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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云州区素有“中国黄花之乡”的美

称，距今有 600 多年的黄花种植历史。全年

3000 小时的充足日照、特有的富锌富硒火山岩

土壤、高纬度高海拔的凉爽气候、源远流长的桑

干河，孕育出了高品质“六瓣七蕊”的大同黄花。

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集合产业及政

策优势，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坚持“特”“优”

战略，实施区域化布局、规模化扩张、产业化

运作、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营销，黄花产业成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特色支撑产业。目前，已初步形成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态势，黄花种植面积达到 17.8 万

亩，全区从事黄花种植、加工、购销的市场主

体达到 218 家，从业人数突破 2 万人，带动农

民人均增收 5200 元，产业链总产值达到 22

亿元。

打响品牌

延伸“金色”产业链

行走在大同市云州区，处处能感受到黄花

产业的活力。黄花干菜、黄花饼、黄花饮料、黄花

啤酒、黄花面膜……黄花大厦里的黄花产品琳

琅满目；黄花产业园的加工车间里，工人们干劲

十足，包装精致的干黄花、冰鲜黄花、黄花酱等

被装入运往全国各地的车辆。

“云州区黄花品质好，其产品延伸链前景广

阔。”11 月 20 日，大同三利集团农业有限公司

副总裁庞尔舜介绍，为了延伸黄花产业链，我们

在现有产品基础上，研发出黄花茶、黄花啤酒等

产品，期望在满足更多客户需求的同时，让大同

黄花品牌享誉全国。

大同三利集团在大同市云州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区内建有黄花烘干车间 6 座、黄花杂粮晾

晒大棚 15 座，日加工黄花鲜菜 100 吨。大同三

利集团构建的集收购、加工、研发、物流、电子仓

储、观光等于一体的黄花产业链，正是云州现代

农业产业示范区延伸黄花产业链聚链成势的真

实写照。

目前，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有黄花精

深加工企业 15 家，省级龙头企业 6 家，市级龙

头企业 10 家，联农益农合作社 50 个，拥有 8 个

“国字号”品牌，先后开发出黄花酱、黄花啤酒、

黄花酵素、黄花面膜、黄花益生菌系列等 130 余

种产品。示范区内黄花规模化种植历史悠久、面

积最大、产出效益较高的唐家堡村，仅靠黄花农

民人均收入就超出全国平均水平，且以每年

15%的速度递增。

近年来，结合云州区资源优势和基础条件，

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坚持把农产品精深加

工作为建设现代农业强区、引领产业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的有力抓手，把发展壮大农业龙头企

业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支撑，规划打造

高品质设施蔬菜种植园区，全力推动全区设施

蔬菜产业由零星分散向集中连片规模化发展过

渡，积极推动大同的特优农产品更多、更快、更

便捷地进入市场。

打通路径

培育更多外贸企业

2023 年底，全国首个食品级黄粉虫集中养

殖、加工基地，拥有黄粉虫精深加工技术全球领

先的首条黄粉虫蛋白粉加工、黄粉虫油提炼生

产线在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正式投产。今

年 10 月，山西鼎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2500 箱干黄粉虫，经大同海关检验检疫合格

后，从青岛口岸起运发往丹麦腓特烈西亚。这标

志着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的产品出口实现

了“零”的突破。

山西鼎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黄粉

虫及其他昆虫相关产品为一体的农、工、科、贸

高科技企业，年产食品级干黄粉虫 1000 吨、黄

粉虫蛋白粉 3000 吨、蛋白肽 100 吨、黄粉虫油

1200 吨。公司实行统一育种、供料、管理、加工

的生产模式，整个养殖、加工过程闭合循环，产

品通过了韩国营养保健品协会、韩国保健品研

究所和谱尼测试等第三方检测，达到食品级标

准。

自该企业签约落地以来，云州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区始终坚持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

全天候的服务，常态化入企了解需求、解决难

题。“在企业建设和投产的过程中，示范区积极

与我们对接，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解决了许多

实际困难，缩短了建设周期，推动项目提前建成

投产。”企业相关负责人赵彩平表示，我们还将

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力度，持续瞄准国际高端市

场，力争将产品出口到更多国家。

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以此次出口为契

机，依托云州区特色农业产业，结合国际市场需

求，进一步探索建立外贸工作机制，深度挖掘

“零外贸”企业的出口潜力，通过业务培训、政策

扶持、搭建平台等多项措施，大力培育外贸企

业，助推更多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打造模式

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打造区域性公用品牌、创建乡村振兴示范

带、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云州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区全力打造现代农业产业新模式。

