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服务中心：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2024年1月

14
星期日

癸卯年十二月初四

陕西省总工会主办
陕西工人报社出版

1950年2月7日创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61－0015

邮发代号51－7

复字第8596期

今日4版

陕工网网址：http：// www . sxworker . com

本报讯（张梅）省科技厅近日向媒体透
露：我省深入推动科技型企业倍增计划，实施

“登高、升规、晋位、上市”四大工程，促进科技
企业实现量质双升：2023年，全省入库科技型
中小企业 2.18万家，同比增长 37%；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 7534 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1.61万家，同比增长33%；新培育40家国家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55家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35家单项冠军企业、322家瞪羚（潜
在）企业；新增 7家A股上市科技企业，科创
板、北交所上市企业分别达到15家和5家，数
量位居西部前列。

坚持企业需求导向，集聚优势资源助力
企业创新。2023年，陕西省重点产业链 80%
的应用研究任务来自企业技术需求；发布的57
个“揭榜挂帅”项目，发榜方均为企业。围绕高
性能铝合金复合材料、超大尺寸电解铜箔成套
装备等8个领域，省科技厅组织相关骨干企业
启动实施“厅企联合”专项。同时优化科研平
台布局，2023年，支持企业牵头组建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 48个、“四主体一联合”校企联合研
究中心39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个，认定新
型研发机构 24个，组建以企业牵头的“科学
家+工程师”队伍300支，获批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4个，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为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加速成长，陕西

统筹多部门合力打造“科技型中小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上市企业（独角兽
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链条，建成众创空间、
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培育体系。
2023年，陕西新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10个，新增省级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科技企
业孵化器 42个，省级以上孵化载体达到 489
个，在孵企业及团队近2万家，带动就业18万
人。各类载体举办创新创业活动 1000余场，
帮助企业招引创新创业人才超过3万人。

去年陕西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超两万家
新增7家A股上市科技企业

王魁元，西北工业大学第 365 研究所飞机装配车间钳工、高
级技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主要从事钳工、无人机装配
及系统集成工作，相继参与了 20 余种型号的无人机生产与制造，
负责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 70 周年阅兵、建军 90 周年朱日和阅兵
无人机方队的飞机装配和保障工作等任务。拥有专利 10 余项、技
术革新 50 余项，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技术能手 、

“三秦工匠”等荣誉，被誉为“无人机的隐形翅膀”。

本报讯 1月 13日，由中华
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举办，四川省总工会承办的
2023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
布活动在成都揭晓。西北工业
大学第 365 研究所钳工王魁元
等 50名人选入围。

本届“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发布活动于 2023年 9月启动，组
委会办公室综合考虑个人贡献、
行业工种、群众声誉等因素，最
终确定来自 31个省（区、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10 个产业工
会的 50名优秀工匠入围。入围
人选均为一线产业工人、专业
技术人员，覆盖制造业、能源矿
产电力、建筑业、交通运输、农
业、水利、气象、民航、金融、工
艺美术、纺织、文物修复、人工
智能等行业，既有在国家重大
战略、重大项目、重大工程、重

点产业建设中解决“卡脖子”核
心技术难题的高技能人才，又
有传承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工匠人才，均具备省部级及
以上的劳动模范或“工匠人才”
称号等荣誉基础。

为弘扬“三个精神”、提高
工匠礼遇，本次发布活动精心
设计了系列配套活动。50名入
围人选走上红毯接受鲜花礼
赞，到访三星堆博物馆、成飞航
空主题教育基地、国家超算成
都中心等地，深入体验四川工
匠文化。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
活动始于 2018 年，至今已是第
五届。本届“大国工匠年度人
物”的发布仪式将择期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播出，届时将正式揭
晓从 50位入围人选中产生的 10
位年度人物。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王悦阳）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会长谭成旭说，2023年，我国钢材
消费“减量”中有“增量”，结构发生变化，房地产
行业对钢铁需求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绿色低碳
驱动的新能源用钢等钢铁新需求增长，汽车、造
船、家电等传统用钢需求提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第六届会员大会第六次
会议 12 日在京举行。谭成旭在会上说，钢铁行
业积极调整品种结构，满足下游需求，2023年前
11个月，我国钢筋、线材（盘条）产量分别同比下
降 2.2%、0.4%，电工钢、不锈钢产量同比增长
14.6%、13.3%。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新需求增长、传统需求
提质，“钢需”拓新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供给的提质
增效，2023年我国钢铁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转型取得新成效。

