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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重庆7月9日电（记者常
碧罗） 日前公布的《重庆市推动工
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力争实
现工业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 2023
年增长 25%以上，工业技改投资占
工业投资比重达 40%，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重点行
业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退
出，主要用能设备能效基本达到节
能水平，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升。

方案提出，将实施四大重点任
务 。全 面 推 广 先 进 设 备 应 用 ，到
2027年，累计实施技术改造投资项

目 8000 个，带动设备更新改造 5 万
台（套）以上，退出老旧设备 2 万台

（套）以上；加快引导制造业数字赋
能，到 2027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
工 序 数 控 化 率 分 别 超 过 90% 和
75%，新认定 400 个数字化车间、40
个智能工厂；深入推进绿色装备替
代，到 2027 年，全市工业重点领域
建成产能全部达到能效基准水平，
能效标杆水平产能保持在 30%以
上 ；重 点 提 升 本 质 安 全 水 平 ，到
2027年，更新服役超过10年化工老
旧装置设备500台（套）。

重庆推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突飞猛进，实验室是从“0”到

“1”前沿科学创新的策源地，也是现
代产业的孵化地。记者在安徽、湖
南、山西、河南等地多个实验室里看
到，新赛道上的新绝技，正擦亮一张
张产业新“名片”。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上的交叉
科研楼，田明亮研究员正和大家围在
电子显微镜前热烈讨论。电脑屏幕
上，放大数十万倍的新型拓扑磁结构
形似排列整齐的蜂窝。

“一台高性能超级计算机年耗能相
当于5万吨标准煤。”田明亮说，电子器
件的高能耗制约未来信息技术发展。

拓扑——这种来源于几何学的概

念逐渐应用在新材料结构的探索上。
田明亮等人牵头成立中国科学院低功
耗量子材料与器件建制化科研团队，
材料、物理、化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
科研工作者聚到一起，利用稳态强磁
场大科学装置，对具有低功耗结构特
性的量子材料和器件开展研究。研究
初步发现，利用一种具有纳米尺寸且
稳定的“涡旋”状新型拓扑磁结构作
为信息存储的介质，比传统磁存储器
件的功耗低几个量级，有望实现高速
度、低功耗存储。

在实验室的助力下，中部地区一
批传统制造业在升级改造中焕发新的
活力。

高度相当于8层楼高，体量比一个

篮球场还要大，总重量近2000吨……
放在世界任何一个矿场，这台由太原
重型机械集团研制的WK—75型矿用
挖掘机都堪称“庞然大物”。更重要
的是，这台挖掘机能够实现精准远程
驾驶，让操作员告别了环境恶劣的工
作一线，可以“穿着白衬衣上班”。

这离不开太重集团智能采矿装备
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的科研
攻关。“我们花了两年多时间攻克一
个个技术难题，确保达到现场精准作
业水平。”实验室智能化所所长岳海
峰说，“这套自动装载系统能将现场
作业信息转化为机器可以‘理解’的
数字语言，经人工智能精准快速分析
后，形成辅助决策，结合工作装备的
动力学模型，协助操控设备作业，让
远程操作人员感觉就像在现场操控。”

目前，这套自主研发的电铲远程
操控系统订货量已经超过20台套。

在福建北部海域，全球首台 16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迎风转动，源源不
断输出电力。支撑着海上风电机组展

翼“捕风”的关键核心技术之一——
超大容量高服役性能风电能量转换系
统，研发于千里之外的湖南长沙。

海上风力发电装备与风能高效利
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是目前我国风电领
域唯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
也因此有一个诗意的名字：“追风
者”。2023年获批成立以来，实验室
联合多方团队，聚焦“复杂环境下海
上风电全过程能量转换协同机制与风
能高效利用”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大
功率风力发电装备设计制造、风能高
效利用等关键技术。

“我们正在研制‘20兆瓦级海上
新型风力发电机组’。如果满发运
行，预计一年发电量可满足 4.4万个
家庭的用电需求。”海上风力发电装
备与风能高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主
任、湖南大学教授黄守道说，在当前
中部地区能源原材料基地绿色低碳转
型的趋势下，以风电技术创新“追风
逐绿”大有可为。

面向我国粮食安全等重大战略需
求，一批实验室成果在田间地头开花
结果。

在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河南牧
元安粮合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工厂
已完成结构封顶，正在进行设备招
标，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满产后
可年产3万吨合成生物产品。

这是河南的牧原实验室首个成果
转化转移项目。牧原实验室相关负责
人介绍，实验室已帮助部分养殖企业
在不降低动物生产性能的前提下，使
用一定比例的生物合成氨基酸替代豆
粕，实现了低豆粕饲养。