以打造区域性公用品牌为主，联结产供销。

示范区有方向、有策略地推动产业、资金、人才、

技术等要素集聚。围绕产业，以黄花产业为主

导，壮大市场主体，延伸产业链，构建起黄花标

准种植—精深加工—电商销售—仓储物流—旅

游观光—乡村度假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围绕管护，实行“公司 + 基地 + 农户”“专业

协会 + 基地 + 农户”等订单式种植模式，带动

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加快产业集群集聚；围绕

市场，积极扶持“乡村经纪人”模式，发展壮大经

纪人队伍，搭建优质农产品展销平台、新职业农

民创业平台，打通产品—经纪人—市场产销途

径，搞活乡村“特”“优”农产品经济。

以创建乡村振兴示范带为径，融合农文旅。

依托全国最大的黄花火山、晋北桑干风光两大

主题文旅区中转驿站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

村庭院、主题乡村游；创新发展路径，开发黄花

餐饮文化，以黄花宴为龙头，推进黄花文化科普

与乡村体验，推动黄花产业和乡村旅游业协同

发展，形成和美乡村建设典范———坊城新村、黄

花电商小镇———唐家堡、民宿示范村———贺店、

红色文旅小镇———中高庄、生态低碳乡村———

下高庄村、都市农业菜篮子———坨坊村等一村

一业、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游的多元发

展格局，擦亮“忘忧云州”乡村旅游品牌，融入全

省文旅康养发展大格局，加快建设环京津冀一

站式乡村周末休闲度假目的地。

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本，推动共同富裕。

示范区坚持为农民而建，把乡村资源、生态、文

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产业优势，引导农户全面参

与，全民共享乡村振兴成果。聚焦深层次破解农

民参与少、产业带动弱的问题，提出龙头企业带

动、金融资本赋能、主动链接农户，构建了入股

分红农户获得财产收益 + 保护价收购保障农户

生产性收益 + 统筹用工增加农户务工性收入 +

拓宽渠道增加农户销售收入 + 业态拓展增加农

户创业收入 + 金融创新降低农户融资成本的联

农富农机制，提升乡村振兴效力效能，实现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孟婷

聚链成势 打造现代农业新样板
———云州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产业融合发展纪略

从汾水两岸、大山深处的一座座标准化厂

房到城市道路上的一座座人行天桥，再从临汾

市纵贯南北的绿色能源输配项目到巍峨壮观的

太原醋都大桥……这一个个民生项目、城建项

目、生态项目的快速推进，都镌刻着一座智能制

造企业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些项目上所用的桥梁钢箱梁、空间管桁

架、装配式钢结构、螺旋焊管、保温管等高品质

钢结构建筑产品，全部来自于临汾经济开发区

内一家极具竞争力的智能化生产企业———山西

中部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深秋时节，记者走进这

家智能制造企业一探该企业从自动化到数字化

再到智能化的创新发展之路。

摒弃传统，创新发展

“品质改变世界 智造引领未来”———这是

山西中部智造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非常醒

目的一句标语。在这座 7 万平方米、全省最大的

单体车间里，如火如荼的生产场景勾勒出一派

勃勃生机：体积硕大的钢结构被移动的行车精

准吊转，依次完成切割、打孔、拼装、焊接；一卷

卷钢板经过自动化的开卷、矫平、铣边、成型、焊

接等多道工序，成为螺旋管成品；直径超过一米

的钢管经过喷涂聚氨酯绝缘层等工序，完成保

温管的生产……

在副经理祁鹏的详细介绍中，该企业智能

化发展的脉络逐渐清晰：自 2022 年 4 月成立以

来，山西中部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就开始大力推

进产业数字化，陆续投入了板材激光切割机、型

材激光切割机、智能焊接机器人、数控机床、一

键通智能管理系统，目前，该企业每年可生产各

类钢构件 20 万吨，各型螺旋焊管 5 万吨，保温

管道达 200 公里，合计年产值达 20 亿元以上，

能够完成桥梁钢箱梁、大跨度空间管桁架、装配

式钢结构、大口径螺旋焊管、保温管等产品的设

计、加工、制造、销售和施工，向“国内领先、国际

一流”的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系统集成工程服务

商大步迈进。

“在钢结构加工行业中，传统是大规模依

赖人工，但我们企业从创立之初就摒弃传统生

产方式，大力发展数字化、智能化，努力走出

‘绿色、智慧、可持续’的发展之路。”祁鹏说，

中部智造公司就是要坚持从自动化到数字化

再到智能化发展，不断提升产业的“含金量”

