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依靠自主
创新，我们攻克尼龙
66 关键中间体己二
胺‘卡脖子’难题，新
材料项目一次性开
车成功，打破了国外
技术垄断，发展前景
广阔。”11 月 17 日，
宁夏瑞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项目部总
经理唐琴说，全区新
型工业化推进大会
的召开，为企业向

“新”而行、接续奋斗
注入了强劲动力。

唐琴介绍，瑞泰
科技从江苏到宁夏
已超十年，以前主要
做农药和精细化工，
现在正向新材料行
业转型升级。近年
来，企业集合东西部
优势资源，依托中卫
循环经济产业园平
台优势，发挥自身创
新引领和解决关键
技术的强项，全力打

造一体化发展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同时，公司与西安交通大学签订了

产学研合作协议，依托新材料联合研发
中心，共同开展新材料领域的研发。以
数字化转型为引领，企业还实现了新技
术项目、工程项目的数字化交付。“数字
化交付不仅能与我们的安全生产信息
化平台无缝衔接，还能及时监控管控风
险隐患。”唐琴说。

新型工业化是依靠创新驱动的工
业化，创新不仅代表着核心技术攻关，
更代表着补足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
锻造创新链、价值链的长板。下一步，
公司将找准尼龙 66产业链中“卡脖子”

“掉链子”薄弱环节，着力补短板、锻长
板，持续实施强基韧链，发挥产业优
势，把尼龙 66 产业链做大做强。唐琴
介绍，针对轮胎帘子线/布、安全气囊等
特殊应用场景，以及黏度、润滑等不同
性能需求，企业正在规划多个牌号的工
程塑料级及纺丝级尼龙 66，并积极推动
耐高温特种尼龙的研发，加快实施尼龙
66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全面提升企业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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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走 进
位于宁东能源化
工基地的宁夏宁
东泰和新材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
里，比头发丝还
细的氨纶丝在生
产 线 上 飞 速 移
动。偌大的厂房
里，很少看到工
人的身影——搬
运、上丝、检测、入
库等生产环节均
实现高度智能化。

作为西北地
区首家氨纶生产
企业，泰和新材
主要从事差别化
氨纶及化学纤维
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具备全
系列、全规格、全
领 域 的 生 产 能
力。近年来，企
业重点打造差别
化氨纶及上游原
料为一体的高性

能纤维产业集群，从创新驱动、融合
发展和环境友好等方面助力高质量
发展。

“在创新驱动上，今年公司成立
了研究院，规划招聘硕博 200 人，明
年将入驻 50人；在融合发展上，紧盯
产业链上游，推进一体化发展；在环
境友好上，公司从资源集约与节约上
下功夫，成立单独企业承接泰和产业
园整体公用工程系统服务，降低了成
本，节约了资源。”宁夏宁东泰和新材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公司紧盯规模化、清洁化、一
体化格局，着力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新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煤化工
向新材料产业深度转化、融合发展，
通过循环经济变废为宝，为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保驾护航。”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当前，公司聚焦上下游产
业链一体化发展，推动氨纶及上游原
料项目建设，以创新提质为抓手，着
力扩增氨纶产能，为宁东能源化工基
地打造“中国氨纶谷”、二次创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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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
键任务。

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这条通
往“优、强、好、高”的向“新”之路，该怎么走？

11月 17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召开全区新
型工业化推进大会，明确要走出一条产业结构
优、创新能力强、生态底色好、安全水平高的具
有中国特色宁夏特点的新型工业化之路。

链式布局 激活聚变效应

共享装备、吴忠仪表、嘉峰化工等 10 家自
治区级“链主”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数字赋能等
方式，有序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成势见效，带动
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融通发展。

天通银厦、银利电气、小牛自动化等企业突
破一项项“卡脖子”技术，在“大国重器”上留下
宁夏印记……

链式发展是现代产业显著的特点。当前，
宁夏正以链式布局激活“聚变效应”，光伏材料、
储能材料、先进半导体材料、算力等一批配套相
对完善、规模优势明显、具备发展潜力的重点产
业链已聚链成群、集群成势。但也要看到，我区
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要素链、制度链
深度耦合上还有不足。精准引进与产业链供应
链关联度高、匹配性强的延链补链强链项目，下
大力气解决“卡脖子”“掉链子”问题，是提升宁
夏产业发展“含金量”的必由之路，是坚持以质
取胜打造更多工业品牌的必然选择。

“下一步，立足‘专而强、优而精、新而特’，
我们将继续精准谋划一批工业产业链纵向延伸
补强、横向壮大集群的优质项目，强化宁夏工业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稳定。”自治区发展改革
委产业发展处处长沙宇说，聚焦国家重大生产
力布局、生产要素保障和新发展领域谋划，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将制定发展规划、政策措施和工
作体系，确保每个产业链具备一套产业链图、一
套重点企业名录、一套重点项目清单、一套招商
企业目录、一套创新和服务体系。

