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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览

点亮科技之光 锻造新质生产力

———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探索与实践

在智能矿井下，机械臂通过 5G 信号完成井下设备巡检；在试验田中，曾经飞跃太空的农作物新品种已萌出幼苗；在

实验室里，碳化硅衬底材料下线发往芯片企业……六月的三晋大地，科技创新正在一个个鲜活的应用场景里重塑能源大

省的生产力基因密码。

生产力质变的背后，是传统产业的升级和尖端技术的突破，是数智赋能的力量强化，是政策体系与市场机制的深度

耦合———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是活力、动力、创造力竞相迸发，是一幅多姿多彩的“人才有为、创新涌流、产业焕新”的时

代画卷。

从“跟跑”到“领跑”

全力打造山西科技名片

打破技术垄断， 持续领跑国际煤气

化技术，正在向 4.0 进发的国之重器“晋

华炉”；打破国外专利封锁，实现我国第

一个技术原创型战略基础产业创新的

LED 显示屏； 打破硅钢级氧化镁生产工

艺国外技术垄断， 核心技术达国际先进

水平的高端金属材料……近年来， 山西

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强化战

略科技力量，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打造了一批令人惊叹的科技名片。

位列 120 个“山西精品”，智奇铁路

设备有限公司的 CR400AF 型非动力轮

对组成，动不平衡指标在欧标基础上加

严了 10%，展现出国际一流水平的品质

把控。 太原工具厂的“双圆弧齿轮滚刀”

时隔 20 多年再一次获得行业最高奖

“春燕奖”。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

资源大省向新而行，手撕钢、车轮钢等

特种钢材料，T800、T1000 等高端碳纤

维，8 英寸碳化硅衬底、 深紫外 LED 芯

片等半导体产品，这些“科技名片”在高

端装备、电子信息、航天航空等领域广

泛应用，熠熠生辉。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突破，初

始力量来自实验室“方寸之间”，全省重

大创新平台建设跃上新高度，国家重点

实验室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会聚顶尖人

才攻克前沿科技难题，并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形成协同创新格局。

2024 年，山西省加速推进怀柔实验

室山西研究院建设，多元化集聚高端创

新人才 208 人， 全面建成共性分析测试

中心等 14 个专业化创新平台，“4+1”国

家任务取得重大进展。 积极推进量子光

学与光量子器件、 先进不锈钢材料、低

阶煤绿色高效利用等 6 个国家级创新

平台重组或申建全国重点实验室。 优化

省实验室体系，低碳建筑、土壤健康、先

进半导体等 3 家省实验室正式获批建

设，省实验室总数达到 8 家。

连续实施 71 项省科技重大专项 ，

400 项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基于超冷

费米气体的量子调控项目荣获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传统煤电机组的实际

变负荷速率达到 3% ，YE5 系列三相异

步电动机填补了一级能效节能产品国

内空白；特种钢材料、超高强度碳纤维、

碳化硅衬底、锂电池隔膜 、钠离子电池

和钒液流电池储能等新技术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

全省新技术不断突破， 新产品竞相

涌现，新产业加快培育；2022—2024 年，

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4%，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

从“盆景”到“风景”

打通技术到产业的转化堵点

5 月 28 日一早，文水县郊区 ，国金

电厂的末端蒸汽沿着管道输入毗邻的

山西固废资源化利用交通科技园沥青

罐区，园区另一端辊碾机也已在厂房内

隆隆作响，球磨机筒体内 ，钢球高速旋

转、碰撞，传送带载着粉磨后的细粉进

入成品库。

从生态构件到脱硫胶粉改性沥青，

再到 3D 打印技术应用， 这座占地 200

余亩、总投资 5.75 亿元的交通科技园创

新成果层出不穷，为工业固废的高值化

利用开辟了新路径。

新成果从何而来？ 山西路桥再生资

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冬冬博士

介绍，他将博士期间开发的镁基声屏障

新材料引入科技园， 建成了年产 50 万

平方米的生产线， 实现了学用结合、成

果转化。

镁基声屏障新材料的诞生是一个缩

影 ， 和其他落地生产线的研发成果一

样，它们均来自山西路桥再生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积极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平

台建设、构建校企协同产业生态圈的不

懈努力。

作为“基础研究—中试放大—工程

应用”全链条合作模式的一部分 ，企业

联合山西大学程芳琴团队 ，构建了“产

学研用” 深度融合的科研创新体系；联

合山西大学共建环境工程专业硕士实

践基地、教授创新工作室，学校每年派

驻 5—10 名在读研究生以及 3—5 名教

授到园区参与科研与成果转化工作。

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是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的重要抓手。 山西省通过搭建平

