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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本报讯 （记者 刘星欣 实习记
者 温羽婷 通 讯 员 谭瑶） 日 前 ，
记 者 在 珞 璜 临 港 产 业 城 返 乡 农 民
工 创 业 基 地 项 目 一 期 建 设 现 场 看
到，建筑大楼“拔地而起”，砖工
砌 筑 、 吊 臂 起 落 ， 工 程 车 辆 来 回
穿 梭 ， 一 派 热 火 朝 天 施 工 景 象 。
目 前 ， 该 工 程 一 期 一 、 二 标 段 土
建 部 分 已 全 部 完 工 ， 两 个 标 段 玻
璃幕墙工程均已完成进度的 25%。

据了解，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
项 目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9.8 万 平 方 米 ，
一次规划，分两期建设，地块东侧
和南侧为已建厂房，周边配套市政
设施较为完善。返乡农民工创业基
地项目的建设，能够以创业带动就
业，通过政策集成、资源集聚和服
务集中，促使资金、技术、信息、
人才流向园区，进一步增强园区吸
引力，培育和承载中小型企业创业
发展，为珞璜临港产业城建设和发
展注入新鲜血液。

“ 为 确 保 项 目 早 建 成 、 早 达
效 ， 我 们 倒 排 建 设 工 期 ， 抢 抓 项
目 进 度 ， 有 序 推 进 幕 墙 铺 设 ， 确
保项目建设按时序进行。”项目负
责 人 介 绍 ， 按 计 划 幕 墙 施 工 将 于
10 月 份 全 面 完 工 ， 为 后 续 项 目 整
体竣工投用奠定基础。

在珞璜临港产业城，“快马加
鞭 ” 的 不 仅 是 返 乡 农 民 工 创 业 基
地 项 目 。 今 年 以 来 ， 珞 璜 临 港 产
业 城 上 下 凝 心 聚 力 、 铆 足 干 劲 ，
加 快 项 目 建 设 ， 以 项 目 建 设 “ 强
引 擎 ” 助 推 高 质 量 发 展 “ 加 速

跑”，取得了亮眼成绩单。今年上
半 年 ， 江 津 综 保 区 片 区 开 发 建 设
项 目 累 计 开 工 子 项 目 20 个 ， 投 资
额突破 29 亿元。

接下来，珞璜临港产业城将持

续 扮 演 好 “ 服 务 者 ” 的 角 色 ， 提
供 “ 一 站 式 ” 帮 扶 ， 让 项 目 建 设
不 仅 “ 跑 得 快 ”， 而 且 “ 跑 得
好”；严格督促项目建设，明确任
务 书 ， 倒 排 工 期 挂 图 作 战 ， 确 保

项 目 按 “ 进 度 条 ” 更 新 ； 对 标 最
高 、 聚 焦 最 好 、 锚 定 最 优 ， 以 项
目 建 设 之 “ 进 ”， 保 经 济 发 展 之

“ 稳 ”， 为 珞 璜 临 港 产 业 城 高 质 量
发展蓄势赋能。

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项目有序推进

项目现场 记者 刘星欣 摄

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 主办

本报讯 （记者 谢君） 8 月 4 日，
区政府与无锡众能光储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众能光储”） 签订合作
协议，标志着众能光储年产 3GW 钙
钛矿太阳能电池组件西南基地项目正
式签约落户江津。副市长江敦涛会见
无锡众能光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首席科学家史彦涛一行并见证签约。

市政府副秘书长全伟，区委书记
李应兰，区委副书记、区长唐大军，

区领导李祖明、梁其凯、段祥参加。
据介绍，众能光储的技术研发团

队已在钙钛矿太阳能行业深耕 10 余
年 ， 公 司 建 成 了 国 际 首 条 550mm*
650mm 钙钛矿电池产线，在国际上首
次获得了效率达到 22%的柔性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一
种新型先进光伏材料，其发展在调整
能源结构、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
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具有转换效率更

高、单位能耗更低、生产成本更低、
应用前景更广等优势，可以更好地适
应重庆区域季节性光照条件不足、光
伏产业应用场景受限等情况。

江津区作为重庆市光伏产业主要
集聚地，正着力打造白沙工业园 500
亿级光伏产业园，具备光伏产业发展
的良好基础。今年以来，白沙工业园
依托武骏、和友两家企业作为园区光
伏产业的龙头企业，不断吸引光伏产

业项目落户，储备了光伏组件接线
盒、胶膜、支架、边框等一大批项
目，对光伏产业进行延链、补链、强
链，有效提高特色产业集群的整体素
质和市场竞争力。此次签约项目位于
白沙工业园，项目用地规划面积约
260 亩，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60 亿元以上，将有力推动重庆新能源
及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助推重庆全力
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