同时，围绕产业延链补链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招引项目，新建一批市场前景好、配套性强、
技术先进的重大产业项目，谋划一批打基础、利
长远、增效益的优质项目；围绕传统产业对标改
造和生产性服务业谋划项目，推动产业、产能、
产品结构调整和低碳转型，建设一批促进服务
业结构优化、业态创新、品质提升的重大项目。

科技创新 增加产业底气

新型工业化之“新”，关键在创新。
2022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 59.71亿元，占全区R&D经费

支出的 75.2%，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达到 40.2%，近三年企业
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0%。近年来，宁夏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推进科
技创新，科技支撑产业转型升级能力明显提升。

作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环节，如何更好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落地？

“我们将分类施策引导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搭建更多产学研用创新平台，
吸引培养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更好支撑新型工业化发展。”自治区科技厅相关
负责人说。

只有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全方位对接，才能真正发挥科技对产业和经
济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更好推动实现新型工业化。

自治区科技厅将全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高地，高水平建设全国东西部科
技合作引领区，支撑引领我区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继续组织实施创新力
量厚植、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协同联动、创新生态涵养“四大工程”，通过创新
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四链融合”，大力支持“六新”产业创新发展；通过
搭建创新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培养创新人才，积极引导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快速成长。在企业层面，已优化整合了科技型企业梯
次培育体系，将持续通过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积极帮助企业大力发展智能
制造、绿色制造和柔性制造，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数据价值
化，实现宁夏制造业向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发展。

数实融合 塑造新生优势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发展，深刻改变和重塑生产方式、产业形态。
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宁夏优势突出：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

枢纽和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双节点”，2022年全区数字信息产业实现产
值680亿元，同比增长49%，增速位于全国前列。

今年 3 月，自治区印发《数字宁夏“1244+N”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提出
“2023年数字信息产业产值达到 850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 36%左
右”的目标任务。

“数实融合，宁夏新型工业化的支撑才能更坚实更强劲。”自治区工业和
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在数字产业化方面，我区将加快培育壮
大云计算、大数据、5G、超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企业集群，做大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在产业数字化方面，将构建工业互联网发展生态，
增强数据要素供给，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规上企业
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化，打造一批企业级、行业级、综合性工业互联网试点
示范平台。

宁夏正紧紧抓住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有利时机，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坚定不移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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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域生物细胞制剂存储等项目加快
建设，银变科技、银河新能源、嘉盛德、宝
丰储能电池量产线正在加快投产……连
日来，在苏银产业园，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大型机械来回运转，工人们铆足干劲抢工
期、赶进度。

透视项目建设的火热界面，背后是苏
银产业园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迸发出的澎湃动能。近年来，苏
银产业园持续加大科技引导投入，激发各
类主体创新活力，着力培育“专精特新”

“小巨人”等科技型企业。
“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科创载体在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主阵地作用，加强
实验室、创新中心、公共服务平台等创新
平台的布局建设，灵活开展与高校、科研
机构的合作，落实落细各项科技、人才政
策，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
撑。”苏银产业园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
任马伟表示。

当前，苏银产业园瞄准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聚焦新型储能
材料、新能源装备、新一代医疗健康、数字
经济（算力服务）四个领域和产业链细分
环节，通过精准招商引商、加快项目建设、
支持企业创新、畅通内部循环、盘活闲置
资产、数字赋能升级、优化服务保障等有
效措施，积极引进落地一批含金量、含新
量、含绿量高的项目。

“通过深入对接华晨新能源、德创钠
电池等优质项目，着力引进一批具有龙头
引领和造血强链功能的上下游重点产业
项目。加快布局钠离子、全钒液流储能电
池、钙钛矿电池等新赛道，持续强化项目
谋划、储备、建设滚动接续，不断完善‘三
新’现代产业体系和产业生态，为打造‘两
都五基地’作出‘苏银贡献’。”马伟表示。

前不久，石嘴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石嘴山市新宇兰山电碳有限公司的“大功
率散热系统用高纯石墨精密模具产业化”

项目，入选自治区科技厅 2023 年自治区
重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第三批）拟立项
项目清单。该项目技术可有效提高石墨
加工件精度和铝碳化硅、多晶硅的产品质
量，填补我区相关领域技术空白。

近年来，石嘴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加快推动制造业迭代
升级，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目前，石嘴
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新”产业增加
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 60%，新材料增加值
占比 75%，装备制造企业增加值占比
11%；通过降低新建、扩建规模，压缩产
能，提升技改水平等措施，涉煤企业比重
逐年降低。