新材料、新装备、新农事……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中部地区向“新”
而行。

（据新华社合肥电 记者陈诺、
解园、谢奔、牛少杰）

走进中部实验室——

新绝技擦亮产业新“名片”

山东省嘉祥县马村镇近年来积极盘活集体资产资源，因地制宜发
展“共富工坊”，有效推动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富。图为近
日，在马村镇昕锐克莱“共富工坊”，村民在加工外单成衣。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近年来，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积极推动装备制造业从“制造”
向“智造”转变。目前，位于山西转
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的太重集团智能高
端液压挖掘机产业园区已具备年产5
万台全系列多动力液压挖掘机的能
力，该园区生产的液压挖掘机产品销
往数十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图
为工作人员在该园区内的智能生产线
上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贸易合作推动互利共赢

谈及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商务部副部长李
飞9日提到了3个方面——

贸易合作推动互利共赢。2023 年，中国和南
亚国家贸易额近 2000 亿美元，比 2013 年翻了一
番。中国作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国家的第一
大贸易伙伴地位持续巩固，巴基斯坦的大米、斯
里兰卡的红茶、马尔代夫的海产品、阿富汗的松
子等，越来越多的南亚国家商品进入中国市场，
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

设施联通提升民生福祉。一大批惠民利民的
基础设施项目在南亚落地，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
进，喀喇昆仑公路升级、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
卡拉奇至白沙瓦高速公路 （苏库尔—木尔坦段）
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顺利完工，为当地就业和经
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顺利通车的孟加拉国卡
纳普里河底隧道、新建成的中马友谊大桥，在便
利当地居民出行的同时，也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务实合作赓续传统友谊。近年来，双方积极
开展国际医疗合作，中国在南亚地区持续推进民
生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各国培养相关领域
人才，助力南亚国家提高经济造血能力，增进了
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南博会促成3000多个项目落地

南博会是中国与南亚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和人
文交流的重要平台。李飞表示，自首届举办以
来，南博会已累计服务国内外 18000 余家企业参
展，吸引超过400万人次入场参观，外贸成交额累
计超过 1000 亿美元，促成 3000 多个项目签约落
地，实现了“展品变商品”“采购商变投资商”。

第8届南博会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
题，是今年中国同南亚国家最为重要的经贸交流
活动之一。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介绍，本届
南博会将重点围绕“三个进一步”，不断拓展“综
合展、专业办”的模式，进一步提升展会质效，
更好服务中国同南亚经贸往来和合作。

一是进一步优化展馆设置，更好呈现展示的
内容。凸显专业化办展理念，15 个展馆中，专业
馆占近60%，设置建筑科技馆、制造业馆、绿色能
源馆、现代农业和地理标志产品馆等，畅通全产
业链合作渠道。设置国内合作馆展示区域合作新
成果。

二是进一步聚焦经贸合作，更好服务展商客
商。完善招商招展信息服务，建立健全市场化的

招商、准入和考核评价机制，提升展品通关和运
输便利水平。优化客商参展参会、贸易配对、在
线交易等数字化服务。首次设立外贸综合服务
区，提供报关、报检、保险、金融、物流、仓储
等全流程“一站式”第三方专业外贸综合服务。

三是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更好构建合作平
台。围绕贸易投资产能合作、文化交流等主题，
举办多项配套活动，包括第八届“一带一路”青
少年创客营、2024 （昆明） 联合国绿色低碳产品
采购交流会、南亚商品 （茶叶） 节等，不断拓展
中国同南亚国家的合作领域。

释放贸易和投资合作潜力

如何深化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互利合作？李飞
表示，将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
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为指导原则，重点从以下4个
方面入手。

在完善合作机制方面，以双边经贸联委会为
主渠道，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经贸政策的协调，
凝聚更多合作共识。不断完善贸易畅通、投资合
作工作组等机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水平，完善与南亚国家自贸协定安排，进一步释
放贸易和投资合作潜力。

在深化产业合作方面，加强产业政策交流和
产业资源有效整合，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
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
系。加强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提升
互联互通水平，破除贸易投资壁垒和不合理限
制，打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在促进开放合作方面，加强与南亚国家在上
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框架下合
作，推动开放型区域经济发展，共同维护国际经
贸规则，携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在支持地方合作方面，鼓励和支持云南等地
更好发挥辐射引领作用，继续通过展会、电商等
平台，畅通贸易
投资渠道，深化
同南亚国家经贸
合 作 和 人 文 交
往，促进贸易投
资融合发展。

