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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山西

枢纽（太原）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

械轰鸣，运输车辆来回穿梭。700 余名建设

者按照“大干 30 天、冲出‘正负零’、决胜

勠全年度”的目标要求， 力奋战，混凝土浇

筑、防水、钢筋工程等作业同步展开。目

前，该项目数据中心 D1 正在进行顶板模

板支设，数据中心 D2 负一层正在搭设架

体，科研楼负二层正在进行钢筋绑扎。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山

西枢纽 (太原 )项目，是我省积极融入国家

“东数西算”战略的基础性、牵引性重大项

目，位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唐槐电子与

装备制造园区。项目占地面积 47 亩，规划

建筑总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

新建科研办公楼、数据中心、地下车库等，

由山西云时代公司与中科曙光组建成立的

山西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由山西建投安装集

团承建。项目聚焦“打造存算一体、安全自

主的算力底座”和“开展算力调度，积极融

入国家算力网络”两个核心定位，致力于打

造全国产化的软硬件产品示范基地，将建

成省级核心存储中心和综合算力调度平

台，进一步加快国家枢纽节点落地山西，全

面融入国家算力一体化网络，实现与全国

算力的互联互通、优化共享和智慧调度，打

造中部地区算力网络新高地，进而带动我

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建设正处

于地基与基础施工阶段，施工点多面广，项

目部采取‘短兵作战’的方式，推动形成阶

段流水作业，高效高标准推进工程进度。该

项目基坑深达 9.4 米，侧壁主要为灵敏性

土体、含水量大，开挖土方量约 22 万立方

米，施工难度较大，同时场地狭小、雨季汛

期等因素又增加了现场组织协调压力。建

设过程中，项目部不断加大资源投入力度，

提升现场管理质效，同时通过 BIM 模型应

用进行模拟施工，有效提升施工效率和质

量。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唐槐园区服务中

心常态化开展入企服务及施工监督，建设

与公用事业管理部严格加强过程管控，定

期对项目进行安全、质量检查，为项目的全

力推进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负责人表示，

将坚守安全生产底线，鼓足干劲、全员发

力，严格把控施工安全质量，确保项目早日

竣工，早日发挥作用。 李阳

大干 天 决胜全年度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山西枢纽（太原）项目施工现场见闻

打开手机，点开小程序或 APP，农田气温、

湿度、虫情、土壤墒情等数据便可实时呈现。农

户只需动动手指，就能掌握水稻生长情况。这

样的场景，在武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的农业

生产中越来越常见。

当古老的农业与前沿的科技相遇，会擦出

什么火花？

实时测，病虫草害可预防。“大黄梨”产业发

展在武乡县有着悠久历史，迄今为止已有 500
多年。为了确保大黄梨的品质，让消费者吃到正

宗武乡大黄梨，示范区大力推动精品梨园数字

农业示范基地建设，通过智能监控设备实时监

测田间梨树长势情况、土壤墒情肥力情况、气象

环境情况，将现场视频图像传送到平台，通过平

台系统一目了然地掌握所有作物的生长情况，

使土地与“云端”连接，做到人在家中坐，田间事

尽知，为农业生产管理提供智能化、信息化支

持，是实现智慧农业发展现代化、科技化体现。

同时，在此基础上引进防伪溯源系统，从源头抓

起制作防伪码，将每一处梨园、每一棵梨树统一

登记造册、建立档案，赋予每棵梨树“身份证”，

将 大 黄 梨 从 种 植———收 获———贮 藏———加

工———销售等各种信息录入质量追溯数据库当

中，实现大黄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可追溯化。

精准化，降本增效看得见。羊肚菌是一种

珍贵的食用药用菌，被誉为四大名菌之一，具

有较高药用和养生价值，但人工栽培条件十

分苛刻。为解决这一难题，示范区引入智慧化

温室大棚先进设备，建成羊肚菌智慧化产业

园，从温湿度控制到生产管理，全环节运用最

尖端的技术，通过自动控制系统，设置好温

度、湿度、通风等数值，保证菇房每天 24 小时

处于恒温状态，实现了羊肚菌全年全天候生

产。羊肚菌智慧化产业园，是全国最大的智慧

化、工厂化羊肚菌生产基地，实现了羊肚菌栽

培方式的重大突破，对其他珍稀菌类的人工

栽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拓销路，新业态带火好日子。开发“云上

武乡”土特产交易云平台，将米果优选、832
平台及其他网商店铺接入本平台，实现全县

“一个窗口对外，一个平台交易，一个中心数

据汇总、展示和管理”。同时，采取“电商驿站+
产业基地+农户+村级小二”方式，将农户、基

地与电商驿站直接链接，助推农产品上行。一

根网线，连通城乡，让分散的小农户对接大市

场，畅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推动了农

业的转型升级。示范区围绕“电商品牌、直播

带货、电商帮扶”做文章，注重全要素培育，形

成了“产业+电商+配套”的电子商务生态系

统，培育了小米、食用菌、肉制品、酿品、果品、

豆制品等六大产业集群。示范区通过发力自

营品牌，延伸产业链，培育出一批“小而美”爆

品，农特产品的订单量最高可超过 1 万单，其

中晋皇羊肥小米、太行山白酒、权店梅杏等农

产品全网销量领先，形成“小农户”抢占“大市

场”，“小产品”扭动“大产业”的良好局面。

藏粮于地，守住农业之本；藏粮于技，拓

宽丰收之路。在现代农业的带动下，示范区将

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步伐，

广泛推动现代技术在更多农业领域的应用，

争取早日实现全区“数字种植，云上管理”，带

领农民足不出户便能田里“淘金”的美好愿景

逐步变为现实。 王萌

把会种地变成“慧”种地
———武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亮点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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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在经济

