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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发力新材料，抢跑新赛道
安徽光伏制造业营收排名首次跃居全国第三

□ 何广丙

新年伊始，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

捷报频传，绿色发展又有了更优表

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

洪雅县茶叶种植面积已达30万亩，

年产干茶3.8万吨，年综合产值实现

68.5亿元，比2022年增加8.5亿元。

激活一座城，幸福一代人。在一

片茶叶串联的产业链背后，可以透视

出一个山区县狠抓绿色发展，让“山

窝窝”变“金窝窝”，交出的绿色转型

答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

来，作为“中国十大生态产茶县”，洪

雅县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为抓手，大力发展一杯茶、一树椒

等绿色优势农业，创新探索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模式，不断壮大生态产品价

值供给方式，形成了“茶、竹、椒、乳、

药”五大优势产业，加速构建起“农

业、工业、三产”相互促进、互动循环

的绿色经济体系，在加快建设“两山”

转化示范县、绿色发展先行区迈出铿

锵步伐的同时，探索出破题山区经济

绿色发展、互动循环、高质量发展的

“洪雅密码”。

逐“绿”突围
客商云集大山“小市场”

“今天收了1000多斤春茶，这里

生态好、茶叶品质好，我们已连续10

多年来这里赶集收茶了。”近日，在洪

雅县中山镇茶叶交易市场，来自重庆

市的茶商手捧鲜嫩的春茶赞不绝口。

地处大山深处的“小市场”，何以

引来一线都市的“大客商”？而且还

一盯就上十年？“作为眉山市最大的

茶叶交易市场，中山镇茶叶交易市场

是洪雅名优茶的主要交易场所之一，

历来深受全国各地茶商的青睐。”洪

雅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为探

索山区经济新路子，带领山民增收致

富，洪雅县充分利用“七山二水一分

田”的资源禀赋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产

业、搭建产品交易平台，通过走出去、

引进来等多种方式，推动绿色价值实

现转化，有力激活了山区经济活力。

洪雅县地处大峨眉国际旅游环

线核心区，是成渝双城圈、成都都市

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幅员面积1896平

方公里，耕地19.5万亩，是远近闻名的

生态经济强县。近年来，为探寻绿色

转化路径，该县推动打造了藤椒产业

园、老川茶高山生态茶园等种植基地，

积极推动“瓦屋春雪”等高端老川茶品

牌的塑造，有力提升了绿色发展的产

出经济效益。2023年，该县茶、竹、

椒、乳肉、中药材年综合产值117亿

元，连续五年获评全国茶业百强县。

此外，为深化绿色发展，该县还

向200多万亩森林要效益，充分利用

国有林场森林资源优势高质量打造

森林“粮库”，探索形成了“一竹一茶

一剂药，林鱼林猪林味道”的林下经

济种养模式，为乡村振兴起好示范引

领作用。

如今，该县已成为四川全省唯一

盆周山区整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试点县，入围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创建名单。

