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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宁波余姚市的宁波

固远管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工作人员在平板电脑屏幕上点点

手指，自动导引运输车便按照设

定路线，到物料分配区自动装载

一批物料，接着根据指令前进、拐

弯、倒退，将物料稳稳地放在数控

机床旁的托盘筐内……

如今，像这样的数字化生产

场景，在余姚越来越多。截至目

前，余姚共有工业企业 3 万多家，

其中规上企业 1578 家，产值亿元

以上企业 409 家，规上企业数字

化改造率超 70%。

作为宁波市下辖县级市，余

姚 综 合 实 力 和 创 新 能 力 不 断 增

强。这背后，是当地坚持以工业

立市，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探索成果。

近年来，余姚传统制造业发

展面临的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制

约 问 题 日 益 突 出 。“以 小 家 电 制

造产业为例，余姚相对处于产业

链中下游，大多数企业主要负责

零部件加工，不仅利润率相对较

低 ，还 很 难 打 造 有 影 响 力 的 品

牌。”余姚市经信局信息产业科

科长郁勇说。

如何突破瓶颈，提升企业的

科技创新水平？余姚的答案是聚

焦“工业互联网+”、机器人及新

材料等前沿领域，着力推动企业

开展数字化改造。

拥抱数字化需要勇气，也需

要找对方法。郁勇坦言，在数字

化改造初期，由于余姚制造业的

数字化基础能力不强，不同企业

的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中

小企业缺乏转型意愿，导致转型

之路存在不少阻力。

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中小企业，余姚市经信局

通过外地引进、本地培育数字化服务供应商，降低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成本，从而激发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我

们分行业、分区域推进中小微企业关键装备、关键工序数

字 化 改 造 ，加 快 应 用 先 进 生 产 技 术 、工 艺 装 备 和 制 造 模

式，实现产业链整体提升。”余姚市经信局办公室主任张

周杰说。

MES（生产制造执行管理系统）数据采集、视觉检测系

统、“5G+工业互联网”监控管理平台……宁波志伦电子有

限公司的车间里，也在上演一场技术革新。

“之前生产线需要 10 个工人，现在只需要 4 个，企业有

了更多余力开拓新产线。”志伦电子总经理茅曙说，这背后

离不开政府的指导与牵线搭桥。

2021 年开始，志伦电子在相关部门协调帮助下，进行

了 5G 网络深度覆盖，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设备数字化全

联，构建起全周期数字化闭环管理体系。“我们投入 2000 多

万元资金进行数字化改造升级，政府给予 15%的资金补贴，

今年公司亩均产值同比提高 10%以上。”茅曙说。

“去年 9 月，我们从浙江全省选出 10 家数字化服务商，

并从中选拔出两家数字化总承包商推荐给企业，帮助企业

进行数字化改造。”郁勇介绍，除此之外，政府也鼓励有能力

的头部企业将其数字化部门发展成软件服务公司，在服务

自身外，也指导本地其他企业进行改造升级。

这几年，余姚市共成立省级数字化服务机构 11 家、宁

波市级数字化服务机构 18 家，建设 7 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共

同赋能企业数字化改造。

近 3 年来，余姚全市累计获评“未来工厂”、5G+工业互

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等省市奖项 80 余个，

实施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 1500 个，上云企业超过

7700 家，信息化提升企业达 260 个，余姚“未来工厂”+产业

大脑的数字化改造模式已初具规模。

余姚市主要负责人说，下一步，余姚将继续优化区域内

人口、产业布局和要素配置，全面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

与质量，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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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莽莽，黄河滔滔，身处其间的山西省

吕梁市中部隆起，好像一个宝葫芦，蕴藏着丰

富的矿产资源。

煤炭产业是吕梁的支柱产业，全市含煤

面积达 54.3%，煤炭资源储量达 420.7 亿吨，

占全省的 15.2%，为全市贡献了 44.4%的地区

生产总值。

兴于煤也困于煤，除了煤炭资源不断减

少，地处黄河流域生态脆弱区的吕梁还面临

诸多挑战。近年来，吕梁在继续做大做强做

优煤、铝、酒三大传统产业的基础上，积极推

进大数据、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等新兴产

业发展。如今，“一煤独大”的革命老区多点

发力，积极谋求产业绿色转型。

立足资源优势
延长产业链条

来到鑫岩煤矿 5G 智慧矿山，在智能化集

控中心，随着工作人员按下按键，井下输送

机、转载机、破碎机、采煤机等设备依次启动，

煤炭被自动运送到地面煤仓。过去，完成这

套流程至少需要 3 个采煤机司机和 4 个液压

支架工现场操作。

2019 年以来，吕梁推进 5G 智慧矿山建

设，推广绿色开采技术，建成 13 座智能化煤

矿、167 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关闭退出落后

产能 720 万吨，煤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85%。

一手抓绿色生产，一手延长产业链。现

在，吕梁以煤炭、钢铁、焦化为主的传统产业

“含绿量”不断提升。

走进位于孝义市的鹏飞集团鹏湾氢港制

氢工厂，净化装置、增压设备、脱硫、脱碳转化

等装置依次排列，焦化厂的焦炉煤气通过这

些设备转化成氢气。鹏飞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焦炉煤气是主要制氢原料，孝义年产焦炉