台基地的方式 ，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

力。 作为衔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枢

纽工程，校企共建中试平台有效弥合了

高校实验室研究与产业化应用间的“深

谷”。 着力打通技术到产业的转化堵点，

山西省正将研发成果从“实验室里的盆

景”变成“生产线上的风景”。

一个个省级创业创新平台， 正在为

企业家和创新者提供了一个充满机遇

的空间，助力他们实现更高效 、更持续

的成长。 对于太原赛因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来说，在学校实验室里生产出的产

量微乎其微，借力省级平台 ，企业加快

实现了工业化量化，企业发展迈上了新

台阶。

从人工作业到“最强大脑”

数智化推动生产力大幅增长

现代化车间里， 产品数量、 质量标

准和成本分析实时监测，机器手臂犹如

装上“最强大脑”，无人驾驶叉车来往有

序……在华翔（洪洞）智能科技产业园的

生产车间，全生产流程既高效又智能。

作为国内装备制造行业细分领域的

上市龙头企业， 华翔集团依托打造的

“5G+ 工业互联网”平台，走出了具有自

身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数智化系统使

生产故障率下降 50% 、 人均产量提升

30%， 企业收入和利润实现年均 30%以

上的稳定增长……企业高质量发展全面

提质提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山西省智

能化改造前的传统制造业依赖人工操

作，生产精度低，效率受限；煤矿业以人

工作业为主 ， 井下环境高危且污染严

重；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足 ，库存积压

严重。

近年来， 积极响应国家数字经济发

展战略，山西明确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

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一系列有力

措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形成了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

与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

不断完善政策体系。 《山西省制造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行 动 计 划（2024—2030

年）》《山西省数智深度赋能新型工业化

发展 2024 年行动计划》《山西省推进传

统产业智改数转网联 2024 年行动计划》

等相继出台，持续加快 5G 网络、工业互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推广。

不断夯实信息基础设施。 全省成功

获评 7 个千兆城市，朔州、晋中、长治 、

运城 4 个市的技术指标也已满足千兆

城市建设要求。 太原国家级互联网骨干

直联点开通运行，网间带宽达到 2100G，

建设规模在全国排名第 17 位， 直联点

建设有效改善了省内用户网间通信质

量，促进了数据资源在山西省集聚。

如今， 工业机器人、5G 专网及智能

管理系统在众多企业已是“寻常”风景，

自动化生产、数据毫秒级传输 、机器人

完成 90%工序、远程监控与无人巡检等

不在话下。 目前，全省两化融合贯标达

标企业近千户， 累计创建 293 个省级及

以上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其中 9 个

为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工厂。 在山西

省，数字经济已与“多业支撑 ”深度融

合 ，涵盖智能制造、绿色能源、数字农

业、文旅交通等众多领域。

从“有生态”到“优生态”

制度创新推动开放合作

近日，7 项省科技重大专项计划“揭

榜挂帅”（半导体与新材料领域）项目延

期至 2025 年 12 月。 这一举措旨在给予

科研团队更充足的时间，全力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推动山西省在行业前沿技术

领域实现技术飞跃，助力产业升级。

大尺寸 4H-SiC 单晶衬底材料制备

产业化技术研发项目是 7 个项目之一，

由山西烁科晶体有限公司发起需求，河

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揭榜。 据

悉 ， 科研团队有望进一步优化制备工

艺，实现量产技术突破，打破国外垄断，

为山西乃至全国的半导体产业提供自

主可控的原材料保障。

烁科晶体一直坚持聚焦碳化硅材料

研发及生产， 开拓碳化硅材料更广阔的

应用场景。 企业负责人李斌在近期半导

体产业博览会上展望了碳化硅未来应用

前景：“高纯半绝缘 SiC 衬底在 AR 眼镜

及散热封装领域展现出独特优势， 随着

工艺成熟加速推进产业化进程， 将成为

当前碳化硅衬底行业的竞争新焦点。 ”

与碳化硅比肩， 居山西省新材料科

技之巅的还有碳纤维项目。 碳纤维是航

空航天、高端装备等领域不可或缺的关

键材料，科研团队将全力解决工程化生

产中的难题， 实现 T1100 碳纤维及预浸

料的国产化生产，进一步保障我国高端

装备制造业的供应链安全。

通过“揭榜挂帅制”“验收备案制”

“里程碑制”和“双主持人制”，山西省构

建形成了企业出题、政产学研用共同答

题的项目生成机制，有助于针对迫切的

科研难题，以开放式创新的形式 ，最大

程度地调动社会各界智力潜能，尽快找

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山西， 正在探索一条资源型地区以

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特色路径，

正在形成“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

应用”的完整创新生态 ，正以科技创新

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政策引导、平台建

设与产业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加速新旧

动能转换，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全域

支撑。

（据《山西日报》）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细纱机装配车间， 工人在有序组装最新款高

端细纱机。 刘勇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