在高端化转型方面，新产品新材料研发加
速，鞍钢先进高强汽车用钢低密度钢系列产品、
宝武无取向硅钢产品、首钢取向电工钢产品等全
球首发，新兴铸管自主研发的铸管生产装备打破
国际垄断；在智能化转型方面，钢铁行业机器人
应用密度达到 54台（套）/万人，90%的钢铁企业建
立生产制造执行及能源管控系统；在绿色化转型

方面，低碳冶金技术路径探索取得新突破，全球
首个工业级别 2500立方米富氢碳循环氧气高炉
在八钢投运，河钢全球首例 120万吨氢冶金示范
工程一期取得成功，国内首套百万吨级氢基竖炉
在湛江钢铁点火投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2024年经济工作时
提出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

“我国钢材消费总量已达峰，推动材料替代
与升级、扩大钢铁应用十分必要。”谭成旭说，
2024年将大力推广实用新型钢铁材料应用，围绕
关键战略性钢铁新材料攻关和高性能钢材推广
应用，加快研发推广新材料、新品种，推动产业链
升级迭代、共建低碳生态。

当日当选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新一任会长
的姚林表示，钢铁行业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不
断在品种开发、原创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方面加
大研发投入；运用工业物联网、大数据等智能制
造技术优化产业流程，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等新
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聚焦创新成果
高质量转化，开发高端需求，拓展钢铁材料应用
空间。

去年我国钢材消费“减”中有“增”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李延霞）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12日发布《关于加强科技型企
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从持续深化科技
金融组织管理机制建设、形成科技型企业全生命
周期金融服务、扎实做好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对
做好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提出要求。

通知要求，健全组织架构、做实专门机构，鼓
励银行保险机构在科技资源集聚的地区，规范建
设科技金融专业或特色分支机构，专注做好科技
型企业金融服务。

通知明确，支持银行机构单列科技型企业贷
款规模，调整优化经济资本占用系数。探索较长周
期绩效考核方案，实施差异化激励考核，切实提高
科技金融相关指标在机构内部绩效考核中的占
比。优化科技金融业务尽职免责机制，研究建立尽

职免责负面清单。小微型科技企业不良贷款容忍
度可较各项贷款不良率提高不超过3个百分点。

通知明确，支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成长壮大，
鼓励银行机构在防控风险的基础上加大信用贷款
投放力度，努力提升科技型企业“首贷率”。优化
成长期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拓宽抵质押担保范
围，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提升成熟期科技型企
业服务水平，通过共保体、大型商业保险和统括保
单等形式，提供综合性保险解决方案。助力科技
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办
理效率。

通知要求，要坚持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我
约束，落实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加强授信管理和贷
款资金用途监控，进一步强化科技型企业金融风
险管理。

金融监管总局：加强科技企业金融服务

1 月 12 日，工
人在位于泰国罗
勇的长城新能源
汽车制造基地生
产车间内工作。

中 国 车 企 长
城汽车旗下电动
汽车品牌欧拉好
猫 12 日在泰国罗
勇新能源汽车制
造基地正式下线，
这是泰国本土生
产的第一款量产
纯电动汽车。

新华社记者
王腾 摄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1 月 11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持产销两旺发展势头，连续
9年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持续
快速增长，产销量均突破9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
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成为推动全球汽车
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

