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王亚东）2月

17日，桂林市七星区召开2023年全区工

业大会，邀请各企业、金融机构和高校代

表共商经济发展大计，以提高工业经济

增长质量和效益，全力拼经济，力促“开

门红”。这次会议还对 2022年度辖区强

优企业、上台阶进步企业、培育上规模企

业、优秀纳税企业、荣获国家级荣誉企

业、优秀企业家等获奖单位和个人进行

表彰奖励，合计奖励金额400多万元。

2022年，桂林市七星区产业振兴取

得了新成效。该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227.03亿元，同比增长6.9%；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 46.32 亿元，同比增长

1.5%；工业固定投资18.6亿元，同比增长

23.25%；新上规模以上企业 7家、工业技

改投入 6.13亿元，新引进计划投资 5000
万元以上工业项目 17个、新引进计划投

资亿元以上工业项目12个，均超额完成

了全年目标任务。此外，桂林橡胶设计

院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唯一获评第二

十三届中国专利金奖企业；2 家企业获

评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占广西 2/3；
4家企业被新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今年，桂林市七星区将继续发挥好

桂林工业振兴主阵地、主力军作用，力争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7%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以上，新

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7 家以上；做大做

强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三

大优势产业，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区域科技创

新高地。

桂林市七星区将出台《2023-2028年

工业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完善工业企业

扶持奖励政策，落实用于鼓励支持工业企

业发展和技术改造的产业扶持资金2000
万元以上，通过支持专精特新、单项冠

军、瞪羚等企业发展，提升三大主导产业

创新能力。

未来，桂林市七星区将全力打造世

界级旅游城市“新窗口”，实施七大产业

园攻坚计划，以国际线缆等为龙头，打造

产值超 120亿元的现代装备制造产业集

群；以南药等为龙头，打造产值超 50 亿

元的现代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以智神等

为代表，打造产值超 50亿元的现代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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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口高新区积极探索“飞

地”经济合作模式，在海南省内与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联手打造海

南自贸港首个“飞地经济合作示范园

区”；在海南省际则与武汉东湖高新集

团、广州高新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等多方开展合作，通

过整合各方资源优势互补，从而助推全

产业链发展。

省内共建
“飞地经济合作示范园区”

