮。

作为浏阳生物医药产业链上的重点企

业，天地恒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 2006 年成

立以来持续进行药物研发，连续十几年研发

经费投入达到 10%左右，形成了中药自动化

提取、药品质量控制、体内外相关性研究、关

键制剂技术、创新药发现、绿色合成六大类核

心技术，建立了贯穿药物研发全过程及关键

技术环节的综合性研发体系。“公司拥有 300

人的研发团队，占员工总人数近三分之一。”

天地恒一总经理邓俐丽说，公司从 2018 年启

动了“智慧工厂建设项目”，陆续完成投建、使

用，已全面实现信息化管理，可满足未来 5 年

的产能和技术升级需要。

近几年，浏阳紧扣“科技支撑产业发展”

主题，以链式思维推进产业布局，形成并完善

了 10 条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着力打造电

子信息、生物医药（大健康食品）2 个 1000 亿

元级产业集群；烟花爆竹、智能装备制造 2 个

500 亿元级产业集群；绿色食品 300 亿元级，

家居建材 200 亿元级等若干个过百亿元级产

业集群。在烟花爆竹领域，聚焦科技兴安重

点，推动由“人做”向“智造”快速转变，效率提

高 2 倍，涉药人员减少 50%，产值增长 80%；在

绿色食品领域，推动由原来的单一产品向速

食、自热、休闲、高附加值等多元化食品转变；

在家居建材领域，开发出基于互联网和物联

网的智能家居产品，让生活更方便；在再制造

领域，广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

术，生产成本降低 50%、节能 60%、节材 70%；

等等。

一项项科技创新犹如一个个跃动的音

符，奏响了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2022 年，

10 条产业链实现产值 2178.5 亿元，同比增长

7.14%。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烟花爆竹、智能

装备制造、健康食品分别同比增长 17.51%、

14.63%、7.71%、2.93%、1.79%。

人才驱动

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湖南孝文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江波是企业家，也

是技术人员。由他主导研发的无火药智能喷

花机成为全球首创，技术创新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经济效益。2014年，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的陈江波回到家乡浏阳，组建了20多人的新型

烟花研发团队，创立湖南孝文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当时想法很明确，就是为了实现新型烟花

在安全、环保方面的突破。”陈江波把新型烟花

定位为包含电子、电气、机械、材料、软件等多

个学科原理的产品。经过反复实验，2015 年

初，无火药安全环保智能电子烟花机系列产品

问世。作为一种新型高科技机械式烟花喷发

设备，它开创性地采用电磁感应技术代替传统

火药，具有安全、环保、易操控等优势，远销欧

美，覆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舞台演艺、文旅

实景演出市场得到广泛应用。

高端人才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产

业人才也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浏阳在湖南率先建立乡村振兴产业人才联

盟，将田间地头的农民、手工艺人、“土专家”

和“田秀才”等提升到了人才的层次，并将科

技特派员作为人才联盟的重要力量，推进科

技特派员“双百工程”，科技特派员组团服务，

实现了涉农乡镇全覆盖，优势产业全覆盖。

“这块地正在进行油茶自交不亲和分子

机制解析试验，属于良种选优，油茶坐果率更

高；旁边这块地正在进行油茶高温干旱因素

综合防控，探究如何降低高温干旱天气对油

茶收成的影响。”在浏阳市镇头镇金田村的油

茶基地，漫山遍野的油茶树长势喜人，工人、

研究人员忙碌有序。第三批国家林草乡土专

家、好韵味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师艳

林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最近基地里进行的

各项新研究。

镇头镇拥有湖南省唯一集中连片的 10

万亩油茶林，是湖南油茶重点产区之一。近

年来，师艳林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谭晓风教

授、袁德义教授、袁军教授、李立君教授以及

湖南农业大学揭雨成教授等科技特派员组成

服务团，在镇头镇调研指导油茶产业。“合作

社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同研发、选育、推广

出‘三华’系列高产良种油茶，在采用高接换

冠技术后，现在每亩地最高可产茶油 75 公

斤，产量最高增加 5 倍，为镇头镇油茶产业发

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科技新动能。”