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寿阳开发区凭借一系列创

新举措，成功塑造了产业

发展的“新优势”，构建了

园区发展的“新阵地”，并

激发了改革创新的“新动

力”，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

新典范。

塑造产业“新优势”，

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

的融合发展。寿阳开发区

深刻认识到，传统产业与

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是经

济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方

面，通过对传统产业的赋

能增效，如经开区获认省

级生活用纸消费品特色园

区，强伟纸业等企业的生

产线升级，不仅提升了传

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还带动了相关产业

链的发展。另一方面，寿阳

开发区积极 布局新兴产

业，如奥泰大型智能煤机

项目的试产，以及精达丰

乙二醇副产品加工在全国

市场的占比提升，展现了

新兴产业的勃勃生机。未

来，开发区还将谋划实施

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

沿产业项目，进一步拓宽

产业发展空间。

打造园区“新阵地”，

构建百亿级 产业园区发

展新格局。寿阳开发区在

园区建设上，以百亿级产

业园区为目标，迈出了实

质性的步伐。中储粮园区

的获批、中储运园区的可

研等前期工作的完成，以

及环保造纸 产业园的成

功收购和盘活，为开发区

的产业园区 建设注入了

强劲动力。这三大产业园

区的齐头并进，不仅提升

了开发区的产业承载能力和集聚效应，还成

为了开发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版块，为区域经

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激发改革“新动力”，持续优化市场准入环

境，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寿阳开发区在改革创

新上，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不断优化

市场准入环境。通过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推进企业开办便利化，实施线

上+线下办理，提供领办代办服务，开辟绿色通

道，实行预约办和容缺办等措施，大幅减少了企

业的跑动次数，实现了“数据跑路”。同时，持续

推进“一件事”改革，切实推行新办企业零成本，

进一步便利了企业开办，降低了企业成本，激发

了市场活力。

综上所述，寿阳开发区以“新”为翼，通过

塑造产业“新优势”、打造园区“新阵地”和激

发改革“新动力”，成功推动了区域经济的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这些典型经验不仅为寿

阳开发区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其

他地区的开发区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王俊丽

科学导报讯 10 月 25 日至 26 日，华北

水利水电大学机械学院院长王丽君一行先

后在临汾经济开发区数字产业园拓深科技

有限公司、临汾经济开发区人才人力资源产

业园、山西中部智造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交

流。临汾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白建成，党工委委员，组织和人力资源部

部长高鹏飞一同考察。

在拓深科技，王丽君一行详细了解了 AI
电流算法及智慧消防系统通过实时监控、数

据分析和远程预警，准确发现电线老化、非

国标电线、私拉乱接等消防安全隐患问题，

提前预判并有效降低火灾风险和损失的最

新技术。

在人才人力资源产业园，王丽君与高

鹏飞、人才公司董事长李雪就已落地的智

能制造与数字挛生工作室相关工作如何开

展进行了深入交流。下一步双方将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搭建人才交流互通平台，结合

企业发展实际需求，为企业提供智力、技术

等方面的支持，真正做到为企业解难题、办

实事。

在中部智造科技有限公司，王丽君实地

观摩了螺旋管生产线、激光（等离子）切割技

术、组焊矫一体机、智能组焊机器人、X 光产

品检验室、“一键通”智能管理系统等生产环

节，并对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疑难杂症”进

行了现场答疑。

王丽君表示，学院将针对企业在发展过

程中面临的高新技术、关键设备等方面存在

研发能力不强、技术储备不足的问题，进一

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合作，共同

搭建实践应用及成果转化平台，以产助教，

以教助产，实现校企资源的有机结合和优化

配置，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白建成强调，各级各部门及企业一要提

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坚定信心，要坚持不懈

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应用工作，充分发挥

信息化的赋能和驱动作用，加快推动工业化

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全力攻关车间环境与数

字孪生体系相融合的技术，真正实现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二要坚持问题导向，聚

焦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精

准施策，靶向发力，从而在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中不断开创企业改革发展新

局面。三要深化校企融合，加强与高校、科研

机构的深度融合，建立产学研一体化合作模

式，充分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才与技术

优势，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真正实现降本

增效，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以立足山西，放

眼全国，走向世界为己任，打造中国领先的

智能制造龙头企业。 朱玳莹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机械学院院长王丽君一行

在临汾经济开发区考察交流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白建成一同考察

科学导报讯 10 月 23 日，在临猗现代农

业产业示范区管委会协调对接下，山西笃建

装配式建材有限公司与山西宝森制版有限公

司，就位于临猗县楚侯工业园区的部分建筑

及附属物等正式签订有偿转让协议。示范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红斌主持。

两家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感谢示范区

管委会积极在两方之间沟通联系，这才促成

两家企业面对面商洽合作事宜并签订协议。

协议的签订不仅意味着盘活了笃建建材的闲

置土地及资源，也为宝森制版提供了土地、节

省了时间、节约了成本，真正解决了企业面临

的急难愁盼问题。

张红斌表示，临猗示范区一直秉持着“靠

前服务”的理念，积极对接园区企业，通过了

解企业各方需求，帮助企业“成双配对”促成

合作，真正助企“强筋壮骨”，盘活各方资源，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下一步，示范区将一如既

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企业间对接

合作，让园区企业更具凝聚力。 周洁

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管委会

促成两家企业合作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