“石嘴山高新区聚力科技创新提质
量，通过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不断延长产
业链条，全力培育产业集群，形成以新型
材料、先进装备制造为主导，特色轻工协
同发展的新型产业体系，推动更多适用性

好、创新性强、成熟度高、技术水平处于行
业领先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开花结
果’。”石嘴山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以强有力的“人才引擎”推进自治区
新型工业化建设。

“近年来，宁夏中小企业协会发挥好
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引领企业转
型升级，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和多方服务。”宁夏中小企业协会秘书长
朱燚介绍，协会将和银川科技学院联合成
立新能源产业研究院，重点培养工业化的
人才输出和人员培训，推动制造业企业和
高校院所协同育人，建设高素质的工业和
信息化人才队伍。

我区正聚力科技创新赋能，通过搭建
更多产学研用创新平台，吸引培养更多科
技创新人才，以节能降碳推动绿色发展，
加快推进具有中国特色、宁夏特点的新型
工业化建设。

高端之脑 绿色之身 创新之心
——我区以科技创新驱动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何耐江

“全区新型工
业化推进大会的
召开，为企业发展
注入了新思维，增
强了转型发展的
信心。”11月17日，
雪川农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腾庆东说，
此次会议立足“专
而强、优而精、新
而特”的特点需求
来谋划和推进宁
夏新型工业化发
展，为公司以创新
提质、以产业强
基，助力马铃薯产
业现代化发展坚
定了信心。

雪川宁夏公
司是雪川农业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
瞄准宁夏固原市
优质的马铃薯资
源，雪川农业集团
投资实施马铃薯
全产业链建设项

目，不仅有超过 5万亩的自有种植基
地，还有亚洲最大的单体马铃薯加工
工厂。目前，项目已完成一期投资
10.6 亿元，引进现代化、智能化马铃
薯冷冻产品生产线，年加工出口冷冻
马铃薯制品20万吨。

从埋在土里的“丰年菜、荒年
粮”，到走向海外市场的高端薯制品，
腾庆东介绍，“土豆豆”变身“金豆
豆”，离不开公司坚持产业链与创新
链协同推进，在“双链”深度融合中落
子布局。雪川以马铃薯种业为核心，
以现代农业服务为延伸，以食品加工
为龙头，创建“育、繁、推、储、加、销”
全产业链体系。公司围绕产业链不
断加大投入力度，通过研、种、产、销
带动马铃薯产业增产增效，推动宁夏
马铃薯产业由“小特产”向“大产业”
发展。

“我们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
引领企业转型升级。”腾庆东表示，将
瞄准“高精尖”、聚焦智能化，节能降
碳向“绿”而行，推动企业不断向高端
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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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微生
物发酵、蒸馏脱水、
蛋白分离……经过
一系列自动化工序，
工业尾气就变成了
宝。”近日，走进宁夏
滨泽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中控室，中控
员在大屏幕前远程
操控工业尾气发酵
装置。每天有约 100
万立方米的工业尾
气被回收并输送到
这里，最终产出 150
吨燃料乙醇、14吨乙
醇梭菌蛋白等高附
加值产品。

“公司将含一氧
化碳、二氧化碳、氢
气的工业尾气通过
领先的气体生物合
成技术，直接生产燃
料乙醇、乙醇梭菌蛋
白 等 高 附 加 值 产
品。该技术可以有
效促进冶金行业绿
色转型、低碳发展，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宁夏滨泽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贾伟说。

走进该公司年产 6万吨工业尾气生
物发酵法制燃料乙醇项目现场，预处理发
酵联合生产装置区、蒸馏脱水工段、尾气
处理工段等主要设备装置已拔地而起。

据了解，该项目产生的经济价值是
燃烧发电的 3 至 4 倍，能源利用效率是
燃烧发电的 1.5至 2倍，颗粒物和氮氧化
物减排达 67%，生产过程中可实现二氧
化碳一次减排约 33%以上，汽油添加燃
料乙醇后，二氧化碳能够再次减排 30%
至 35%，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可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约15万吨。

“现在我们把一氧化碳变成燃料乙
醇，再往产业链下游发展，还可以生产
航空煤油，甚至矿泉水瓶等，助推能源
结构向‘低碳化’转型。”贾伟表示，同
时，宁夏滨泽新能源将在CCUS（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赛道上保持引领地位，通
过加大科技创新，结合绿电绿氢等新兴
技术和产业，更好地实现二氧化碳捕
集，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助推新型
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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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贝利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资料图片）

嘉盛德（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泰和新材宁东产业园。 本版图片均本报记者 何耐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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