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蔡拥军 郭 翔 张博群

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

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

号”，在科技赋能下，作为老工业

基地的辽宁省大连市正在积极

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努

力推进工业从制造向“智造”、从

“黑笨粗”向“高精尖”转变，点燃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老字号”焕发新生机

大连橡胶塑料机械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里，一套年产35

万吨聚乙烯的大型混炼挤压造

粒机组正在加紧调试。这套打

破国外垄断的石化领域关键技

术装备，为这家有着百年历史

的传统装备制造企业注入了新

活力。

该公司副总经理贾朝阳说，

在成功破解大型挤压造粒机组

技术难题后，订单纷至沓来，合

同订单金额成倍增长。

从4兆瓦级风机主轴轴承

到LNG双燃料超大型油船，从

锻焊加氢反应器到335吨智能

绿色高效鱼雷车……作为老工

业基地的大连，正加快“老字号”

产业数字赋能，建设一批智能车

间和智能工厂，提升制造业核心

竞争力。

大连市科技局副局长赵宏

志说，大连系统推进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跃

升，2021年组织“卡脖子”和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揭榜挂帅”项

目84个，围绕产业需求“建榜”，

产学研协同“揭榜”，最高给予

1000万元支持。

高科技企业实现新突破

“经过5年的研发，我们的

氢燃料电池在零下40摄氏度可

以实现无辅助加热自启动，150

秒即可达到额定功率。”新源动

力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

刘常福说，这项技术突破拓宽

了氢能源汽车的应用场景。

新源动力联合 3 所高校、

1个科研机构、5家企业，建立了

国内先进的燃料电池产业化平

台，主导产品成功应用于多款汽

车，装车量已逾千辆，累计运行

里程超过1500万公里。

100G激光器成功应用于

5G光模块传输，液流电池储能调

峰电站示范工程投入建设……大

连在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

智能制造、清洁能源等领域创造

出了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有力

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大连充分激发科技创新第

一动力，强化创新主体培育，建

立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实

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倍增计划。2021年，全市高

新技术企业突破3000家，增长

20%以上，雏鹰、瞪羚、独角兽企

业总数1036家，增长40%以上。

科技成果转化带来新增长

在大连雅立峰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全封闭的无菌生产线上，一

支支流感疫苗正在灌装中。据该

公司总经理张玉慧介绍，公司与

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

原辅料检测方法开发、蛋白纯化

纯度分析、宿主细胞DNA残留定

量分析检测等工作。

“通过产学研密切合作，最

新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我所用，转

化成企业的生产力，不断提升产

品质量。”张玉慧说。

在大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体系正在逐步完善，技术要素流

动效能不断提升。中国科学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大连转

化的“甲醇制烯烃催化剂合成技

术”完成了新一代DMTO催化

剂工业化生产的成套技术，建立

千吨级新一代示范生产线，年均

销售收入超9亿元。

技术合同成交额是衡量一

个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指

标。2021年，大连登记技术合

同成交额336.2亿元、增长28.5%，

在大连的高校院所科技成果本

地转化率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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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崇礼区富龙滑雪场景色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区域资讯

□ 李凤双 范世辉

□ 郭雅茹 杨 帆 秦 婧

冬奥会脚步越来越近，“雪

国”崇礼为世界贡献一个绿色奥

运的梦想正在成真：赛事核心区

森林覆盖率达80%、“绿电”点

亮奥运场馆、655辆氢燃料车提

供保障、黑色矿产经济转身银色

冰雪产业……

践行绿色办奥，坚持生态优

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近七年

间，河北孜孜以求。

生态：曾经“沙源地”
如今“树成林”

雪花飘落的日子，河北省张

家口市崇礼区霍素太村常是一

片银装素裹。村外树林穿上冬

装，美不胜收。每每遇到这样的

景致，护林员刘廷波就会驻足观

赏一会儿。

在当地政府引导下，2018

年，霍素太村承担了4200亩政

府购买服务的造林项目，这是崇

礼冬奥绿化工程之一。参与植

树的村民每年保质保量植树，后

期还要进行维护确保成活率。

“过去村外有的地方光秃秃

的，刮大风会起沙子，随着冬奥

绿化，树多了，环境也好了。”