“乐城引进+海口生产”能为企业带

来什么？“方便、快速。”先声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先声再明医药

有限公司副总裁龚锦杰深有感触。

“按照传统的上市流程，化疗骨髓

保护创新药科赛拉（注射用盐酸曲拉

西利）的引进至少需要 3 年时间。”龚

锦杰表示，通过乐城真实世界研究试

点工作，该药品获批上市仅用了 13 个

月，商业化进程缩短了一年半以上，今

年上半年力争在海口高新区实现本地

化生产。

与龚锦杰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海

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曾

胜。去年，苏生生物在乐城完成了首

例骨再生替代物手术。借助乐城“急

需进口使用”政策优势，该企业可在乐

城开展临床急需使用和真实世界研

究，并开展首台手术。“我们希望能将

这种新材料落户到海口高新区进行生

产。”曾胜说。

两个区域之间的联动是如何实现

的？海口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马跃

说，海南省药监局、乐城管理局、海口

高新区管委会建立三方联动工作机

制，乐城先行区与海口高新区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合作共建“飞地经济合作

示范园区”，形成“前区后厂”格局。

“乐城有引进优势，海口高新区有

生产制造优势，两个区域形成互补，进

一步完善了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马

跃表示，通过该模式，一方面可以鼓励

医药企业通过乐城转移国外创新药品

种在海南加工制造，另一方面也鼓励

当地本土企业利用乐城政策引进国外

创新药品种。

今年 1 月，新兴际华—海口—乐

城三方共同成立新兴际华创新药械

（海南）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该平台帮

助企业发掘更多国外创新药品种，通

过乐城引进，计划 5年完成 5个国外创

新药大品种落地海口，实现至少新增50
亿-100亿元的产值目标。

省际“飞地”项目加快推进

不同于省内“飞地”作为海南自贸

港重点园区、省级园区和市县级园区

“转出地”或“转入地”，省际“飞地”鼓励

海南省园区引进外省优势资源和产业，

共建200亩以上产业园区。

从省内到省际，从生物医药产业到

高新技术、智能制造产业，海口高新区

“飞地”经济不断加速发展。

2月 16日，位于海口美安生态科技

新城的生物医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项

目施工现场，已对外开放的项目招商中

心正在展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生物医

药发展成果。

该项目是由武汉东湖高新集团和

海口高新区合作打造的海南自贸港首

个 省 际“ 飞 地 ”项 目 ，通 过 企 业 、资

金、人才的整体导入，将推动武汉东

湖高新集团与海口高新区政策联动、

功能互补、优势叠加，促进医疗器械

及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是专门做产业

运营的公司，在重庆、杭州、粤港澳大湾

区都有布局。”东湖高新海南公司总经

理郑玉华说，该集团之所以落户海口高

新区，一方面是受海南自贸港政策吸

引，集团许多出口型和进口型企业有政

策需求；同时也是因为海口高新区药谷

工业园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一定的产

业基础。

郑玉华说，除了生物医药产业，下

一步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还计划与海口

高新区在智能制造产业等方面形成“飞

地”合作。

此外，海口高新区与广州高新区合

作建设穗琼高新产业合作区等省际“飞

地”项目也在顺利推进。

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如何进一步通过“飞地”经济激发发

展动能？“‘飞地’经济的核心就是对不同

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政策优势进行统筹调

配，从而完善产业链。”马跃认为，在“飞地”

经济发展上要不断强链补链延链。

在省内“飞地”发展上，海口高新区

计划进一步加强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与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洋浦经济开发区一同

发挥各自优势，进行产业链上的互补，把

“飞地”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海口经济圈的

角度看，海口高新区将与屯昌、定安等市县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利用相关市县的种质

资源、土地资源共同发展医药产业。

在省际“飞地”发展上，海口高新区

将推动与上海临港新片区、广州高新区

的合作走深走实，做到有“轻”有“重”。

“轻资产就是合作招商、合作规划，重资

产就是合作开发园区。我们希望有更

多类似武汉东湖高新集团的项目通过

‘飞地’模式落地海南。”马跃说。

海口高新区还计划走出去建立业

务平台。马跃说，“当前我们已经着手

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准备工作，但是在

此过程中需要更大的突破和创新，需要

多部门参与协调。”

马跃表示，发展“飞地”园区不能只

是单纯为了建设，而应该从产业链的角度

考量。此外，在“飞地”园区的考核指标方

面，也应该实现重点园区统筹化考核。

海口高新区海口高新区：：““飞地飞地””经济有声有色经济有声有色
▶ 郭萃

桂林七星区桂林七星区
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本报讯 （胡乌达木 特约通讯

员 赵小丽）为深入实施黄河重大国

家战略，阿拉善高新区着眼于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积极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实施

技术改造，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在内蒙古泰兴泰丰化工有限公

司水处理 5 万吨靛蓝智能化升级改

造节水项目现场，工人正在对节水

设备进行巡检，中控室内工作人员

正在专心致志进行水指标分析检测。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2.2亿元，2022
年6月建成投用。截至目前，该项目已

全部实现污水零排放，每年可节水150
万吨，为企业长远发展起到了降本

增效的目的。

泰兴泰丰副总经理刘文献介绍

说：“目前该项目实现了污水零排

放，在靛蓝行业、染料行业以及化工

行业都树立了很好的标杆和示范作

用。原来每天排放污水达到4500吨，

现在我们一吨污水都不向外排放，为

阿拉善高新区的污水处理解决了难

题，为全盟节水指标也腾出了相应

的空间，具有很好的积极意义。”