向“绿”而兴
为工业经济注入澎湃动力

“推动技改以来，公司共减少使

用燃煤22万吨/年，节约标煤5.75万

吨，不仅用工减少145人，而且产品

优良品率由95.1%提升到99.3%，公

司低碳绿色产品国际竞争力得到进

一步增强。”四川省洪雅青衣江元明

粉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海涛说，公司已

成为全国第一家实现元明粉清洁环

保生产的绿色企业。

播下绿色种子，收获绿色希望。

为激发工业经济澎湃动力，洪雅县紧

跟国家“双碳”目标发力，积极谋划、

靠前指挥，为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

级、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洪雅县经信局有关负责人说，为

推动工业经济蓬勃发展，洪雅发力

“茶、竹、椒、乳肉”和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1+3”特色产

业，率先推行绿色工业“链长制”，建

立了每月招商引资和工业经济例会

等工作机制，有力促进了企业满产达

产实现“开门红”。

此外，为推动绿色工业成型成

势，该县还瞄准高科技企业招引发

力。自2021年道达智能车辆制造公

司进入洪雅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在

立足传统场内车辆市场的基础上，积

极探索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技术，持

续服务于智能环卫、智能执法、智能

物流等多个领域。其产品不仅在国

内市场畅销，还出口到东南亚、中东、

南美等国家和地区。

提升发展能级
持续擦亮旅游名县招牌

“山上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山下

百花盛开，满眼翠绿。”最近一段时间，

一组“一山两景，上下不同”的瓦屋山

实景图片，刷爆巴蜀大地微信朋友圈。

“尽管已是春天，依然能走进冬

天看雪景、堆雪人。”北纬30度赋予

大自然的神秘，为广大游客带来视觉

盛宴的同时，也为洪雅县这片多彩的

土地注入生长动能。

洪雅县有关负责人说，为推动绿

色价值实现转化，今年洪雅将全力推

进“6+N”品牌创建，持续推动柳江玉

屏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瓦屋山创

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力争完成国家

级景观质量评审，持续擦亮旅游名县

招牌。

据介绍，为提升旅游核心服务能

力，该县大力推动智慧旅游、数字旅

游建设，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核心技术，通过接入3000

多个视频监控，对全县A级景区、文

化场所、交通路段进行实时监控，为

游客提供精准的出行参考，进一步提

升游客可知可感的舒适度、体验感。

如今，该县正力促绿色转型，加

速一二三产业互动循环，在新打造瓦

屋山兰溪绝壁栈道、半山画廊等5个

新业态基础上，聚力打通循环堵点，

持续擦亮洪雅绿色发展的金字招

牌，加速构建绿色循环发展的新质

生产力。

□ 廖永华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新材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

要赛道。近年来，湖南娄底坚持向

“新”而行、创“新”而为、求“新”而进，

将建设中部地区“材料谷”作为市“一

号工程”，以产业园区为主阵地主战

场，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取得

突出成效。2023年，娄底市获国务

院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作真

抓实干表彰激励。

政策引领 向“新”而行

娄底市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

2019年入选第一批66个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娄底制定了

《娄底市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

“十四五”发展规划》等一揽子政策，

对新兴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产业定

位进行了全方位部署，明确构建先进

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前沿新材

料、重要原材料“四轮驱动”的产业发

展模式。

2022年12月，湖南省政府印发

《支持娄底市先进材料产业高质量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从省级层面

对娄底“产业布局、创新发展、企业培

育、绿色安全发展、要素保障”等方面

给予支持，为娄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

障。2024年2月1日，《娄底市促进

先进材料产业发展若干规定》正式施

行，坚持特色导向、创新导向，加快推

进先进材料产业集聚、企业培育、创

新发展、要素保障。

汇聚动力 创“新”而为

娄底创新财政资金支持，设立先

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建设专项资金，

加大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奖补力

度。对产业集群内重大项目予以支

持，对新获批国家级、省级、市级研发

平台与创新创业服务平台，以及纳入

国家级研发平台培育对象的企业（单

位），按层级给予奖补。创新“互联

网+公共资源交易+融资服务”模式，

强化金融要素保障。出台《关于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措施》，健全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

近年来，娄底每年投入1000万

元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先进钢

铁材料、先进电子陶瓷、先进复合材

料等优势领域，“揭榜挂帅”攻关重大

科技项目。创新驱动明显提速，“材

料谷”科创中心建设取得实质性进

展，平板显示技术和装备国家工程实

验室娄底分院、娄底半导体显示新材

料产业园科创中心正式挂牌。省级

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增至155个，国家

级平台达到14个，新增高新技术企

业64家。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4家，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74家，单项冠军企业13家，创

历史最佳水平，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汇

聚了强大的创新动力。

着眼未来 求“新”而进

娄底还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材料

产业快速聚集，加快形成以龙头企业

为主体的材料产业集群与区域合理

分布，开创新材料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举行2024年第一批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投产仪式，新开工的超清显示

新材料项目总投资120亿元，计划

2026年竣工，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

销售收入约49.5亿元。新开工的湖

南钛材料产业园项目（一期），更为娄

底“材料谷”建设注入了新生力量。

钛材行业作为支撑尖端科学技术进

步的重要原材料产业，将为娄底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发挥积极作用。

2023年，娄底已集聚“材料谷”