刘廷波说。

20世纪60年代前，由于自

然植被差，崇礼大面积裸露土

地成为沙源地，每到春季沙尘

漫天。70年代起，崇礼相继实

施了三北防护林、首都周边绿

化、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级

重点绿化工程，以改变脆弱的

生态环境。

随着北京冬奥会筹办，崇礼

植树造林力度空前。全区累计

投资约34.8亿元，完成各类营

造林工程面积109.23万亩。其

中赛事核心区实施造林绿化面

积 3.08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80%以上。

植树规模史无前例，保护意

识也前所未有。国家冬季两项

中心场馆和基础设施经理陈国

徽说：“2019年，为了保护13棵

树，赛道设计方案一变再变，甚

至因为一棵大树把赛道做了转

弯设计。”

如今，冬奥核心区直径99

米的环岛上，樟子松、白桦、蒙古

栎错落有致。赛道旁，挺立的云

杉、樟子松、白桦树等在白雪映

衬下分外妖娆。郁郁葱葱的景

致，只等冬奥盛会“入画”。

能源：“绿电”点亮场馆
氢能车保障出行

2017年，入职当地供电公

司第二年的崇礼小伙张龙第一

次接触奥运工程，参与高铁规

划区域内电力迁改施工。在他

和同事的努力下，坝上源源不

断的清洁“绿电”点亮了冬奥

场馆。

“坝上地区具有优质风能

和太阳能，是国家规划的9个

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

在拥有多项世界第一的张北

柔性直流工程投运后，奥运史

上首次实现全部场馆绿色电

力全覆盖。”国网冀北电力副

总工程师兼冬奥办主任康健民

说。到冬残奥会结束时，崇礼

冬奥会场馆预计消耗“绿电”

约4亿千瓦时，预计减少标煤

燃烧12.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2万吨。

冬奥会期间，滑雪场造雪和

生态保护都需要大量水源。古

杨树场馆群山地运行场地经理

魏庆华说，他们专门修建了一个

20万吨的蓄水池，用于存储雨

水和地表径流，同时，还选用先

进技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水雪

转化比为11.7。

诸多措施大大减少了地下

水开采。“目前，张家口赛区竞赛

场馆用于人工造雪的非传统水

源用水量占造雪总用水量的比

例不低于50%，用于冲厕的非

传统水源用水量占冲厕总用水

量的比例不低于80%，水资源

管控水平国际领先。”张家口奥

体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工程技术

部副经理孙小溪说。

另外，张家口赛区还将投入

655辆氢能燃料车，为赛事提供

交通及物流保障，每辆车运行1

万公里可减排二氧化碳11.8吨

左右。冬奥会测试赛期间，氢能

大巴车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条

件下平稳运行，稳定性与安全性

经过了考验。

产业：结构“黑”转“绿”
发展走上新道路

今年元旦假期，崇礼各大

雪场人声鼎沸，来自全国各地

的滑雪爱好者穿梭山间雪道，

成为一道靓丽风景线。然而在

过去，崇礼“一矿独大”，矿才是

山间的风景。

筹办冬奥会期间，崇礼贯彻

新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产业结构

转型，冰雪旅游、体育休闲等产

业蓬勃兴起，崇礼也从昔日的贫

困县发展为当今的“雪都”。

“冬奥会申办成功前，崇礼

只有4家滑雪场，如今已发展到

7家，其中4家位列全国十强。”