师艳林说，近年来，浏阳共派驻 437 名农业类

科技特派员，引进新品种 683 项，推广新技术

587 项，带动总收入达 2.2 亿元。

“通过构建‘引育用留’全链条，壮大各类

人才队伍，让人才软实力提升发展硬实力，让

人才集聚力加速发展驱动力。”浏阳市委组织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浏阳投入人才工

作经费 8.86 亿元，从人才引进与培育、评价与

激励、人才服务支撑等方面，构建全链条、全

谱系的人才资助支撑体系。针对科创型企业

的领军人才，创新推出“优才贷”“科创达人

贷”等产品，共提供贷款 6230 余万元；制定实

施企业家“绿卡”制度，高端科技人才也可享

受政务服务、子女入学、出行（出游）、就医、评

优评先、企业涉诉等方面的优质便捷服务；在

湖南各县（市）中率先成立科技创新专家咨询

委员会，通过榜样引领，全市集聚了长沙高层

次人才 181 人、现代农业产业领军人才 31 人、

新型职业农民 689 人、乡村工匠 307 人。

后劲增强

发展的后劲源源不断增强，浏阳在政策

扶持、创新机制、平台建设等方面持续积蓄新

的动能。

浏阳市将科创兴市和制造强市写入“十

四五”规划，进行重点部署。出台实施“关于

推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构建“1+8”

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对科技计划项目、知识产

权、科技特派员、技术转移（分）中心（工作

站）、技术交易、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科技企业

培育、众创空间星创天地 8 个领域进行专项

支持，基本实现科技工作全覆盖。

集聚前沿技术、高端人才、先进设备等资

源，打造公共科创服务平台。目前，浏阳市共

有科创平台 237 家，其中长沙市级以上企业

研发平台 119 家，共有众创空间、星创天地、

企业孵化器 26 家，建设院士专家工作站 7 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4 家。在科研平台的助力

下，去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 565 家，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达 168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597 家，建立了以健康食品、花卉苗木、烟花

爆竹为主导产业的三大创新组团，串联起社

港医养、柏加花木、镇头油茶、大瑶花炮等“多

点”创新特色小镇。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放大效应，拓宽企业

融资渠道。出台“知识产权奖励补助办法”，

设立 18 个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室，2022 年，办

理商标侵权案件 31 件，有效商标注册量累计

达 27580 件，蝉联中部六省的县（市）第一；促

进全市 140 余家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

完 成 技 贸 合 同 登 记 47.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66%。在此基础上，推广专利质押融资，去

年专利质押融资 3.88 亿元，今年 1 至 5 月，13

家企业 95 件专利质押融资 1.87 亿元；建立了

“e 中心”、网间经济孵化器等公共孵化载体，

孵化出科技型企业 46 家。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入科创兴市战

略，扎实推进‘产业大升级、科创大赋能、园区

大跃升、环境大优化’四大工程，引导激励企

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质升级科创平台，打

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区域科创中心。”浏阳市

相关负责人说。

□ 本报记者 胡文鹏 谢 瑶

体旅融合创造更多新业态

吴秉泽

时下，被称为“村超”的贵州

省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

超级联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

场“乡村是主场、村民是主角”的

“土”味足球赛事在线上线下、国

内国外引起广泛关注，上演了一

次“现象级”的乡村嘉年华。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举办了

形式各异、独具特色的乡村体育

赛事，极大丰富了农村群众的文

化体育生活，引领了“我运动、我

健康、我快乐”的乡村文明新时

尚，给当地旅游发展注入了新动

力。以“村超”为例，当地政府鼓

励经营主体通过流动摊位、后备

箱集市等形式入驻赛场周边的夜

经济聚集街，为观众游客提供餐

饮美食、农特产品、赛事周边销售

等服务，带动了县城及周边餐饮、

住宿、旅游等行业发展，拓宽了当

地群众增收渠道，将“村超”带来

的巨大流量转化成现实的经济效

益。相关数据显示，仅端午假期，

榕江县就接待游客 35.89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44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345.84%和 404.55%；

酒店客房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11

倍，周末的客房“一房难求”。可

见，以乡村体育赛事活动赋能乡

村振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如何发挥好乡村体育活动的

作用，更好赋能乡村振兴？笔者

认为要在融合上做足文章。一方

面，需要地方摒弃同质化倾向，充

分发挥地域文化特色，用足资源

禀赋，找到独特的引爆点，将民族

传统体育与民族节日文化、歌舞文化、服饰文化等结合起

来，大胆推陈出新，扬长避短，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创

新爆款；另一方面，要积极加强宣传推介，主动融入全媒体

传播格局，充分运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平台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的展示，让地方的特色文化、特色产品在更大舞台上

亮相，最大限度地吸引游客眼球，激发人们的旅游需求。例

如，榕江县以“村超”为平台，将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

化注入“体育+旅游”中，既展现了当地特色民族文化的魅

力风采和十足活力，又推动了榕江县文旅产业发展。

同时，也需要在体旅融合发展上下功夫，不断深挖文化

内涵，推进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促进相关产业与

“村+”类 IP 有机融合、共生共兴，构建起全方位、多样化、高

质量的产品供给体系，围绕“村+”类 IP 开发更多个性化、高

端化，体验性、互动性强的产品，创造更多的新业态、新场

景，满足多层次、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特别要注意的是，不管是举办乡村体育赛事，还是提供