不久前，比亚迪和特斯拉的销冠之争引发全
球关注：2023 年第四季度，中国自主品牌比亚迪
的季度销量首次超过特斯拉。美国《华尔街日
报》评论说，这显示出“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
上的实力”。路透社报道，2023年前10个月，特斯
拉和比亚迪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份额较去年同
期均有所上升。无论是中国车企还是外国车企，
都可以在中国“茁壮成长”，显示出中国新能源汽
车赛道足够宽、机遇足够多。中国新能源汽车繁
荣发展图景背后，是中国经济这片广阔又肥沃的
土壤。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跑出“加速度”，得益于
中国持续扩大开放，鼓励良性竞争的有利条件。
中国鼓励外国车企在华投资设厂，支持中国车企
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参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良性
竞争与合作。这种开放态度不仅推动国内汽车企
业的国际化进程，也使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
领域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路透社报道，特斯
拉在中国的强劲销售业绩，为这家电动汽车制造
商提供了一个“亮点”。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也
与一些西方国家出台保护主义措施、阻碍中国车
企拓展业务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跑出“加速度”，得益于
中国推动绿色转型、优化创新环境的坚实基础。

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绿色能源和清洁技术发展，
出台创新政策，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全方位支
持。自主创新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最优解。
中国车企瞄准纯电、混动和氢燃料等多元技术路
线，“死磕”智能化、电池、电控等核心技术，深度布
局锂电和汽车电子产业链。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逐步形成智能化程度高、电动化转型早等综合优
势，很多新技术在中国率先应用，进而成为全球风
向标，中国企业对外合作逐步由“市场换技术”向

“技术输出”转型。丰田电动汽车部门负责人加藤
武郎2018年结束在中国考察后表示，“当我看到在
日本从未见过的设备和最先进的制造工艺时，我有
一种危机感”。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跑出“加速度”，得益于
中国14亿多人口超大市场的强大支撑。越发过硬
的核心技术、越来越多的充电桩，让更多中国人青
睐新能源汽车。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新能源乘
用车市场占有率为14%，如果剔除中国市场数据，
这一比重仅为 7%。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庞大
用户数据不仅给了新能源汽车企业研究的基础，
也给了车企引领技术方向的底气。在超大市场
规模加持下，中国建立起结构完整、有机协同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全球竞争力不断
增强，市场活力和消费潜能将被进一步激发。美
国智库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中国经济与商业中
心主任阿尔弗雷多·蒙图法尔-埃卢认为，中国不
仅是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重要终端市场，还拥有高
效的产业生态系统，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跑出
“加速度”，是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归
根到底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和中国人向上向善的文
化特性使然。这样的“加速度”必将推动中国经济
不断向前，并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人类福祉作出更
大贡献。 （高文成）

造就全球“九连冠”的中国经济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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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第365研究所钳工王魁元入围

2023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入围人选揭晓

数字宝鸡在2023年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
的亮点：全国首家市级视觉超算中心落户宝
鸡；1.5万户企业“上云端”构建起工业互联网
生态体系；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约
为168亿元，占GDP比重持续上升……

搭载“数字快车”，点燃“数字引擎”，宝鸡
市从数字产业规划发展，到数字赋能产业升
级，再到数字要素潜能释放，不断激发产业数
字化、数字产业化的新动能，让数字宝鸡乘

“云”而上、活力迸发。

强基厚积发展动能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抢抓机遇站
稳脚跟，建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至关重要。
紧盯“强基”，该市从发展规划、政策保障、项
目建设等方面，理思路、明举措、聚合力，厚积
数字经济发展动能。

该市制定出台了《宝鸡市“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宝鸡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等纲领性文
件。结合宝鸡制造业优势特点，制定出台了
《宝鸡市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
工业互联网的实施方案》《宝鸡市 5G产业发
展规划》《宝鸡市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宝鸡市传感器产业三年行
动计划》等指导性文件，为数字经济发展谋
篇布局。

把重点项目作为筑牢数字经济发展的
“基石”，宝鸡市启动千兆城市创建活动，全
力加速 5G塔类基站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已实现市县镇及所有工业园区 5G网络
信号覆盖；总投资 10亿元的全国首家市级视
觉超算中心——宝鸡视觉超算中心，目前已
完成 72台智能模块DC仓安装，视觉超算警
务平台已投用；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已列入
国家重大项目库；总投资 15亿元的宝鸡移动
数据中心暨生产调度用房项目已完成地表拆
迁工作，开工在即……