保护黄河是高质量发展路上的

“试金石”，阿拉善高新区强化污染治

理及生态修复，累计建成4万吨/日污

水处理及再生水处理能力，再生水产

水率可达80%以上，再生水可100%回

用于工业生产。着眼于服务和融入

黄河重大国家战略，阿拉善高新区坚

持绿色发展、创新发展，抓住新旧动

能转换“牛鼻子”，增强高质量发展原

动力。

在阿拉善盟金圳冶炼有限责任

公司 4×12500kvA硅铁矿热炉升级改

造建设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最

后的收尾工作。中控室内大家围坐

在一起进行设备系统培训，为项目早

日投用做足准备。

金圳冶炼董事长郝忠民表示，该

公司根据国家政策和阿拉善高新区

管委会节能减排的要求，去年拆除 4
台旧炉子，从去年 5月开始建设新炉

子，建成后非常有利于节能降碳减

排，新的产能是 3.2 万吨。“新炉子建

成后，电耗能降低。国家标准是8050

度，我们这个可以降到 7900度以下。

另外，新炉子的总能耗也降了，标煤

总降3.8万吨。”

据了解，该项目的建设投运，可

将生产过程中余热回收利用。余热

通过蒸汽锅炉，每年能够为阿拉善高

新区企业提供16万吨蒸汽，可以实现

直接经济效益3000多万元，同时还通

过气溶机每年发电2000多万度，仅此

一项就可以节省标准煤1.6万吨。

随着沪蒙焦化一期、庆华焦炉改

造等39个项目的节能审查手续获批，

和庆华 200 万吨 4.3 米焦炉、中盐 64
万吨电石、金圳矿热炉等项目的节能

技改，阿拉善高新区淘汰落后产能和

节能技术改造持续推进，低碳绿色发

展格局已逐步构建。目前，阿拉善高

新区绿色工厂达到6家，其中国家级2
家，内蒙古自治区级4家。

下一步，阿拉善高新区将继续围

绕煤化工、盐化工、精细化工等优势

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大力实施

延链、补链、强链项目，按照“横向耦

合、纵向延伸、循环链接”原则，实现

全产业链低碳循环发展。

阿拉善高新区阿拉善高新区：：打好绿色发展打好绿色发展““组合拳组合拳””

本报讯 在2月15日召开的南阳

高新区2023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南

阳高新区对卧龙防爆、翊轩光电、天

力电气等 2022 年度科技创新企业进

行表彰，共发放奖励资金1000万元。

近年来，南阳高新区以争创国家

高新区50强为目标，围绕建成创新驱

动发展示范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定位，认真贯彻落实南阳市委、市政

府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按照

又“高”又“新”的要求，大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聚创新要素，培育产业集群，完善创

新生态，优化营商环境，为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坚强支撑。

一大批科技型企业充分发挥创新主体

作用，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产学研

合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较好地促

进了南阳高新区科技进步和高质量

发展。

2022年，南阳高新区全年备案入

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201 家，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 26家，总量达到 80家；

获批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家、

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家、河南

省创新龙头企业 2家、河南省科技瞪

羚企业 1家；新认定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 1家、河南省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 1家；新认定河南省级创新联合体

和中试基地各 1家；新认定河南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家、河南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 3家，新认定南阳市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

技术中心、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等创新

平台18家，研发机构总数达到169家，

创新平台总数达到 200 家；获批河南

省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研发专项各 1
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2项；