服务、售卖产品、展示文化，都要有精品意识，始终把品质放

在首位，摒弃短视行为、杜绝宰客欺客，防止做成“一锤子买

卖”，持续提升游客获得感、幸福感。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倪梦婷

鄂尔多斯建设智能化煤矿
本报记者 余 健

近日，在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内

蒙 古 伊 泰 煤 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塔 拉 壕 煤 矿 井 下

3206 工作面，随着采煤智能系统发出指令，综采

设备进入自动割煤、推溜、拉架、装煤和运输等生

产流程，整个启动过程用时不到 1 分钟⋯⋯在塔

拉壕煤矿，类似的智慧化工作面已逐渐取代传统

的采煤工艺，通过建设主煤流一体化管控平台、

AI 核心平台、综合管控平台等智能化子系统，采

用“数据中台+管控平台”模式，打破数据孤岛，实

现数据共享，为矿山的智能采掘、一体化管控、指

挥调度、安全分析等应用提供智能化分析和辅助

决策。

“我在综采区工作多年，最初回采工作面需要

手动操作支架、煤机等设备运行，随着矿山智能化

水平不断提高，逐渐实现了井下设备远程控制，工

作效率明显提升。现在工作环境越来越好了，坐

在调度室的电子屏幕前，井下生产情况一目了然，

一些设备还实现了一键控制。”塔拉壕煤矿综采队

田英慧说。

据塔拉壕煤矿智能化办公室主任林军介绍，

塔拉壕煤矿今年计划投资 2500 万元进行矿山智

能化升级，主要开展智能综采常态化、业务数据标

准化、运行智能化等 6 个方面的建设，努力实现煤

矿智能化高效运行和少人化无人化值守。

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当地

能源富集，煤炭、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占全国的六

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是国家 14 个大型煤炭基地、

9 个 大 型 煤 电 基 地 之 一 和 西 气 东 输 重 要 基 地 。

2022 年生产了全国五分之一的煤炭，完成了全国

四分之一的保供任务。

近年来，随着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煤炭开采技术的融合发展，煤炭开采

技术逐渐向智能化、无人化方向迈进。以此为契

机，鄂尔多斯市大力推进煤矿智能化、绿色化、安

全化“三化”融合发展，全国首个国产化工业操作

系统“矿鸿”投入应用，“麻地梁煤矿 5G+智能开

采”等 9 个示范项目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矿 区 产 煤 不 见 煤 、井 上 远 程 操 作 采 煤 作

业 ⋯⋯这是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蒙泰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窝兔沟煤矿的写实景象。在这

里可以通过 5G 网络实现固定岗位无人值守、皮带

系统的逆煤流启动、人员的精准定位。

“这些功能的实现都基于中国移动 5G 智慧矿

山解决方案。”窝兔沟煤矿智能化副矿长冀雪峰介

绍，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协同中国移动内蒙

古公司在矿山内提供 5G 专网覆盖，搭建边缘计

算、私有云平台，建设智慧矿山平台。通过平台实

现矿山设备和业务系统的基础数据采集、融合互

通，打造了三维 GIS 地图，实现数据全部监管，灾

害预警联动、动静信息等同屏联动展示，落地了

5G 煤流集控、固定岗位无人盯防等智能化应用，

实现了综采工作面的少人化、运输系统和机电硐

室等重点区域的无人值守。通过项目的应用，每

年可减少井下作业人员 30 余人，成本降低 429.8

万元/年，同期能耗降低 15%。

据了解，鄂尔多斯市目前共有符合条件的

178 处煤矿列入智能化建设名单，已初步建成多

种类型、不同模式的智能化煤矿 120 处，建成智能

化采掘工作面 137 处。17 处露天煤矿开展无人驾

驶试验，无人驾驶车辆达到 123 辆。智能化煤矿

涵 盖 产 能 6 亿 吨/年 ，占 全 市 在 产 煤 矿 产 能 的

70％。智能化建设总投资规模近 130 亿元，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化先进煤矿。

鄂尔多斯市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煤矿智

能化建设真正实现了高危岗位少人或无人，达到

了减人增效，提高了安全水平。目前鄂尔多斯市

煤矿智能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面推进矿

山智能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下一步，鄂

尔多斯市将按照总体推进、一次设计、分步建设、

按期达标的工作要求，全面推动符合条件的煤矿

开展智能化建设，争取到 2024 年所有在产煤矿实

现智能化。

7 月 11 日是入伏第一天，浙江省乐清市早稻迎来成熟收获期，农民正在抢收早稻、晾晒稻

谷，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蔡宽元摄（中经视觉）

天地恒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全自动数字化中药提取车间。

（浏阳经开区供图）

图为塔拉壕煤矿井下智能化

综采工作面。 郝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