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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东 启 西 锻 造 新 质 生 产 力
——宁夏推进高质量协同发展调查

在银川经开区，一批来自东部沿海的蓝宝

石、光伏硅、半导体硅等生产企业落地投产，园

区向着千亿元级新材料产业集群的目标持续迈

进；在中卫西部云基地，大型数据中心集群正助

力宁夏打造“西部数谷”，为国家“东数西算”提

供算力支点；在固原市，高品质马铃薯、甘蓝等

冷凉蔬菜源源不断地运往福建等东部省市，并

出口到海外⋯⋯

通过开展东中西部协作互促，宁夏在西部大

开发中发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加快锻造新质

生产力，将自身资源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加速融入统一大市场。

科技合作解难题

东西合作，科技先行。

走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煤制

油分公司生产车间，只见钢架林立、机器轰鸣。

这个 400 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帮助宁夏

首次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重大关键技

术和大型装备、材料制造等多个领域打破国外垄

断，实现“零”的突破。在这里，乌黑发亮的煤炭

变成了燃油、烯烃等石油制品，并被精深加工成

一系列化工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与东部地区相比，宁夏的科技水平相对落

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近年来，宁夏积极开辟

新路径。2017 年 8 月，由科技部牵头，北京、江

苏、福建等 6 省市及中国科学院等 4 所高校院所

参加的“科技支宁”东西部合作推进会在银川召

开，并签署具体合作协议。

该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突出

产业需求，针对宁夏优势特色产业和重点领域发

展的科技需求，着力开展应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

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突出人才集聚，

把引进东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团队作为重点合作

内 容 ，首 批 科 技 合 作 项 目 有

60 多名东部科技领军人才和

一 批 创 新 团 队 参 与 实 施 。

三是突出协同创新，科研攻

关项目均由合作各方的

企业、科研院所、高校

联合开展，有利于各

合 作 主 体 之 间 建

立更加紧密的产学研协同机制。四是突出结对

共建，为宁夏引进先进的园区管理模式、科技成

果和科研平台。

在此次会议上，宁夏与 6 省市完成首批签

约项目 104 个。其中，联合科研攻关 65 个，共建

创新平台 28 个，“双创”载体 5 个，结对共建园区

6 个。为了扎实推进“科技支宁”，宁夏专门设立

了东西部科技合作专项，围绕先进装备制造、新

材料、葡萄酒等重点领域，联合国内行业龙头企

业、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开展联合攻关及创新

集成应用。

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中

煤矿山工程有限公司合作，研制出国内最大的智

能化反井钻机，钻深达千米，攻克深部复杂岩体

高效破岩、高可靠性钻架和智能化电控系统等关

键技术，实现了反井钻机工作自动化和远程安全

操作。“该项目实现了大直径深井钻井装备国

产化，推动我国矿山装备向高端化、智能

化新技术方向发展。”公司科研管理部部

长王继国说。

“科技支宁”这一创新性举措有效解

决了宁夏长期以来人才匮乏、科研能力

不足的问题，大大增强了宁夏的科技水平。2022

年，宁夏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首次突破 60%，

增幅居全国第 5 位，综合科技创新水平全国排名

从 2016 年的第 22 位跃升到第 18 位，迈入全国二

类创新地区，科技部批复宁夏建设全国首个东西

部科技合作引领区。今年 9 月，又建立了“宁夏

东西部科技合作暨科技成果转化与人才交流平

台”，助力东西部科技合作跑出加速度。

近年来，宁夏先后与 11 个省份、14 个高校及

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科技合作关系，吸引

20 多个省份的 800 多家创新主体累计实施合作

项目 1800 多项；构建“东部研发+宁夏转化”、研

发代工等有效模式，引进院士 150 多名、各类科

技人才 9500 多名。“有科技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

支持，有东部省市、高校院所的积极参与，宁夏东

西部科技合作之路会越走越宽广，一定会结出更

为丰硕的成果！”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

席买彦州说。

产业合作成一体

科技进步解决了东西部发展不在一个水平

线、因“错层”“断层”而合作不畅的突出问题，为

东西部产业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为高质量协同

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与西北其他省份相似，宁夏是煤电等能源资

源富集地区。长期以来，宁夏以煤炭、化工、冶炼

等传统产业为主，受资源禀赋和技术等条件限

制，产业倚重倚能，一些工业产品“傻大黑粗”，耗

能高、污染大，绿色转型升级问题十分紧迫。

在西部大开发合作中，东西部人才、技

术、资金、市场、资源等多种优势叠

加融合，推动西部地区

新 型 工 业 化 加

速 ，实 现 工

业结构再造。

位于银川经开区的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

新基地项目育晶二车间内，数十台长晶炉高效运

转。该公司隶属于浙江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

用改良泡生法制造大尺寸蓝宝石晶体的行业龙头

企业，主营蓝宝石晶体、蓝宝石晶棒等，其生产的

400 公斤级工业蓝宝石保持多项世界纪录。该公

司拥有 16 个这样的育晶车间，生产规模和技术水

平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产品主要出口国外。

在银川经开区，还有宁夏中欣晶圆、宁夏盾源

聚芯等一批来自东部的新材料国内头部企业。目

前，银川经开区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单晶硅棒生产

基地，形成从单晶硅到光伏电池、从蓝宝石到智能

终端应用、从半导体材料到关键部件、从正极材料

到电池成品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成为宁夏打造

千亿元级新材料产业集群的重要支点。

芳纶产能全国第一，绿氢、氨纶等产能进入

全国前列⋯⋯一批国内头部企业的落户，使得宁

夏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站在了更高起点上，不

断向产业链终端、价值链高端、技术链尖端迈进，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创新能力。

在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的中卫西部云

基地，绿树环绕的大型数据中心集群十分耀眼。

这里是“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节点，被称为北

上广深的“数据后花园”。“数字信息产业是中卫

最具特色和差异化的产业，也是最具新质生产力

特征的产业。近年来，中卫市坚持把数字信息产

业作为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一号工程’全力

推进，产业从无到有，呈现出井喷式、集约化发展

的良好态势。”中卫市数据局副局长马振钧说。

2013 年，宁夏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

委员会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建设西部云基地。

2014 年，全球云计算龙头企业亚马逊在中卫开工

建设全球第 10 个数据中心，形成了东西部、国内

外共同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产业的新局面。宁夏

2020 年获批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

2021 年获批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中卫成为全国首个“双中心”城市。截至目前，中