崇礼区体育局局长田永军说。

近日，崇礼还入选了国家级滑雪

旅游度假地。

在大众滑雪运动蓬勃开展

的同时，国内外滑雪赛事也对崇

礼青睐有加。田永军说，上个雪

季，他们举办了100多项活动，

包括世界杯、世锦赛、远东杯等

国际国内高端赛事。

在辐射带动下，张家口构

建了以冰雪装备研发制造、冰

雪体育运动、冰雪文化旅游等

在内的冰雪产业全链条发展

体系。张家口市商务局副局

长王铁军介绍，张家口建成了

两个规模较大的冰雪装备研

发制造集聚区，吸引了法国

MND、意大利天冰、美国 M3

等知名冰雪装备企业，集冰雪

装备研发、设计、制造、检测于

一体的冰雪装备产业基地初

具规模。

与此同时，张家口还积极

推进大数据、可再生能源、新型

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发展，走出

了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大

数据产业方面，全市现已投入

运营或部分投入运营数据中心

12个，在建数据中心项目7个，

投运服务器100万台，成为国

内大数据产业发展速度最快地

区之一。

本报讯 记者施文郁报道

2021 年，辽宁省大连高新区

数字技术产业整合全球创新

要素加速转型升级，战略性新

兴产业不断壮大规模，招商引

资对支撑投资、稳定增长和优

化投资结构的推动作用凸显，

向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特色产

业集群战略目标迈出坚实步

伐。该区在招商引资、科技攻

关和项目建设三个方面“三箭

齐发”，向奋力开创又“高”又

“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迈出

坚实步伐。

据介绍，大连高新区2021

年完成实际利用外资1.032亿

美元；完成实际到位内资102.3

亿元，占全年指标的102.3%；估

值完成外贸进出口额 66.7 亿

元，同比增长9%，核心指标完

成额领跑全市。引进落地项目

53项，其中，特斯拉、奥林巴斯、

毕马威等世界500强及行业领

军企业项目10项，实现签约项

目 46项，重点谋划推进项目

140项，其中，重点项目61项，

储备项目79项，建立存量招商

企业库428家，招商引资工作开

创了新局面。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以高质量招商为主线，高新

区紧紧围绕“1+6”重点产业方

向，深度布局京津冀、长三角经

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招

商主战场，坚持“项目为王”，实

施“链式导向”招商战略，谋划布

局八大产业领域，深入推进“新

字号”产业转型发展，实现数字

赋能“拉长板”，局部尖端“补短

板”，完成“走出去”“请进来”招

商活动共311次，加速推进了一

批重点项目进展，拓展了一批

优质项目资源，形成招商项目

谋划一批、储备一批、招引一批、

建设一批的良好局面。

大连高新区以重大需求

为引导，从 2021 年初开始，

在全市首批揭榜挂帅科技攻

关项目中，高新区独占11个，

其中“卡脖子”技术攻关项目2

个，关键核心技术项目 9 个，

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清洁

能源、智能制造、海洋装备、

生命健康、绿色技术等6大领

域。据悉，在首批公布的6个

“卡脖子”技术攻关项目中，

高新区承担两个项目。其

中，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承担的“车用燃料电池电堆

及关键部件的开发与验证”