“含新量”“含绿量”，做好钢结构行业转型发

展的“排头兵”。

数字赋能，增效提质

通过几个按键就能完成的激光焊接、输入

几个数字就能启动的智能焊接……走在一条条

自动化生产线间的参观通道，目之所及皆是令

人惊叹的生产场景。

“我们的生产线通过物联网技术，将生产数

据和生产场景同步抓取，经过网络传输回控制

系统，中控人员可以直观的掌控现场生产进度、

安全、产品质量，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数据

的传输成本。”祁鹏介绍，以激光切割生产线为

例，现在一名员工 8 小时的产量已超过传统切

割机 8 名员工生产 3 天的产量，切割效率提高

了 24 倍、用工成本每吨降低 15 元，同时，还降

低了时间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是新质生产力

的直接体现。

该公司发力数字赋能转型发展，与浪潮集

团合作打造了“一键通”智能管理系统，贯穿了

项目从设计、拆图、优化、生产、物流、安装等整

个环节。

这个系统通过引入 BIM 技术，一键输入，

从建筑图到结构图再到加工详图能够自动生

成，将原来的 15 天出图时间缩短为 1 天；AI 排
版系统能够根据库存情况智能排版，通过大数
据自动运算生成下料详图，可降低原料损耗
3%，按企业年产 20 万吨钢构件计算，每年可节
约成本 4000 余万元。

“这个系统对每一个构件进行了建档、编
号，使构件有了‘身份证’，同步生成二维码，实
现了设计、生产、物流、安装的信息共享，节省了
从设计院到施工单位交底、施工单位到项目部
交底、项目部到生产制造单位交底、生产制造单
位到安装单位交底等层层环节。”祁鹏说，管理
简单化、施工便捷化，实现了全流程的数字化管
理，杜绝了过程中的浪费，最终达到降本、增效、
提质的目的。

山西中部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在多元化发
展方面下功夫，在做好钢结构加工的同时，建

成螺旋管生产车间、喷涂缠绕保温管生产车
间，填补了晋南地区在大口径螺旋管和保温
管生产领域的空白，提升了产品市场广度，形

成了优势互补的产品格局，极大提升了经营
竞争力。

植根沃土，迈步向前

“我们企业的成长，离不开脚下这片沃土的
滋养。”在祁鹏看来，市委、市政府和临汾经济开
发区的全力护航，是企业前行最重要的因素。

从山西中部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决定落地临
汾经济开发区科创产业园那一刻起，就享受到

“专班服务”的待遇。
“开发区安排专人对接、全程帮办，简化了

办理流程，让我们在 1 个月内就完成各项手续
的办理。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积极想
办法、找措施，保证水、电、气、网等配套设施按
时按需接入。我们实现了当年入驻、当年投产、
当年步入正轨。”祁鹏说。

在市场拓展方面，临汾经济开发区更是不

遗余力帮助企业找市场，走出去推介，引进来商

户，山西中部智造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不仅在

开发区内广泛应用，还拓展到全市乃至全省。

2023 年，该企业完成产值 5.33 亿元。

与此同时，他们在相关部门的帮扶下，技

术创新也得到快速发展。目前，该企业完成自

主研发科研项目 15 项、发明专利授权数 2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10 项，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 11 项，获得了 2023 年临汾市创新创业

大赛二等奖、2023 年创客中国临汾市创新创

业大赛优秀奖，成为市级技术创新中心、省级

绿色工厂。

谈及下一步发展，祁鹏表示，将持续通过

数字化赋能生产，重塑制造业的生命力，将企

业打造成集标准化设计、智能化生产、信息化

管理、装配化应用为一体的现代化装配式建筑

企业，努力创建全国最具竞争力的智能化生产

企业。 柴云祥 祁欣

“智造”引领 未来已来
———走进山西中部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