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责编: 董保彤

姻2024年 8月 6日 星期二 D7专题 道

在华阳集团华瑞纳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展示大厅，蓬松雪白的保暖绒与乌黑的煤

炭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华阳集团与东华大学

俞建勇（中国工程院院士）团队、长江学者丁彬

教授团队，在高端功能纳米纤维材料领域的研

发成果，这种新材料产品，不仅保暖性能堪比鹅

绒，而且热阻性、防水性、抗拉性等性能突出，可

以制作出更加轻薄、保暖、造型多变的羽绒服。

保暖绒产品目前已取得 8 项发明专利授权，相

关技术被认定为国际先进水平，这也是阳泉市

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阳泉市按照“14510”总体思路和部

署，坚持“四个面向”，履行“四抓”职能，持续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科技动力。

奏响技术“蝶变曲”

打造产业创新“新引擎”

数智新城建设既是省委赋予阳泉的重大使

命，也是阳泉市坚持抢位发展、错位发展，加快

构筑转型发展的比较优势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抓手。

阳泉市围绕“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

强”的安排部署，结合发展实际、发挥长板优

势，以“六大工程”为牵引，推动数智新城建设

全面升级。实施算力基础设施夯基工程，加快

建设 5G 网络、数据中心、移动物联网等数字

基础设施，主动融入国家“东数西算”，在全省

率先实现 5G 网络全市域覆盖。实施数字产

业集聚工程，大力发展信创产业、智能制造产

业、数据处理产业和直播产业，着力打造完整

产业链条。实施产业数字化示范工程，重点推

动能源产业和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农业数字

化转型、服务业数字化提升，打造全省首批

“绿电”示范园区。实施智慧城市应用创新工

程，加快“城市大脑”“一网统管”系统建设，

深化医疗、教育、交通等领域智慧化应用，形

成应用优势。实施数字人才引育工程和数字

生态涵养工程，完善人才引育激励机制，制定

出台细分领域专项政策，构建“一盘棋”工作

机制，推动形成工作合力，打造阳泉转型发展

升级版。

在推进数智新城建设过程中，聚焦数智

新城创新发展需求，阳泉市从培育大数据与

软件服务业、推进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推动

煤电领域示范带动、打造人才平台载体、强化

技术支撑等方面着手，发挥科技创新优势，赋

能数智新城建设。华为集团与华阳集团就全

国首座 5G 煤矿项目达成合作、华越机械的

工业互联网示范应用、百度 Apollo 全国首个

车城网数字经济示范运营基地的落地、阳泉

行道科技井下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以及阳煤

联创培育的省技术创新中心都是其中典型代

表。数字经济给阳泉人的生活带来变化的同

时，也成了阳泉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培育发展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阳泉市作为传统的工业城市，在

以技术引导产业变革、以科技项目支持产业

转型上，开展了新的实验。

在山西天润恒德新材料有限公司车间

内，通过与北京工业大学合作，由市科技局重

点支持的研发项目———“高性能水泥专用外

加剂的研究开发”，取得阶段性成果。机器不

停歇、工人轮班上，配比好的原料经过加压合

成与化学反应，产品自动“走”下生产线，走向

河北、内蒙古、陕西等地。在短短的几年内，该

公司由一家初创的水泥添加剂传统企业成长

为一家集水泥助磨剂、水泥矿化剂、水泥缓凝

剂、生料助磨剂、混凝土外加剂等产品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材料公司。企业成功晋

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凭

借核心技术和产能优势，山西天润恒德新材

料有限公司已经发展为我国水泥建材外加剂

细分领域的佼佼者，参与制定了中国水泥助

磨剂应用技术规范标准，主营产品在国内市

场占有率超过 12%。

近年来，阳泉市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布局了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新型现代服务业为主体，多领域产
业协同发展的“4+N”现代产业体系，新能源电
池、金刚石、蓝宝石等产业逐渐成势。华越机械、
华鑫电气、阀门股份入选省级百项关键共性技
术和百项技术创新项目库。多氟多六氟磷酸锂
一期、华瑞纳米超净滤材、康搏特钨钼合金等一
批创新项目竣工投产，百度云计算（阳泉）中心
的环保节能技术独步行业内，成为云计算领域
绿色发展的佼佼者。华阳集团聚焦新材料电池
领域，全球首批量产 1GWh 钠离子电芯的生产
线建成投产，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商多氟多落地
阳泉，以贝特瑞为“链主”的平定电池小镇电池
负极材料产业链基本成型。2023 年度，废弃资
源综合利用、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产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 51.1%、25%、11.7%。“智车之城”“砂
器之都”“中国云谷”等标签彰显了阳泉市高速
发展的坚定信心。