卫已建成 16 个大型数据中心，安装标准机架 8.8

万架；建成全国首个“万卡+”智算基地，GPU 算

力卡达 7.44 万张，算力规模 3.55 万 Pflops；引进

培育美团、金山等 299 家企业，为国内 4000

余家企事业单位提供算力服务，成为“东

数西算”的重要枢纽。

“东数西算”重构了地区产

业格局，“宁电入湘”则

开启了“西电东送”清洁能源新局面。宁夏是

全国“西电东送”的重要送端，银东、灵绍两条

大通道往山东、浙江大量送电。作为全国首个新

能源综合示范区，近年来宁夏光伏、风电发展迅

猛。尤其是中卫市，作为国家重要的“沙戈荒”基

地，近年来新能源电源并网容量年均增长 30%以

上，目前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达 86.27%；为

加快发展，宁夏开工建设第三条以新能源为主的

外送电力大通道——“宁电入湘”。

国网中卫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张旭宁说，宁夏

至湖南±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起于中卫

市，止于衡阳市，长达 1634 千米。2025 年建成投

运后，预计年送电量超 360 亿千瓦时，可为湖南

新增约六分之一的电量，其中 50%以上来自宁夏

“沙戈荒”新能源基地。这意味着国家“西电东

送”打开了一条清洁能源输送新通道。同时，也

将带动宁湘相关产业和配套装备产业超千亿元，

进一步放大合作成果。

闽宁协作架新桥

闽宁情，始于扶贫。1996 年，福建和宁夏建

立对口扶贫协作关系。28 年来，闽宁两省区不

断拓宽协作领域，丰富协作内容，创造了东西部

对口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这几年，以推动乡

村振兴为主线，福建和宁夏两省区深化闽宁对口

协作，继续着“山”与“海”的双向奔赴。

在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闽宁产业园，工厂车

间里正开足马力生产。闽宁产业园由厦门市湖

里区、思明区与银川市永宁县合作共建，总规划

面积 1439.4 亩，总投资 20 亿元，采用市场化运作

模式经营管理。自 2023 年开工建设以来，闽宁

产业园紧紧围绕两地协作共建目标，全力推进园

区高质量建设。

闽宁产业园相关负责人介绍，闽宁两地立足

各自资源禀赋、产业优势，科学谋定绿色农产品

加工、葡萄酒两大特色产业，以及纺织服装、装配

制造、新材料三大重点产业的“2+3”产业体系，

着力打造“福建企业+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宁

夏基地”“福建市场+宁夏产品”等产业模式，形

成以闽宁产业园为中心、闽宁扶贫产业园一期联

动、闽宁镇辖区 6 村 1 社区协同的“1+1+7”产业

发展布局，从根本上提升园区核心竞争力。

在闽宁两地的共同努力下，闽宁镇成功引入

星汉智能科技（宁夏）有限公司、广州视源集团、

厦门夏商集团等企业 39 家，建设落地项目 16 个，

其中已建成项目 2 个、已投产项目 7 个、在建项目

7 个，将帮助闽宁镇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和提高收

入。为助力绿色发展，国网银川供电公司正在建

设风电、光伏发电、共享储能电站等 30 项重点工

程，将这里打造成西北首个“绿电小镇”。今年年

底，闽宁镇将实现绿电 24 小时供应。

除了工业，闽宁农业产业化等合作也在提质

升级。吴忠市同心县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是国

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2021 年 7 月，福建省莆

田市城厢区开始定点帮扶同心县。为加快下马

关镇移民村南安村产业发展，援助同心县工作队

发挥福建食用菌资源优势，引进宁夏闽宁绿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按照“龙头企业+智慧基地+村

集体经济+农户”模式发展食用菌产业。目前已

形成集菌种培育、菌菇种植、废菌包综合利用以

及市场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带动农户 100 余

名，以产业助农增收。

劳务输出是当地农民就业和增收的重要方

式。2023 年以来，位于宁夏南部山区的固原市隆

德县加大劳务输出力度，整合线上线下平台资

源，全面开展“就业服务不打烊、网络招聘不停

歇”等精准就业帮扶行动，推介福建等东部省份

用工企业 200 多家，帮助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7300 人，向福建输送劳动力 352 人。据了解，今

年宁夏向福建劳务输出 4300 多人。目前，宁夏

在福建稳定就业 5.5 万余人，年人均工资 8 万元

左右。

此外，闽宁两省区还持续推动“宁品出塞、闽