规模以上企业473家。突出硅钢主

攻方向，形成300万吨不同牌号全流

程的硅钢产能，湖南宏旺生产出全省

第一块取向硅钢，填补省内空白。扎

实推进“材料谷”产业项目“500工

程”，单体投资50亿元以上的半导体

新材料、爱派尔等重大产业项目开工

建设，娄底中阳生态电力科技谷正式

开园，湖南宏旺年产96万吨硅钢等

一批百亿级项目顺利投产。10条工

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协同发展，实现营

业收入1900亿元，对全市规模工业

贡献率达到70%。

下一步，娄底将紧紧锚住高质量

发展目标，以打造绿色、低碳、智能、

循环“材料谷”为契机，有效发挥产业

集群的集聚效应和科技外溢效应，进

一步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

科技创新水平，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新赛道上发力抢跑。目前，娄底

已初步形成以钢铁新材、先进陶瓷、

电子信息等为主导的新材料产业集

聚区。计划到2026年，实现产值超

3000亿元，建成1个2000亿级以上、

1个500亿级以上、2个200亿级以上

产业集群，10个100亿级以上企业，

100个10亿级以上项目。

让“山窝窝”变“金窝窝”探寻绿色转型“洪雅密码”
四川眉山洪雅县以生态文明为引领，推动生态保护上山、绿色转化下山，

聚力打通转化堵点，加速构建绿色循环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本报讯 记者华铭 张海帝日前