2023年贸易额近2000亿美元，比2013年翻了一番——

中国同南亚国家经贸往来势头好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中国援巴基斯
坦瓜达尔新国际机
场位于巴基斯坦西
南部俾路支省港口
城 市 瓜 达 尔 ， 于
2019 年 10 月启动
建设，是中巴经济
走 廊 旗 舰 项 目 之
一。图为进行校飞
试验的飞机成功着
陆后停在该机场停
机坪上。

中国援巴基斯
坦瓜达尔新国际机
场项目管理组供图

（新华社发）

近期，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三穗县贵州鼎
盛服饰有限公司销
往 欧 美 、 南 亚 等
10 余个国家和地
区的订单产品明显
增多，公司马力全
开赶生产，以满足
市场需求。图为该
公司工人在生产供
应海外市场的纺织
产品。

龙兴伟摄
（人民视觉）

7月9日，国新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第 8届中国—南
亚博览会及中国与南亚经贸合
作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
人在会上介绍，第 8届南博会
将于7月23日至28日在云南昆
明举行。自2013年首届南博会
举办以来，中国同南亚国家一
道，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
作，经贸往来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成果惠及双方人民。

据新华社太原7月9日电（记
者刘诗平） 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
导流洞支洞9日掘进施工，黄河干
流又一控制性骨干工程正式进入建
设阶段。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黄河古贤
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动员大会上表
示，古贤工程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这一国家战略确立的
重大工程项目，是新时代保护治理
黄河、保障黄河长久安澜的标志性
重大工程。古贤工程建成后，与小浪

底水库联合运用，可进一步增强黄
河水沙调控和水资源调蓄能力，控
制黄河下游泥沙淤积和悬河发展，
提升黄河中下游水资源保障水平，
对健全黄河水沙调控体系、保障黄河
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古贤工程位于黄河中游北干流
河段，下距小浪底水库约 450 千
米。工程坝址控制黄河流域65%的
面积、73%的水量、60%的沙量。
大坝是国内红层地基上最高的碾压
混凝土重力坝。

本报乌鲁木齐7月9日电（记
者李亚楠） 记者从新疆电力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获悉：自 2010 年疆电
外送工程实施以来，新疆外送电量
累计达到 8014 亿千瓦时，送电范
围覆盖20个省份。

其中，新能源电量外送超过
2300亿千瓦时，占总外送电量的近
三成，相当于减少标准煤燃烧 6957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88 亿吨。目
前，新疆新能源装机容量超过 7980

万千瓦，占新疆总装机容量的近五
成，新能源装机规模居全国前列。

新疆先后建成“两交两直”4条
外送通道，外送电量从 2010 年的 3
亿千瓦时扩大至 2023 年的 1262 亿
千瓦时。当前，哈密—重庆±800千
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在加紧建
设，预计 2025 年建成投运，届时新
疆电力外送能力将达到 3300 万千
瓦，清洁能源外送电量占总外送电
量的比例将提升到五成。

本报合肥7月9日电（记者李
俊杰） 记者近日获悉：安徽省印发
的《安徽省加快“以竹代塑”发展实
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27年，全省
竹林面积保持在40万公顷以上，建
成国家级竹类种质资源库 1 个，省
级以上竹产业龙头企业超过 100
家，竹产业综合产值达600亿元。

方案明确4项重点任务。一是
推动“以竹代塑”资源高效经营，开
展国家级、省级竹类种质资源库建
设，推进竹林道路、竹山机械化经
营试点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每年

新增或完善提升新型经营主体 10
个以上。二是推动“以竹代塑”产品
做优做精，鼓励竹产业重点县因地
制宜规划建立污染可控的现代竹材
初级加工小微园，打造一批“以竹
代塑”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示范
县。三是推动“以竹代塑”产品广泛
应用，在主要竹产区开展竹产品推
广对接活动，建设 5—10 个“以竹
代塑”应用推广试点。四是推动“以
竹代塑”文化深度融合，创建一批
竹产业体验试点，支持建设一批竹
生态科普教育试点。

黄河古贤水利枢纽工程进入建设阶段

新疆外送电量累计突破8000亿千瓦时
新能源占近三成

安徽出台措施推动“以竹代塑”发展安徽出台措施推动“以竹代塑”发展

今年以来，为服务好电子信息重大项目工程建设，国家税务总局
北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派出税务团队主动对接，“量体裁衣”送策
上门，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图为该局工作人员日前走进广西北海惠
科五金有限公司，了解企业产品生产、设备更新等方面情况并进行税
惠政策宣讲。 王钇丁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