本报讯 （记者 谢君） 8 月 2
日，副市长，西部科学城重庆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张安疆率队来津
调研“双倍增”工作。

当天，张安疆先后走进重庆
润通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重
庆能源职业学院科技园、团结湖
数字经济产业园、渝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实地参观产品展厅、
生产车间、试验中心等地，与现
场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生
产运营、市场应用、科技投入、
产品研发、成果转化等情况，鼓
励各平台各企业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发展深度融合，努力产出更多
标志性科创成果，在创新发展中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调研中，张安疆充分肯定我
区近年来狠抓科技创新工作取得
的积极成效。他强调，要围绕全
市 “33618” 现 代 制 造 业 集 群 体
系，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加大研
发 投 入 ， 增 强 自 主 研 发 技 术 能
力，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及研
发 活 动 覆 盖 率 ， 用 好 政 策 、 技
术、资金等创新要素助力企业创
新发展。要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
体地位，支持企业拓展国内外市
场，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及时推
进产业转型升级，做强产品核心
竞争力，多元化开拓市场稳住份
额。要引导企业建强管理团队，
引育顶尖人才，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强化国有企业创新导
向的考核与激励，提升企业运营效率，着力培育一批掌握
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要强化企业
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校企、院企科研人员“双向
流动”，提高人才培养、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成效，在科
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促进科技成果走出实验
室、走向大市场。

市科技局副局长许志鹏，区委常委、副区长李勇参加
调研。

众能光储年产 3GW钙钛矿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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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饷 郎 橄 榄 两 头 尖 ， 上 口 些 些
涩莫嫌；好处由来过后见，待郎回
味 自 知 甜 。” 正 值 伏 暑 ， 又 到 了 石
蟆橄榄成熟的季节。石蟆镇 5 万亩
橄 榄 喜 获 丰 收 ， 青 果 累 累 挂 满 枝
头。

作 为 “ 重 庆 市 橄 榄 之 乡 ”， 石
蟆 镇 橄 榄 种 植 面 积 5 万 亩 ， 现 有
100 多 个 品 种 ， 主 要 推 广 大 白 园 、
二梭子、临峰、甜橄 2 号等优质品
种。当下，石蟆镇积极补全橄榄产
业 链 ， 以 “ 小 橄 榄 ” 撬 动 “ 大 产
业”、促进乡村“大发展”。

“小橄榄”成“致富果”

石蟆橄榄历史悠久，橄榄产业
更 是 历 经 20 多 年 发 展 。 但 在 发 展
初 期 ， 投 产 后 果 子 市 场 销 售 价 较

低，部分农户认为橄榄树影响其他
作物生产，逐渐把已经投产的橄榄
树砍掉，转而种植其他经济作物。

“ 我 不 能 看 着 乡 亲 的 橄 榄 打 落
烂 在 地 上 。” 2015 年 ，“90 后 ” 党
员 何 春 梅 回 乡 见 到 乡 亲 们 都 在 砍
树，暗下决心要留下来，让家乡的
青果变成“金果”。

当时年仅 25 岁的何春梅不顾父
母反对，辞去在重庆中心城区的工
作，返乡创业。通过学习福建橄榄
产业的销售模式，何春梅建立了聚
乡村电商中心，开创了“公司＋基
地＋农户”的运作模式。搭载着电
商快车，如今石蟆镇鲜果橄榄年销
量 7000 余 吨 ， 年 销 售 额 4200 万
元 ； 干 橄 榄 年 销 量 500 吨 ， 年 销 售
额达 1000 万元。

同时，石蟆镇政府不断推进橄
榄品种的改良优化，对接江小白开
发 “ 青 果 酒 ”， 干 橄 榄 、 橄 榄 茶 等

各式加工制品也不断推陈出新，产
业文化内涵日益丰富，石蟆橄榄逐
渐以新面貌迈向更大的市场。

“ 这 是 近 几 年 橄 榄 长 势 最 好 的
一 年 ， 今 年 肯 定 是 个 丰 收 年 。” 石
蟆镇大同村村民吴应清高兴地指着
身后一片橄榄林介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
说起橄榄，村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橄榄树也是“生态树”

石蟆橄榄不仅是富民产业，更
是绿色产业。在成为乡村支柱性产
业的同时，橄榄也为长江上游沿岸
披 上 绿 装 ， 产 生 了 显 著 的 生 态 效
益。

长江奔流，泽被两岸。要打造
一 个 水 清 河 畅 、 岸 绿 景 美 的 石 蟆 ，
离不开一群人的努力。

近年来，石蟆镇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在推动人居环境改善的
行 动 中 ， 从 群 众 意 愿 、 产 业 发 展 、
生态可持续等方面考虑，结合石蟆
自身特色和历史文化特点，将橄榄
作为“四旁树”进行移栽种植。如
今 ， 石 蟆 镇 5 万 亩 橄 榄 为 生 态 添