从安徽省加快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

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2023年安徽省光伏制造业

营收排名首次跃居全国第三位，先进

光伏电池（N型和钙钛矿）产量占比达

到 80%，比全国高 53.5 个百分点。

2024年，安徽省力争先进光伏和新型

储能产业营业收入增长15%，继续保

持全国领先地位。

在规模体量方面，2023年，安徽

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业实现营业

收入2967.4亿元，同比增长50.9%，营

收排名首次跃居至全国第三位，仅次

于江苏、浙江；实现利润总额175.3亿

元，同比增长1.45倍。新型储能产业

实现营业收入801亿元，其中储能电

池和储能系统环节营收528亿元，占

新型储能产业营收2/3。同时，装机

规模实现高速增长。2023年，全省新

增光伏发电装机1069万千瓦，占新增

可再生能源装机88.1%；全省光伏发

电累计装机3223万千瓦，居全国第六

位，占全社会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66.8%。新增新型储能装机137万千

瓦，累计装机178万千瓦，同比增长

334%，从全国第九位提升至第七位。

在创新能力方面，2023年，安徽

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领域高新技术

企业净增62家、达到169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达到334家；新增国家级创

新平台1家、总数达到6家；营收过百

亿元的龙头企业在皖设立研发机构、

创新平台比例达到58.3%，比2022年

提升近20个百分点。全省创新产品

占比大幅提高，先进光伏电池（N型和

钙钛矿）产能占比达到87%，比2022

年提升32个百分点；产量占比达到80%，

比全国高 53.5 个百分点。其中，

TOPCon电池实现产量57.9GW，占

全国 48.4%；异质结电池实现产量

3.2GW，占全国23.7%。

安徽在“双招双引”方面也颇有

收获。2023年，安徽省先进光伏和

新型储能领域签约、在建制造类项目

共287个，总投资额达到5631亿元，

同比增长76.8%。其中，先进光伏制

造类签约、在建项目共151个，总投资

3304.4亿元，同比增长1倍以上；新型

储能制造类签约、在建项目共 136

个，总投资 2326.6 亿元，同比增长

43.7%。产业链环节不断丰富，2023

年，安徽省先进光伏产业招引项目重

点在先进电池、组件环节，数量和投

资额占比分别为60.3%和81.9%；新

型储能产业招引项目重点在电池制

造环节，数量和投资额占比分别为

35.3%和57.4%。

本报讯 记者丁南报道 近日，

福耀玻璃集团副董事长曹晖建议，

在失信人员认定标准、惩戒措施等

方面大胆创新、因时制宜、化堵为疏，

切实发挥执法部门、行政机构在化解

债务纠纷方面的主动效能，从而有

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

此，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保障失信人员基本出行自由，

优化“限高”措施。经过10多年的高

速发展，社会背景和经济水平均发生

了巨大变化，部分条款应及时作出修

订调整。例如，乘坐飞机经济舱和G

字头高铁列车已成为非常普遍的出

行方式，建议适当放宽“限高”范畴，

允许失信人员采用合理的出行方式

开展各类社会活动。

二是进一步优化细化失信人员

审核机制，审慎认定。将失信人员专

业技能、社会经历、慈善贡献、创业实

力等综合因素纳入考量范畴，对有能

力创造价值但因特殊原因违约欠款

者，应充分考虑其实际情况和后续发

展可能性，以便其有效发挥自身能

力，主动创造价值偿还经济债务，为

社会经济发展再作贡献。

三是进一步发挥行政部门、金融

机构和商会社团居间调解作用，统筹

协调，严格放款拨款风险评估，规范催

款收款行动标准，尝试搭建债务债权

流通平台、组建失信人员共信组织等创

新做法，帮助失信人员度过发展危机。

曹晖：帮助失信人员度过发展危机

春到三峡春到三峡
春到三峡，山花盛开，

江水碧绿，船舶航行江面，

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

图为近日船舶停靠在湖北

省宜昌市秭归县三峡旅游

母港。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皮泽红报道 近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推进中

新广州知识城深化知识产权运用和

保护综合改革试验新闻发布会。据

广州开发区知识产权局局长钟梓坚

介绍，近年来，广州开发区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服务工作，不断推动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广州开发区近年来每年投入超

过1亿元财政资金用于扶持创新主体

和服务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服务工作，出

台《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30条》，知识

产权服务最高单项扶持达200万元。

广州开发区集聚国家知识产权

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广东中心等

一大批高端公共服务机构，广州商标

审查协作中心也在近期正式入驻；引

进广东中策知识产权研究院、北京大

学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研究院等

全国顶尖知识产权智库机构以及约

400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其中全国

品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超20家，形成

全链条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广州开发区打造科学城知识产

权服务走廊和知识城知识产权服务

园区“一廊一园”的发展格局。在西

至总部经济区，东至至泰广场，沿线

约4公里区域，以高度市场化的模式、

完备的商业配套，吸引超过100家知

识产权服务机构集聚；在知识城广

场，投资超90亿元，打造占地420亩

的全国最大规模中新广州知识城知

识产权服务园区。

同时，广州开发区充分利用全链

条知识产权服务资源完备的优势，打

造出全国首单纯专利、纯商标知识产

权证券化产品，全国首单海外知识产

权侵权责任险等全国首创知识产权

服务案例，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服务

与区域产业融合发展。

广州开发区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能级

本报讯 记者鲍筱兰报道 近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张娣芳建议，

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完善服务标准、信用体系等配套建设，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对此，她提出四条建议。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制

定和完善家政服务行业标准，明确服

务内容、服务质量和服务价格等方面

的规范要求，为行业发展提供依据。

二是提升家政服务人员整体素质和

行业水平。三是推动家政服务创新

升级，创新服务模式、服务内容，拓展

业务范围，满足消费者对家政服务的

多样化需求，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

技术手段，建立家政服务信息化平

台。四是加强家政服务行业监管。

张娣芳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

及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和生育政

策的推行，居家养老、康复护理、育婴

育幼、烹饪保洁、收纳整理等家政服

务需求多样化，呈刚性增长。围绕新

业态出现，在AI技术的赋能下，家政

服务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据行业

协会测算，目前家政服务业从业人

员在3000万人左右，实际需求超过

5000万人。

“家政服务是朝阳产业，事关千

家万户的福祉。”张娣芳说，相信在政

策引导、市场需求牵引和布局带动

下，家政服务新业态将释放更多活

力，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张娣芳：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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