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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高新区先进制造业异峰突起南昌高新区先进制造业异峰突起

▶▶ 杨柳 黎贵波 夏慧慧 乔凤梅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大学生就业

实训基地建设，深化校企融合发展，

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近日，长春高

新区举行大学生实训基地建设现场

交流会暨长春市大学生就业实训基

地授牌仪式，15家企业获评长春市大

学生就业实训基地。

活动中，长春市人才服务中心、

长春市人才服务局、长春新区人社

局、长春高新区管委会代表，共同为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等 15 家企业授牌。吉林修正药业新

药开发有限公司等 3 家实训基地代

表，就实训基地建设经验、主要做法

进行分享，延边大学工学院等 3所高

校代表，针对大学生实习实训、就业

等情况进行交流。与会代表围绕大

学生实训基地下一步建设进行了深

入研讨，共谋发展、共话未来。

长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翟彦

波表示，一直以来，长春高新区紧紧

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坚持实业

立区、科技强区、人才兴区，持续发挥

引才聚智效应，着力培育产才融合新

力量，为长春新区乃至长春市、吉林

省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和智力支撑。长春高新区紧紧围绕构

建高质量大学生就业实训基地，鼓励支

持优秀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不断加大

政校企合作力度，积极搭建高校和企业

在招才引智方面的交流合作平台，推动

校企联合开展大学生科研实践、就业

实习等活动，促成百余家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紧密合作，推动人才培

养和产业发展需求供给侧紧密对接，

真正让人才在长春高新区“创业有平

台、创新有支持、就业有保障、生活有

温度、发展有预期”。 樊晨

本报讯 今年以来，包头稀土高

新区坚决扛起建设“两个稀土基地”

主战场责任，坚持“两新”导向，强化

“有解”思维，紧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一

“牛鼻子”，聚焦新增、抓实、干成，全

力以赴培育新增量、打造新动能，加

快建设以稀土为主导优势产业的全

国一流的国家高新区。

2024年，包头稀土高新区计划实

施重大项目 71个，总投资额 573.84亿

元，当年计划投资 318.3亿元。其中，

产业类项目61个，新开工亿元以上产

业类重大项目42个；新开工战略性新

兴产业重大项目32个，数量较2023年

增长14.3%。

聚焦主业，全力以赴。2024年，包

头稀土高新区计划实施稀土产业项目

34个，其中新开工亿元以上稀土产业重

大项目25个，同比增长56.25%。

按照“一年铺开、两年出形象、三

年见实效”的要求，包头稀土高新区

正举全区之力建设稀土永磁电机产

业园，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已全面

复工。重庆驱创年产 300 台/套大扭

矩永磁同步直驱电机项目、江苏大中

智能化电机生产线项目、浙江中车尚

驰年产 10 万台新能源永磁驱动系统

北方基地项目已开工建设。全国永

磁电机行业头部企业卧龙控股集团

项目成功签约，建设包头稀土永磁电

机项目，力争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

产，成为建设“两个稀土基地”的标志

性示范引领项目。

今年，包头稀土高新区积极组织

开展稀土永磁电机产业招商“百日攻

坚”行动，接续开展招商引资“2024早

春行动”，现已走访对接904家稀土永

磁电机企业，其中企业来包实地考察

276 余次，17 家已签订合作协议。到

年底力争引进实施稀土永磁电机项

目30个以上，稀土新材料项目15个以

上。 张海芳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高健）近日，

中共榆林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办公室公布 2023 年度榆林市优秀改

革典型案例评选结果。其中，榆林

高新区管委会推荐的“榆林高新区

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潜力”成功上

榜并获二等奖。

据了解，此次入选的“榆林高新

区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潜力”案

例，主要内容是榆林高新区对标国家

高新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职

责使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扎实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攻坚，狠

抓科技政策扎实落地，切实增强科技

创新和应急应变能力，助力经济增

长，走出了一条科技强、人才优、产业

旺的发展道路，实现了科技创新工作

从“火种”到“火炬”的嬗变。

该改革案例主要体现了近年来

榆林高新区通过科技体制改革，以惠

政策、优服务、强孵化“三力”齐发打

造全流程、宽领域创新创业生态；协

同政产学研四方力量，建设“百舸争

流”式创新平台；打造政策引才、平台

聚才、环境留才、产业用才、教育育

才的“五+”人才引育模式；一面连接

研发，一面连接产业，促进科技和产

业双向贯通，深化“落地成金”式成果

转化路径，高新区在探索一条具有高

新特色的创新发展新路径。

接下来，榆林高新区将积极互学

互鉴，坚持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入手，

大胆试、积极改、勇敢闯，努力探索更

多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改革典

型，为谱写榆林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做出更多改革创新贡献。

榆林高新区：

获榆林市优秀改革典型案例二等奖获榆林市优秀改革典型案例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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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制造业劲旅，南昌高新区