全年获国家、河南省、南阳市扶持资

金支持9000多万元。 樊佳

常州高新区：

总投资508亿元项目签约开工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于秋瑾）

2月 17日，秦创原人工智能前沿科技

成果发布会暨重点成果转化签约仪

式系列活动在西安高新区举办。活

动现场图灵交叉信息科学研究中心

正式揭牌，9 个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转

化与产业化项目签约，并发布了首款

国产 AI 芯片“启明 930”等人工智能

前沿科研成果。

据介绍，此次设立的图灵交叉信

息科学研究中心，将通过搭建校企

合作平台携手从海内外招揽科技人

才，推动当地产学研深度融合，在为

企业提供学术支撑及人才储备的同

时，促进学校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实

现双赢。

在活动现场签约的9个人工智能

创新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项目中，交叉

核心院与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研究

院和华润集团签订了成果转化合作

协议，3方将基于“数据定价与数据资

产图谱技术和模型治理技术”实现科

技成果转化。这些人工智能创新成

果转化与产业化项目的签约，将共同

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为区域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现场还发布了4项人工智能前沿

科研成果，分别为数据定价与数字资

产图谱及模型治理与算法监管技术、

自动驾驶仿真平台、基于Chiplet技术

的首款国产AI芯片“启明 930”产品，

以及芯粒互联标准与车规级芯粒互

联标准。据了解，由北极雄芯发布的

首款基于 Chiplet 异构集成的智能处

理芯片“启明 930”，其中央控制芯粒

采用 RISC-V CPU 核心，同时可通

过高速接口搭载多个功能型芯粒，

基于全国产基板材料以及 2.5D 封

装，做到算力可拓展，可用于 AI 推

理、隐私计算、工业智能等不同场

景，目前已在与多家 AI 下游场景合

作伙伴进行测试。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西安高新区西安高新区

西安高新区：

人工智能产业展现创新硬实力

本报讯 逢春起势正当时。2月

18日，常州高新区举行2023年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集中签约暨比亚迪新能

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园项目奠基

仪式。

此次集中签约32个项目，总投资

227亿元。其中“两特三新一智能”优

质产业项目16个，总投资184亿元，包

含总投资 60 亿元的高倍率锂离子电

芯研发制造项目、总投资50亿元的新

能源智能移动出行设备项目以及其

他6个总投资超10亿元或1亿美元的

重大产业项目；现代服务业项目8个，

总投资38亿元；科技人才项目8个，总

投资5亿元。

35 个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总投

资 281 亿元，2023 年计划投资 107 亿

元。其中包含2个江苏省重大项目，5
个常州市重点项目，28个常州高新区

重点项目。35 个项目中，32 个为“两

特三新一智能”领域的工业项目，3个

现代服务业项目。这批项目开工后，

常州高新区一季度新建产业项目开

工率将达 46.1%，为常州新能源之都

建设增添怡人春色。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

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达产后

将形成年产 30 万套高端智能核心零

部件的规模，全面提升常州市、江苏

省乃至长三角地区新能源乘用车产

业链，依托常州地区汽车产业链优势

资源，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产生

协同、辐射效应，为新能源之都建设

再添动能。据悉，过去一年，比亚迪

常州乘用车基地实现了投产和快速

提产，生产新能源汽车 18万台，解决

就业超过 1万人，成为常州最快速跨

入百亿元级俱乐部的工业企业。

未来，常州高新区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与时俱进、乘势而上，聚力打

造长三角地区产业高地，量质齐升招

引项目、快马加鞭建设项目、高效便

捷服务项目，切实把“项目优势”转化

为“发展胜势”，为常州市建设新能源

之都、奋力冲刺GDP万亿之城作出更

大贡献。 吴燕翎 陈莘子

南阳高新区：

重奖科技创新企业1000万元

近期，集科普、示范、娱乐于一体的济宁高新区“学习强国”线下科普基地成立。该基地由济宁高新区“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推广使用工作专班和济宁高新区科技馆合作建成。双方将在科技馆开展“强国实验室”“强国小课堂”“强国小剧场”

等主题活动，在科技馆外部形成15分钟“强国学习圈”，合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提升青少年科技素质。图为济宁高新区

“学习强国”线下科普基地现场。 魏力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济宁高新区济宁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