煤气 70 多亿立方米，可在以前，一半以上直

接燃烧处理，既不环保又造成浪费。

立足资源优势，吕梁市看中了氢能产业

的广阔市场前景，将其作为绿色转型的重要

抓手，打造“制—储—运—加—用”全链条、

集群化发展体系，提前谋划布局占领产业制

高点。

2022年，吕梁市财政投入 1亿元用于支持

氢能重卡汽车示范应用，孝义按照 1∶1 配套补

贴。比如一辆载重 36 吨的氢能重卡，出厂价

格为 135 万元，吕梁市级补贴 45 万元，孝义市

补贴 45万元，用户只需承担 45万元。

吕梁对氢能产业的支持，引来了山西美

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落户。走进美锦氢燃料

商用车关键零部件生产车间，一辆辆氢能重

卡正在加装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总成。车间

生产主管刘斌奇介绍，美锦将建设年产 2 万

台氢能重卡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线，2025 年前

在吕梁市示范专线配套建设不低于 50 座氢

能源综合能源站，并建设氢气运输物流基地。

据了解，依托鹏飞集团、美锦能源等龙

头 企 业 ，吕 梁 建 设 氢 能 供 应 港 、技 术 研 发

港 、装 备 制 造 港 ，发 展 焦 炉 煤 气 制 氢 、天 然

气 制 氢 、电 解 水 制 氢 、煤 气 化 制 氢 四 大 链

条 ，力 争 到 2025 年 底 ，全 市 制 氢 能 力 达 到

20 万 吨 以 上 ，建 成 50 座 加 氢 站 ，氢 燃 料 汽

车保有量突破 5000 辆，形成较为完备的产

业发展体系。

依托产业基础
发力高端制造

位 于 兴 县 经 开 区 的 元 泰 高 导 材 料（山

西）有限公司厂房内，火红黏稠的铝液流入

熔铸炉内。两个小时后，铝液冷却，变成银

光闪闪的高强铝合金铸锭。“看起来和普通

铝锭差不多，实际上添加了镁，形成 700 兆

帕级超高强铝合金，具有高断裂韧性、抗应

力腐蚀等特征，应用很广泛。”公司负责人蒋

彬说。

据 介 绍 ，吕 梁 全 市 探 明 铝 土 矿 储 量 近

6.5 亿吨，占全国近 1/6。以前卖铝土资源，利

润空间有限，还增大了环保压力。近年来，当

地通过招商引资，打造铝土矿—氧化铝—电

解铝—铝镁精深加工产业链。

山西中铝华润有限公司是吕梁铝产业链

链主企业，电解铝年产量达 50 万吨。在下游

企业山西一禾铝业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中

铝华润生产的电解铝经过冷轧退火、连铸连

轧等工序，加工成铝棒、铝线、铝丝等产品。

一禾铝业负责人陈长永说，企业生产的高导

铝杆和漆包铝线，可应用于航空航天、新能源

汽车等领域。

铝镁精深加工产业链是山西省 10 条重

点产业链之一，也是吕梁重点打造的优势工

业产业链。吕梁现有氧化铝生产企业 10 家，

铝镁深加工企业 6 家。依托中铝华润等链主

企业，吕梁上马航宇 3D 打印二期、铝大师高

端铝基新材料等铝材加工项目，发展壮大氧

化铝—电解铝—铝精深加工产业链；依托东

义集团等链主企业，上马泰兴铝镁基新材料

科技数据产业园等项目，发展金属镁—镁合

金—镁精深加工产业链。2022 年，全市铝镁

产业链产值达 450 亿元左右，在兴县形成了

铝镁新材料专业镇。

装备制造产业也是吕梁经济转型的发力

点之一。当地以山西新龙重工高分子科技有

限公司为龙头，聚集了汾阳汉精、汾西安泰机

械制造、交城韶泽轨道等 10 多家链上企业，

协同带动全市装备产业从低端生产向高端制

造转型，产业初具规模。截至今年 6 月底，吕

梁市拥有规上装备制造企业 98 家，比 2022 年

底新增 14 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 14 家。今

年上半年，全市规上装备制造企业实现总产

值超 40 亿元。

“我们依托吕梁现有产业基础，以专业镇

为支撑点，通过增链、补链、强链，打造铝镁、

特钢、装备制造等九大产业链。”吕梁市委副

书记、市长张广勇说。

借助数字技术
赋能转型升级

一个三医联动协同发展平台，连通着吕

梁市 140 多家医院的后台数据，已实现从门

诊诊断、住院记录到出院清单的全程审核，仅

2022 年，就帮助吕梁市节约医保资金 1 亿多

元。这背后，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助力。

目前，吕梁已成功归集存储全市 7 大类

200 多亿条医药数据，吸引了华大基因、执信

医疗、360 集团等一批企业落户，围绕数字政

务、数字医疗、数字康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吕

梁数字大健康产业全链条生态逐步形成。

“吕梁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发

展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引进一

批头部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以数字技术赋能

产业转型升级。”吕梁市委书记孙大军说。

2018 年，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并

投资 23 亿余元开发数字经济产业园。目前，

产业园已建成投用天河云计算中心、华为山

西（吕梁）大数据中心、吕梁智慧城市运营中

心等。

今年 6 月，吕梁数字经济产业园成为山

西省数字经济示范园区之一。吕梁经开区管

委会主任尹新明介绍，吕梁设立数字经济产

业发展基金，引导优质产业资本、项目、技术、

人才在经开区集聚，为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要素功能支撑。

今年以来，吕梁围绕数字经济产业，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引进盘石集团等一批数字经

济企业落地。目前全市大数据企业达 72 家，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达 42.2 亿元。

“我们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工作来

抓。”尹新明介绍，经开区将持续深化“承诺

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让更多企业“拎包

入驻”，享受“一站式”审批服务。