项目，是清洁能源发展大趋

势下的重要课题。

2021年，大连高新区开复

工总投资 500 万元以上项目

143个，其中续建项目88个，新

开工项目 55 个。涵盖 5G 技

术、智慧交通、数字技术、智能

制造、航天航空、新材料、民生

需求等多个领域。项目总投资

57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97亿

元，实际完成投资102.7亿元，

全年预计完成投资112亿元，

同比增长约12%。

本报讯 李丹玲 记者

范纪安报道 近年来，河南省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创

新探索绿色发展模式，持续深

入推进区域全面低碳化，绿色

低碳转型取得积极成效。日

前，郑州经开区“十三五”能源

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及煤

炭消费减量替代专项考核工

作获“优秀”等级，并受到郑州

市节能降耗办通报表彰。

能源产出效率持续提

升。2020年，郑州经开区全社

会能耗总量为41.9万吨标煤，

占全市的1.76%；单位能耗强

度为0.037万吨/亿元，不到全

市平均能耗强度的1/5，是全

市能耗强度最优的工业产业

集聚区。

能源结构不断优化。郑

州经开区积极推进7个安置

区清洁取暖示范工程，供热面

积达257万平方米。推动海

尔创新产业园等10个分布式

光伏项目建设，安装功率约

33兆瓦，年发电量约3000万

度，提升区域清洁能源使用率

和装机功率。新增充电桩

234 个，引入社会投资资金

2.82亿元，构建电动汽车服务

生态圈。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郑

州经开区建立“两高”项目联

合审查机制，指导重点用能企

业编制节能降碳改造三年行

动计划，提高能耗利用效率。

开发区内上汽乘用车、钻石精

密等多家企业获批国家或省

级绿色工厂。

产业协同循环利用。郑州

经开水务发展有限公司生态水

示范项目和水质检测中心建

成投用，每天提供1万立方米

的生态用水，用于道路浇洒、

绿化及生态河道补水。通过

经开智慧水务“一张图”、检测

中心“一张表”，全面提升水务

管理能效，促进区域节能减排。

本报讯 近20年来，内

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

持续投入资金对中蒙界河哈

拉哈河进行生态综合治理，流

域内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600万亩，哈拉哈河原有风貌

逐步恢复。

此前，由于环保意识淡

薄，哈拉哈河水土流失、岸线

破坏、水量减少等生态环境问

题逐步凸显。为了保护好这

一方秀水，阿尔山市人民政府

争取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

资金近8亿元，累计投入生态

建设资金10亿元，对哈拉哈

河展开水源涵养等生态综合

治理工作。

据介绍，2002年阿尔山

市开始实施禁牧退耕，2012

年全面实施禁伐，流域内实

施天然林保护工程 600 万

亩，实施公益林管护、封山育

林、植树造林85万亩，水土流

失治理10万亩。阿尔山市森

林覆盖率由2002年的71.3%

提高到目前的81.2％，水源涵

养能力稳步提升，河湖面积

逐步增加。

据了解，“十三五”期

间，哈拉哈河流域内污染型

工业企业全部退出，城镇生

活污水全部实现达标排放，

全流域禁止河道采挖砂，河

长制办公室“清四乱”行动全

面执行。经过不懈努力，哈拉

哈河水质已连续14年保持优

良，近5年稳定达到Ⅱ类，哲

罗鱼洄游稳定。历史受损湿

地和河道岸线得到了较好恢

复，全流域长期保持“有河有

水，有鱼有草”。

（王 靖）

本报讯 黄玉龙 高艺

记者吴承坤报道 由保尔森基

金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

2021年“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

日前揭晓。由贵州省铜仁市发

展改革委主推的“贵州省铜仁

市印江自治县石漠化综合治理

工程”从全国26个省份的135

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

自然守护类别年度大奖——

“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

据了解，“保尔森可持续

发展奖”每年颁发一次，对在

我国境内推行的创新、可复

制、具有经济和环境双重效

益的市场解决方案进行表彰

和奖励，以应对我国乃至全

球最紧迫的环境和气候挑

战。2021年，全国申报的项

目不仅涵盖了低碳减排、清

洁能源、绿色制造和数字化

转型、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

化、可持续农业以及绿色金

融等相关领域，还涌现出以

创新模式和机制保护生物多

样性、修复自然生态系统的

有益实践。

印江自治县石漠化综合

治理工程是铜仁市推行石漠

化治理的一个缩影。工程立

足印江自治县喀斯特地貌、解

决石漠化治理长效机制，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生态理念，创建石漠化

治理示范点，探索出一种“治

石+治贫”的发展新模式。该

项目工程围绕“山上茶园、山

腰果园、山麓菜园、山下菌园”

的产业布局，通过实施“石缝

培土、坡土改方”“培土增地”

“种绿护绿”“基础配套”等石

漠化治理工程，大力发展特色

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柑橘、柚

子、桃、李等绿色产业，村民们

用勤劳的双手硬是从石头缝

里种出千亩连片果林。昔日

的“石头山”变成了遍植果树

的“花果山”，既保护青山绿水

又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据了解，近年来，铜仁市

发展改革委把石漠化综合治

理的途径、措施及技术示范同

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相结

合，走生态农业或混农林业的

新型经济发展道路，形成了多

目标、多层次、多功能、高效益

的综合治理模式。2021年投

入6589万元进行石漠化综合

治理，共治理27条小流域，涉

及6个县，共完成岩溶治理面

积229平方公里，占任务数的

100%；完成治理石漠化面积

85平方公里，超过任务数2平

方公里。

通过石漠化综合治理工

程的实施，项目辐射区农业生

产基础条件和生态环境得到

明显改善，提高了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增强了农业发展后

劲，为推进铜仁市美丽乡村建

设奠定了基础，加快了铜仁市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

白色“雪国”的绿色实践
——河北倾力为冬奥会打下美丽中国底色

印江获自然守护类别年度大奖

郑州经开区推进区域全面低碳化

中蒙界河哈拉哈河恢复原有风貌

大连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大连高新区加速转型升级锚定又“高”又“新”

十大提名项目证书（印江）

黄玉龙 高 艺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