品西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先后举办

“宁品进福州·赓续山海情”等线上线下产销对接

活动，在福建新设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福州体验中

心等产品展销中心 7 个，福建采购和销售宁夏产

品 28.9 亿元，宁夏销售福建产品 6.8 亿元。

今年 10 月，闽宁协作第二十八次联席会议

在银川市召开，两省区 31 个对口部门签订一批

战略合作协议，将推动闽宁协作在人才交流、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科技合作、数字产业、文旅融

合等多领域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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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宁夏在西部大开发中表现亮眼，不仅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而且

由单向帮扶向合作共赢转变。通过区域联动发展，一批国内头部企业形成

了“头在东部、身子在宁夏、市场在国外”的布局，助力新材料、新能源、装备

制造等产业持续拓宽发展空间，推动西部科技和产业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形成东中西部深入融合发展、共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新局面。

□ 本报记者 拓兆兵

西 部 大 开 发 对 宁 夏 有 着 极 为 重 要 的 意

义。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期，三线

建设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企业、人才和技术

引入宁夏，带动了宁夏工业的跨越式发展，形

成了以煤炭矿山开发、机械制造、仪器仪表等

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同时，大量专业技术人才

来到宁夏，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各类产业向城

镇、园区集中，重塑了宁夏城镇体系的地域结

构，为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新一轮发展

中，宁夏大有可为。

发 挥 区 位 优 势 。 宁 夏 拥 有 承 东 启 西 的

区 位 优 势 ，独 特 的 地 理 位 置 使 其 成 为 连 接

东 北 亚 与 中 亚 的 重 要 枢 纽 ，在 黄 河“ 几 字

弯 ”地 区 具 备 融 入 统 一 大 市 场 的 地 理 优

势 。 同 时 ，宁 夏 拥 有 以 粮 食 、枸 杞 、酿 酒 葡

萄、冷凉蔬菜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业经济，以

能 源 、化 工 、新 材 料 为 主 导 的 工 业 经 济 ，以

旅游、现代物流为支撑的第三产业，多元经

济结构为宁夏融入统一大市场提供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

优化资源配置。宁夏积极与周边省份开

展合作，融入统一大市场，能够促进产业链的

互补与升级，形成资源共享、市场互通的良好

格局，为宁夏带来丰富资源和产业转型升级

的新动力，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新机遇。同时，

优化资源配置可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

升整体经济效益，为宁夏乃至西部地区的长

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推动技术创新。近年来，在科技部门的大

力支持下，宁夏先后与多个省份的高校、科研

院所建立长期稳定的科技合作关系，形成“科

技支宁”长效机制，有力推动了宁夏产业技术

进步。未来，宁夏可加大力度，加强与国内外

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

产业技术创新，形成具有宁夏特色的产业集

群，助力宁夏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

格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开 拓 跨 区 域 合 作 新 空 间
张万静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煤制油分公司煤制油装备。 余 超摄

“西部数谷”算力产业大会连续在银川举办。 本报记者 拓兆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