“ 绿 ”， 牢 牢 筑 起 了 长 江 上 游 生 态
保护屏障。

“ 橄 榄 好 管 理 ， 我 们 这 里 的 天
气适合种植，现在我们见缝插‘绿
’进行橄榄种植，争取生态效益和
经 济 效 益 两 手 抓 。” 石 蟆 镇 登 云 村
党委书记费信开说。作为土生土长
的石蟆人，费信开对于石蟆的生态
环境变化有着切身感受，他指着长
江沿岸满目青翠的绿水青山，兴高
采 烈 地 介 绍 ：“ 别 看 橄 榄 小 ， 可 有
大用处，现在村民们推窗见绿、移
步换景，钱包越来越鼓了，生态环
境也越来越好了。”

如 今 ，“ 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俨然已成为石蟆镇推动乡村振
兴的共识。以绿水青山为底色，以
生态宜居为本色，石蟆，坚持生态
优 先 、 绿 色 发 展 ， 正 阔 步 以 橄 榄

“绿”带动产业“红”。

石蟆镇以橄榄“绿”带动产业“红”——

“小橄榄”撬动“大产业”

中冶赛迪装备破解“卡脖子”难题

推动国产轨道用钢关键
技术迈向世界领先水平

本报讯（记者 廖洋 通讯员 刘原原） 昨日，记者从德感
工业园获悉，中冶赛迪装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冶赛迪
装备”） 破解“卡脖子”难题，推动了国产轨道用钢关键技
术迈向世界领先水平。前不久，在河北邯郸举办的“2023年
全国热轧型钢生产技术交流会”上，中冶赛迪装备就以“精
品轨梁轧制工艺、装备及控制技术的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为题作专题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冶赛迪装备在精品轨梁关键
装备技术领域的创新实践。

中冶赛迪装备作为集研发、设计、制造及设备成套于一
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为钢铁企业提供关键工艺、装
备、控制及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等服务。经过十余年的潜心研
发和实践，企业在破解热轧长型材领域关键装备“卡脖子”
难题中取得大量成果和应用，打造了以开坯轧机、可逆式闭
口牌坊万能轧机、短应力线万能轧机、型钢矫直机、线棒短
应力线轧机、高速模块轧机、高线减定径机组为代表的核心
装备，助推我国热轧长型材生产装备高端化发展。

从 2020 年 9 月 6 日晚，中冶赛迪装备负责全线关键工
艺、装备及控制技术的国产首条轻轨万能连轧生产线在河
北永洋特钢顺利热试。到次年 12 月，该公司再次承建的河
北永洋特钢重轨万能连轧生产线热试成功。UMCD 万能轧
机的自主化突破，一举打破了同类核心工艺及装备技术长
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有效解决了轨道用钢领域“卡脖子”
难题，大大推动了我国轨道用钢生产工艺及装备技术迈向
世界领先水平。

中冶赛迪装备有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企业有关技
术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90项。下一步，
中冶赛迪装备将持续聚焦钢铁主业，通过自主化装备技术的
不断创新，为钢铁企业用户提供更多优质装备技术和产品，
在推动我国热轧长型材生产装备的全面自主化和智能化方面
贡献更大力量。

人民日报北京8月5日电（记者 王政）四川省宜宾市极
米光电有限公司产品展示厅里，挂墙的幕布上正播放着色彩
光鲜的视频影像。“这是我们今年推出的搭载超级混光技术
的投影机。”公司产品总监唐传奇介绍，研发团队尝试了上百
种方案，最终将LED和激光充分、均匀、精准地混合在一起，
打造出拥有更高色域、亮度和色准的超级混光自然光谱显示
技术。

这样的创新案例，正在众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
演。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在2023全国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发展大会上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9.8万家，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万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为创新主力军。近年来，工业

和信息化部通过开展梯度培育，引导中小微企业以专注铸专
长、以配套强产业、以创新赢市场，实现专精特新发展。数据
显示，近年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设立国家级、省级研发
机构超1万家，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数超20万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高质量发展“助推器”。据工业和
信息化部调查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营收利润率分别为9.9%、7.1%，比规上工
业企业分别高4.7、1.9个百分点。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将坚持帮扶和发展并举，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体
系、政策法规体系、优质高效服务体系，不断强化“政策惠企、环
境活企、服务助企、创新强企、人才兴企”，高质量发展壮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达1.2万家
有力助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