“十四五”以来，阳泉市持续实施创新主体
梯次培育行动，截至 2023 年底，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入库达 255 家，同比增长 17.5%；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为 164 家，同比增长 12.3%；新增市
级高科技领军企业 3 家，总数达到 7 家。初步形
成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科技领
军企业梯次发展新格局。国家火炬统计系统数
据显示，2024 年度参加统计调查的高新技术企
业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78.60 亿元，研究开发费
用合计 4.50 亿元，期末拥有有效专利数 1406
件，拥有软件著作权 1393 件。科技型企业逆势
发展，离不开创新生态的不断优化，据统计，
2023 年阳泉市 323 户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税前加计扣除金额 5.7 亿
元，按法定税率计算减免企业所得税 1.4 亿元。

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 3.1
亿元，按法定税率计算减免企业所得税 4700 余

万元。

“转”字当先

企业家变身“发明家”

如何摆脱“资源诅咒”，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

展一直存在的困惑。就城市建设而言，一方面是

水泥森林带来的“热岛效应”，困扰现代城市的发

展，另一方面是煤矸石、粉煤灰、工业废渣围城，

阻碍城市的绿色转型。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变

不利为优势，带着这样的问题，山西天合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锁贵给出了答案。

从昔日的洗煤厂老板，到如今新材料科技公

司的创始人，2017 年，年过半百的张锁贵怀着对

家乡无比诚挚的热爱，毅然决然搭上全部身家，

走上了科技创新之路。通过与景德镇陶瓷学院合

作攻关，历经 7 年研发，终于试制成功，生产出了

具有吸声降噪、自动控温等特性的新型建筑材

料———多孔陶瓷吸声板，可有效解决城市“热岛

效应”。该产品一经问世就引发巨大反响，目前已

获国内两项发明专利和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其中

一项发明专利已通过 PCT 国际专利。

但是，如何把样品变成产品，其中的困难不

言而喻，当了解到天合公司在成果转化过程中

遇到难题时，阳泉市科技局积极上门服务，协调

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城管局等 10 家单位以

及 6 位国内知名技术专家，现场办公，群策群

力，为该企业出谋划策，解决困难。积极与国内

相关专业机构沟通，推荐其研发的多孔陶瓷吸

声板制定相关标准，目前该产品已获得中国建

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专家委员会立项编制团体

标准。张锁贵表示：“随着阳泉市科技部门的深

层次全方位服务，公司项目得到相关部门大力

支持，公司的科技成果有了可落地的途径，走上

了依靠科技创新发展壮大的快车道。在良好的

创新政策环境下，很多政策和事项政府部门都

会主动上门服务，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国领先、

国际知名的新材料高新技术企业，对这个目标

我很有信心。”

2024 年，为更好地助推山西天合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成果转化、发展壮大，阳泉市科技局

又以新的服务方式开展了对其的帮扶———科技

金融支持。

山西天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前期

投入巨大、产品刚刚通过中试的原创研发型企

业，没有抵押物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支持。“如果

是以前，这样的企业我们确实很难扶持，但是现

在不同了，有了‘科创贷’业务，政府为科技型中

小企业提供增信，解决了企业贷款抵押的问题，

我们有信心做好这笔贷款。”一直关注科技企业

发展的阳泉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人员说。

“科创贷”由政府为中小企业增信，贷款利

息低、发放贷款时间短、无抵押无担保，深受中

小微企业欢迎。在“科创贷”增信下，天合新材料

成功获批贷款 300 万元，缓解了企业开展科技

活动的压力。自 2018 年业务开展以来，阳泉市

先后为 41 家企业提供“科创贷”服务，累计扶持

中小微企业贷款金额 1.72 亿元。金融与科技、

金融与产业形成良性循环，是推动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问题”变“课题”