数字产业新开工项目厉兵秣马，在建数
字项目快马加鞭，国家千兆城市基础不断夯
实，为数字宝鸡建设蓄势聚能。

培优促进数字兴业

走进宝鸡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焊装二
厂，4万平方米的车间里，工作人员寥寥可数，
只有机械臂在生产线上来回伸缩。吉利汽车
宝鸡公司总经理周秀龙说：“这么大的厂房只
需 18 名工程师维护，全车间有各类机器人
400余台，焊接、搬运等均实现了自动化。”

在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智能立体仓库
内，数字化配送系统源源不断地将物料输送
投放到生产线，经由智能化机械臂自动加工，
生成一根根商用汽车车桥总成。该公司桥装
配三厂副厂长李超说：“公司立足自动化与数
字化融合发展，实现生产全过程少人化和无
人化作业，整体生产效率提高了20%。”

2023年，该市把数字赋能作为推动先进
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助力企业加快数字
化转型。全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走在西部前
列，拥有 5户省级智能工厂，成为全省唯一有
省级智能工厂的地级市。

体会到数字化发展的优势，该市将中小
企业纳入数字化转型中，打造区域、行业和企
业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企业“上云”，实现跨
地区、跨行业互联互通、协同配套。位于宝鸡
高新区的宝鸡市兴宇腾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70%的传感器装上了 SIM卡，实现数据云传
输，成功竞标城市消防传感器供应项目；眉县
的陕西帛宇纺织有限公司通过平台引入数字
化系统，汇集了企业采购、生产、销售、物流、
售后等环节信息，实现客户下单、生产制造、
产品交付的数字化全覆盖。

目前，该市已建成 1个市级工业互联网
平台、10户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上云企业
达到1.5万户，在全市构建起了工业互联网生
态体系。

融合释放数字潜能

隆冬时节，扶风县午井镇九官村大棚蔬
菜种植基地里依然绿意盎然，该基地的智慧
农业综合平台精心管护着每个大棚。基地负
责人李苏文说：“平台可以实时监测大棚环
境，通过物联网实现精准灌溉和施肥，还能通
过蔬菜价格监测网分析各大市场每天的蔬菜
价格，帮助基地实现效益最大化。”

围绕苹果、羊乳、猕猴桃、高山蔬菜等产
业，该市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先后建起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宝鸡农机信息化
服务等8个数字农业项目和20个智慧农业示
范园区，加速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
节的数字化应用。

近日，一批价值2329.61美元的宝鸡特色
商品，通过跨境电商特殊区域出口海外仓零
售模式申报出口，让全市小微企业实现了“人
在家中坐，货物卖五洲”的目标。该市着力打
造跨境电商数据中心，探索“跨境电商＋产业
带”发展模式，助力跨境电商企业实现高质量

“出海”。截至2023年11月底，该市跨境电商
交易额达到2.98亿元。

元旦假期，2024宝鸡万人迎新 10公里精
英赛鸣枪开赛，正在试运行的宝鸡市动态人
口分析系统后台上，一组组市区主要街道及
各商圈人群流向的实时数据不断刷新。市数
字经济局大数据产业科工作人员说：“通过分
析动态人口数据，我们可以对人员流向做风
险预判，能有效防止因人流密集可能引发的
安全事故，也能为各类应急预案提供更加精
准的数字支撑。”把“数字+”融入全市政务服
务、城市治理、营商环境、应急救援等方方面
面，使宝鸡城市建设更智慧、城市治理更精
细、城市运行更便捷。

借着数字化的东风，宝鸡在高质量发展的
新征程上，将以“数”为翼，乘“云”而上，在各个
领域书写数字经济发展新篇章。 （胡红玲）

搭载“数字快车” 点燃“数字引擎”
——宝鸡市以数字赋能高质量发展综述

回望回望20232023
你忙碌的身影最美丽你忙碌的身影最美丽

（（详见第四版详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