为何能在新时代打破发展“梗阻”，适应

产业变革趋势创造新的制造业经济增

长极？南昌高新区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

以产业链关键环节及引领性项目突破，助

力产业集群快速发展。

龙头昂起
奔赴数字经济时代

2023 年，南昌市提出“坚持制造业

立市”不动摇。作为南昌市经济社会发

展主阵地，南昌高新区积极响应——打

造全新的“先进制造业之城”。

建设先进制造业之城，南昌高新区

拥有顶尖的头部企业和一流的产业生

态。

AGV智能机器人在轨道上来回搬

运制作芯片的物料，智能化设备有条不

紊地生产着 LED半导体芯片……江西

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片

繁忙。

2019年投产的这家企业，在第二年

就实现产值8.73亿元，第三年实现产值

24.2亿元。“2023年，全新的自动化生产

线达产，预计2024年主营业务收入可突

破 50亿元。”江西兆驰半导体有限公司

总裁办经理王蓉说。

由传统照明拓展到半导体照明领

域，再到电视背光、Mini LED 背光、车

载照明、RGB显示等高端产品领域，基

于GaN LED业务的兆驰半导体已成为

全球单体厂房产能规模最大的芯片供

应商。

就像兆驰半导体与兆驰晶显一样，

选择入驻南昌高新区的电子信息企业

还有很多。

作为江西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

“主战场”，2023年，南昌高新区聚焦移

动智能终端、光电、芯片制造等重点领

域，全力构建以移动智能终端、LED为

主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形成了完善的

产业链条，推动电子信息产业从“小而

弱”跃升至“大而强”。2023年，南昌高

新区ODM出货量占全球出货总量的比

例增至 28%-30%，营业收入突破 1530
亿元，同比增长6.0%。

群雄并起
科研优势厚积薄发

近年来，南昌高新区不断巩固先发

优势，以创新开辟产业蓝海，一手抓硬

件制造，一手抓软件开发，整体实力跃

居国家高新区第一方阵。

一个航空铸件的切割件放入三维

工业CT成像系统中，通过X射线照射

后再用 AI 算法进行数据成像，几分钟

即可清晰判断该切割件质量是否达标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西研究院

先进工业CT检测实验室，技术人员正

在进行检测。

在南昌高新区，就如北航江西研究

院一样的新型研发机构正在把许多硬

核科技嵌入产业创新生态中。“依托本

地资源优势，孵化科创项目；紧扣实际

需求，为企业解决研发难题。”南昌高新

区科经局副局长李敏说，通过构建产学

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机制，推动知识成

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为产业发展提

供澎湃动力。

落户南昌高新区 4年后，中科水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出一份亮眼的成

绩单：成功研发 6款智慧水文产品、3款

涉水芯片和模组，申请专利 21 项；7 款

涉水行业传感设备性能与全球最新同

类产品不相上下。

发力新动能、挺进新赛道，新型显

示、装备制造、新型储能等加快孕育，小

巨人企业加速成长。2023年，南昌高新

区共有798家企业入选国家级科技型中

小企业，217家中小企业被认定为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众志成城
擦亮产业新名片

“在移动智能终端产业领域，南昌

高新区可实现 90%以上的手机一级零

部件、80%以上的手机二级零部件在高

新区的配套及整机生产。”南昌高新区

投资促进局局长孙志云说。

围绕打造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中

心，南昌高新区的先进制造业实力强劲

——华勤技术、龙旗科技、天珑移动在

昌项目占母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达

60%- 76% ；中 微 半 导 体 高 端 大 腔 体

MOCVD设备全球市场占有率超 80%，

全国市场占有率 100%，成为全球最大

的氮化镓基蓝光LED MOCVD设备生

产基地；以晶能光电为代表的硅衬底

LED产业链初具规模，构建安全的国产

供应链体系……

不止电子信息产业，南昌高新区的

汽车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航空装

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速推进，成

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这些年，南昌高新区一直以全产

业链的不断创新持续做好企业的高质

量发展，实现了在全国高新区综合评价

排名‘八连升’。”南昌高新区党工委管

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志恒说，2023年，

南昌高新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
比重达 5.62%，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占比增至 60.7%；新增专利

4000多件，增长40.69%。

2024年，南昌高新区将坚持挖潜存

量 、培 育 增 量 两 手 抓 ，聚 焦 江 西 省

“1269”行动计划和南昌市“8810”行动

计划，以产业链关键环节及引领性项目

的突破助力产业集群快速发展，推动先进

制造业集群加速壮大，力争到2026年实

现如下目标：电子信息、新材料、航空制

造、医药健康等“2+2”重点产业链现代化

水平全面提升，打造移动智能终端、光电、

航空装备、智能装备、先进材料、生物医药

等6个特色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工业营业

收入年均增长10%左右。

今年一季度，东风纳米01、东风日产

探陆、东风御风V9E、第四代360THP发动

机、国内首批新中重型集成电驱桥等一系

列整车及动力新品相继下线，襄阳高新区

汽车产业开局展示了转型发展新气象。

汽车是襄阳高新区第一大支柱产

业。“襄阳高新区靠汽车产业走到今天，

也要靠汽车产业转型升级走向未来。”