“吕梁市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纳入全市

12 个重点改革课题，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宽松

的准入条件，鼓励各类企业为吕梁经济转型

发展注入更多动能。”孙大军说。

从“一煤独大”到多点发力

山西吕梁推动产业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何 勇 刘鑫焱 付明丽

核心阅读

近年来，山西吕梁积极
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在
做大做强做优传统产业的基
础上，推进大数据、新材料、
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壮
大。通过延长产业链条，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当地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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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眼镜成镜产量近4.6亿副

本报北京 9 月 13 日电 （记者韩鑫）记者从在京举办

的第三十四届中国国际眼镜业展览会上获悉：今年上半

年，全国眼镜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达 481 家，眼镜成镜产

量 4.59 亿副，累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约 228.13 亿元，同比

增长 5.3%。

据悉，此次展会由中国眼镜协会等主办，展会云集国内

外参展商和国外代理商近 700 家，为国内外企业及观众展

示了当前世界眼镜行业的先进技术、产品及视光服务新模

式。围绕广大消费者的视觉健康，本次展会展出的视光产

品品类更加丰富，除了眼镜架、眼镜片、隐形眼镜、智能眼

镜、验配设备、加工设备、工具及耗材，还包括生产设备、视

觉训练、近视防控等。

近年来，浙江省舟山市大力发展船舶修造、海工装

备等特色产业，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今年上半年，舟

山市船舶工业总产值和新承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47.2%和

55.5%，手持订单量创 5 年来新高。

上图：近日，舟山长宏国际产业园，船舶生产现场井

然有序。

右图：近日，工人在对船身进行喷涂作业。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张武军摄

船舶企业产销两旺

本报昆明 9月 13日电 （记者叶传增）记者

从云南省财政厅获悉：今年截至 8 月，云南已下

达省级资金 17.62 亿元，支持工业、服务业、金

融、科技、农业等领域中小企业发展。

近年来，云南省立足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

围绕行业发展重点，向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倾

斜，主要采取项目补助、事后奖补、贷款贴息、风

险补偿等方式，助力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其中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引导力度不断加大。

今年，云南省财政厅持续优化资金投向，注

重精准性和有效性。云南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

项资金，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专

业化水平、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和融资服务

体系、建设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等方面，其中

安排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资金占竞争性分配

资金的一半以上。

云南下达超17亿元助中小企业发展

本报重庆 9 月 13 日电 （姜峰、杨博

涵）走进重庆合川区的火锅食材产业园，一

家企业的辣椒生产数字化车间里，一个巨

大的不锈钢罐正在炒制辣椒油，罐内的湿

度、压力、辣度等都由电脑控制。企业负责

人郑传波介绍，公司年产 10 万吨复合调味

品，其中六成是火锅底料。

为整合资源，2022 年以来，合川区以

园区为载体，探索传统食品产业集群化协

同发展新模式。去年 9 月，重庆火锅食材

产业园正式揭牌，园区规划用地面积达 10
平方公里，同时建设火锅食材技术创新研

究院、火锅文化研究院、火锅博物馆、文创

消费体验馆，以及质量检测、产业展示体

验、食材交易、电商直播运营等平台，带动

火锅食材全产业链发展。

重庆合川区推动火锅食材全产业链发展

华南地区建造首艘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交付
续航最高达1.5万海里

本报广州 9 月 13 日电 （记者李刚）华南地区建造的

7000 车 LNG（液化天然气）双燃料汽车运输船“埃姆登”号

近日在广东广州龙穴岛签字交船，这是华南地区建造的首

艘双燃料汽车运输船。该船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广船国际

联合中船贸易建造。

汽车运输船与常规的散货船、油轮不同，这艘运输船有

13 层甲板，像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巨型“立体车库”。该船总

长 200 米，型宽 38 米，设计吃水 8.6 米，设计航速 19 节，采用

LNG/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设计，续航最高达 1.5 万海里，

能效营运指标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的第三阶段要求，是

一艘节能、环保、高效的汽车运输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