科技让山城更美丽

作为全国重要的矿产集中区，阳泉市素有

“煤铁之乡”美誉，然而过往发展中，受技术局限

也留下了不少后遗症，矿山地下水污染治理是

发展中的“老问题”，也成为阳泉科技创新的“新

课题”。

阳泉市科技局通过科技招商，具备矿山污

水治理技术优势的河北驰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被成功引入，通过绿色通道，2018 年阳泉

日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日加公司成立以来，积极参与阳泉市煤矿

酸性污染水治理技术的研发工作，研发团队依

靠“机械力活化矿物和聚合反应”核心技术，开

发出“基于金属离子资源化回收的煤矿酸性排

水处理技术”。通过阳泉市科技局的牵线搭桥，

阳泉日加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理工大学、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深化产学研合作，2023 年成

功认定“山西省矿物活化及节能材料研发中试

基地”，实现阳泉市省级中试基地零的突破。其

研发产品的成功研发为我省乃至全国矿山污水

治理开出了一剂良药，使阳泉市“荒山废水”变

“青山绿水”又多了一条路径。

为推进科技成果转化，阳泉市立足实际，

开展了“三大举措”。一是以“省校合作”扩展

科技成果源头供给，目前已有 30 余家高校和

阳泉市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二是以“载体培

育”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和产学研联合体

建设，截至 2023 年底，全市建设有省重点实

验室、省技术创新中心、省级中试基地、省级

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等省级创新平台 13
家，依托这些创新平台，先后柔性引进高层次

科技人才 32 名，开展技术合作 100 余项，推

动一大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三是以“优质服

务”激发企业成果转化动力。

阳泉市科技局结合“四下基

层”开展“科技特 派

员”“创新券”等一系

列送服务上门活动，有效提升了企业的创新

意识和科技成果转化热情，正在为阳泉的高

质量发展注入长久活力。

精准靶向发力

搭建技术人才培养“直通车”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作为现代化

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任务进行部署，要

求强化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一体谋划，强化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一体实施，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一体设计。

山西天和盛环境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是我

省唯一一家环境监测类新三板上市公司，入

选 2024 年度“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全省

37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该公司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就非常

重视科技创新及人才培养。该公司不断深化

与高校院所的产学研合作，以科技创新平台

建设为载体，推动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引进培

育科技人才，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

力，成为阳泉市生态环保产业龙头企业。建设

有取得国家资质认定“CMA”的第三方专业环

境实验室，公司环境检测认证项目有 70 余个

类别 400 余项，具备水和废水、气和废气、噪

声、振动、土壤、固废、电磁辐射、VOC 泄漏检

测等多个领域的检测能力。

中小城市人才吸引力弱、引进难留住难是

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针对环境检测领域

科技人才短缺的问题，天和盛提出订单式、滴灌

式、链条式科技人才培养体系，解决了企业发展

的最大掣肘。一是与阳泉职业技术学院联合申

报了环境检测专业，开设环境监测技术专业

2020 级“天和盛”冠名班，定向培养行业短缺人

才，“天和盛”班的 32 名学生就学期间常态化开

展实岗实训，以“企业导师+学校教师”双师互动

教学模式开展学习，真正实现课岗融通、工学融

合、校企直通。如今，“天和盛”班的毕业生中有

4 人留在了天和盛公司工作，成为企业创新发

展的青年科技力量。二是与太原科技大学环境

与资源学院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在强化科技

人才培养、创新平台共建以及产业科技项目攻

关等方面达成深度合作，太原科技大学每年组

织推荐优秀应届毕业生到天和盛公司就业见

习，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滴灌式发掘培养

对公司认同感高的青年科技人才。三是聘用国

内环境与资源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担任公司顾

问，为企业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专家学者

及其团队与企业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攻关、创新

平台建设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增强协同创新发

展效应。与太原科技大学教授马俊、北京工业大

学教授李翔宇联合共建了“区域大宗固废无废

化整治与资源化生态循环利用技术创新中心”，

于今年 5 月申报了山西省技术创新中心，组建

起一支高层次科技人才牵头、青年科技人才为主

的专业技术团队 116 人，旨在攻克固废整治技

术、生态循环利用技术中存在的共性关键技术难

题，实现固废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推进。

阳泉市新闻中心

科技向“新”力 赋能阳泉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