襄阳高新区主要负责人表示，该高新区

将抢抓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电动化转

型机遇，强力入局新能源汽车赛道，施

策科技创新引领，加快产品迭代更新，

重塑高新区汽车产业发展新格局。

动力十足抢占赛道

今年 1月 6日，东风纳米 01实现量

产。截至3月底，东风乘用车制造总部襄

阳工厂东风纳米01总计下线9502辆。作

为襄阳市汽车工业主战场，襄阳高新区在

新能源乘用车赛道上崭露头角。

冲压、焊接、涂装、总装下线……4月

10日，东风乘用车制造总部襄阳工厂一

派繁忙。“我身后的这批车就是即将出

口到南美、非洲的安第斯车型。”东风乘

用车制造总部襄阳工厂党总支书记孟

磊说，2024 年东风纳米 01 预计出口

5000辆，力争达到1万辆以上。

近日，东风乘用车销售有限公司纳

米营销事业部总经理陈萌在出席博亚

精工东风纳米 01 团购仪式时表示，后

续将以2-3个月为周期，对东风纳米01
进行改款升级，“实现年 12万辆的国内

产销量，我们充满信心”。

作为我国第二大轻型车制造基地，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发

展不断提速。2023年，东风汽车股份新

能源汽车销量超过 3 万辆，同比增长

66%，行业排名第二位。今年1-3月，东

风新能源汽车实现销售 9148 辆，同比

增长 322.5%，全力挑战年 5万辆新能源

汽车产销目标。

入局新能源，开局谋新高。2月 27
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奋战开门

红 市长话经济”系列新闻发布会，会上襄

阳市政协副主席，襄阳市经信局党组书

记、局长段细柱表示，2024年，襄阳市将突

破性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支持东风纳米

等新能源整车项目达产满产、打造爆款产

品，力争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5万辆。

科技赋能领跑赛道

2023年 8月，湖北德普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与山东大学共同研发的“大功率

动力电池快速充放电测试与控制关键

技术及应用”项目获教育部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这项技术让德普电气高压大功率

电池检测设备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95%，并远销欧美。”德普电气技术总监

黄毅表示，今年一季度，德普电气又相继

承接了3个大项目，订单排到了二季度。

襄阳美利信从5G通信到新能源汽

车的转型，离不开技术创新的引领。襄

阳美利信董事长余亚军表示，2022年，

襄阳美利信的“高强韧高导热压铸铝合

金材料设计及其产品制造工艺与装备

技术”项目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奠定了该企业在相关行业领域的主

导地位。2023年，襄阳美利信的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产品占比超过60%，其中该企

业主导开发的高薄叶片嵌齿工艺、高导热

铝合金材料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科技成为“二次创业”最大推力。

2021年，航宇精工“汽车开闭系统关键

技术及自动化装配线研发与应用”项目

获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2022年，

航宇精工“汽车安全开闭件系统”获评

湖北省“单项冠军产品”；2023年，长鑫

源实业“汽车复杂铸件机器人高效磨抛

关键技术、装备及产业化”项目获湖北

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襄阳汽车智能

化、数字化铸造再昂“龙头”。

新品迭出拓展赛道

近日，东风德纳车桥有限公司国内

首批新中重型集成电驱桥从襄阳工厂

发出，顺利交付客户。

从 2012 年推出第二代新能源产

品到 2021 年完成全系列电驱桥开发，

凭借强大的研发实力，东风德纳新能源

产品迭代惊喜不断。其中，P1301客车

桥成为中国客车车桥升级的新标杆。

今年一季度，东风德纳车桥总成生产

量同比增长15%。其中，客车车桥销量同

比增长65%，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神龙公司襄阳工厂、东风康明斯、襄

阳比亚迪一季度销售同样取得好成绩。

今年 3 月，第四代 360THP 发动机

在神龙汽车襄阳工厂量产下线，装配东

风标致408龘龘车型。

今年一季度，神龙公司襄阳工厂发

动机产量达到 1.428 万台，同比增长

7.2%；变速箱钢件出口量突破 37万件，

增幅达到 28%。动力总成整机出口实

现首发，新能源减速机项目顺利启动。

近日，佛山高新区举行 2024年世界知识产权日活动暨创新灯塔高价值专利成果转

化基地揭牌仪式。据了解，该基地将拓展知识产权协同运营中心综合服务优势，为高价

值专利项目运营落地提供一系列支撑和服务，加速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转化。活动中，一批服务机构签约进驻佛山高新区知识产权协同运营中心。 邓国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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