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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亮点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安徽省发展
改革委获悉，今年 7月份，安徽省新投
产制造业项目共计 94个，新投产项目
当月实际新增产值8.64亿元。

近年来，安徽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
展的根本要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深入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加大重点
制造业项目投资力度，加快发展先进制
造业集群，着力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
动能，加速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7月
当月新投产项目中，新增产值1亿元以

上的有芜湖星辉智能家居“爱果乐”儿
童学习桌椅系列产品项目1个项目；新
增产值0.5亿元至1亿元的有宏凯铝业
年产 10 万吨铝基材料及深加工产品
（一期）、淮北享锂科技电子烟锂离子电
池生产2个项目。

从省内各市的情况来看，7月份，
新投产项目当月实际新增产值 1亿元
以上的有 3个市，分别为芜湖市（1.73
亿元）、滁州市（1.6亿元）、宣城市（1.4
亿元）。

日前，记者从贵州省工信厅获悉，今
年上半年，贵州省白酒产业顶住了疫情
防控和经济下行双重压力，实现逆势增
长，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完成增加值
569.14亿元，同比增长 7.3%。其中，重
点企业增势较好，茅台集团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12.4%，习酒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26%。国台、金沙、珍酒、钓鱼台销售
收入分别增长 106%、69%、31.91%、
113%。

今年以来，贵州省针对白酒产业采
取多项举措，从企业产能、原料种植、市
场监管和企业包装配套方面，推动白酒
产业全面升级，使其核心竞争力、品牌
影响力、文化凝聚力不断提升，为白酒
产业上半年实现逆势增长奠定了基础。
大力推进扩能项目。推进茅台及系列
酒扩能项目、习酒 1.9万吨酱香酒配套
项目、国台6500吨技改扩能等重点项目
建设。目前，茅台集团22万吨现代化粮
食仓储二期项目(8万吨仓储收储)约完
成总体项目的45%；15.3万吨玻璃瓶厂

正在开展场平工作；习酒洪滩制曲5栋
厂房完成地质钻探，正在进行边坡施
工，沙井制酒15栋厂房完成室外道路和
支挡施工，李子春包装物流园正在进行
室外道路和边坡支挡、高架桥施工；国
台正在进行西侧厂区平场工作……

高粱种植面积大幅提高。今年贵州
省高粱订单种植面积 178.99 万亩，占

87.12%，比去年增
加 61.19 万亩，平
均 订 单 价 格 为
6.95 元/公斤。全
省酒用高粱标准
化种植面积 140.5
万亩，占比68.4%，
比 2019 年 的
60.9%提高 7.5 个
百分点。

大力净化市
场。上半年贵州
省检查各类白酒
市 场 主 体 23899

家次，行政指导 218家酒类生产企业，
约谈 116家茅台酒特约经销商和专卖
店，办理酒类案件111件，其中3起跨区
域重大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侦查 9件，
查处涉嫌侵权假冒酒55382瓶，其中假
冒贵州茅台酒3050瓶。

省内包装率逐步提升。上半年，
积极开展产销对接、招商引资，促进

省内包装配套率提升，助力白酒企业
稳步发展，共促成酒企和包装企业签
订 19 个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近 10 亿
元，推动省内包装配套率提升 10个百
分点。

组织茅台、习酒、国台、珍酒等重点
企业以商招商，想方设法将省外供应商
引进省内投资建厂，目前已落户 20余
家，推动省内配套率提升 12 个百分
点。截至目前，贵州省白酒产业省内配
套率达 43.2%，为完成全年 50%的配套
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企业逐渐扩大
的产能提供了坚实支撑。

据贵州省优质烟酒工作专班负
责人介绍，接下来，贵州将继续做好

“六保”“六稳”工作，加大政策、品牌、
招商、投资等方面的力度，按照全年
工作计划明确的目标任务，强化责任
分解、细化工作措施，推进各项工作
落地落实，全力保障贵州白酒产业平
稳发展。

（牛 波）

本报讯 8月 23日，记者从辽宁省
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辽宁省今年已完成
5G投资36.4亿元，以形成5G通信基础
设施体系为目标和出发点，设计了个性
化网络部署方案，支撑 5G技术与实体
经济融合应用发展。

据了解，目前辽宁省 5G通信基础
设施体系建设主要面向“5G+工业互联
网”“5G+智慧医疗”“5G+智慧教育”

“5G+智慧交通”“5G+智慧文旅”“5G+
智慧港口”“5G+智慧园区”等七类应用
场景。

据辽宁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李志
成介绍，截至8月6日，辽宁移动、联通、

电信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和辽宁省铁塔
公司共同努力，全省完成 5G投资 36.4
亿元，建成开通5G基站19019个，年内
新增16972个，完成年初制定目标任务
的 84.84%。目前，全省 14个地市主城
区、县城、重点产业园区、机场、火车站、
港口等重要场所已实现5G优质网络覆
盖。

李志成表示，今后辽宁省电信企业
将进一步加大投资，针对重点需求、重
点场景和重点应用开展5G网络个性化
建设部署，促进5G与工业互联网、车联
网、医疗、教育、交通、能源、文旅、社会
治理等行业和场景融合。

8 月 23 日，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条智能化生产
线正紧张忙碌地作业，偌大的车间只
有几名技术工人。梅轮电梯有关负
责人说：“近段时间，我们连续获得江

西上饶、景德镇等地住宅小区和商业
广场多个订单，机器人撑起了全自动
生产线。”

梅轮电梯并非个例，智能化技术
让绍兴的传统制造业加速发展。今

年 1—7 月 ，
全 市 实 施 智
能 化 改 造 重
点项目共 319
个，累计完成
投资 64.64 亿
元，完成改造
任务企业 189
家 。 绍 兴 市
经 信 局 局 长
何坚刚表示：

“ 借‘ 智 ’升
级，已经成为
绍 兴 制 造 业

的新常态。”
今年以来，绍兴围绕重点行业，

紧盯关键领域，分行业推进传统产业
智能化改造。启动黄酒、建材、胶囊
等 13个重点制造业领域智能化改造，
完成改造投资 28.66 亿元，印染、轴
承、家居、金属加工等 4个行业率先完
成年度改造任务。同时，经信部门积
极搭建企业、工程服务商和金融机构
合作对接的行业智能化改造“鹊桥”，
举办纺织、家居和金属加工专场对接
活动，达成智能化改造合作协议 47
项，全市智能制造提速扩面。

智能化转型，也让一批数字化智
能化改造服务商尝到了甜头。位于
越城区斗门街道的浙江佶福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今年迎来智能化改造业
务爆发式增长，客户智能化改造意愿
强烈，企业订单数量比平时增加两

倍。“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面临人员
不足难题，纷纷下定决心实施生产线
智能化改造，希望借助新技术实现转
型升级。”佶福科技机器人事业部总
经理刘庆说。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
工业机器人 1181台，累计在役机器人
达 12521台，有力推动了高效复工。

为避免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改造
出现“大型企业唱戏，中小型企业围
观”的局面，绍兴不断完善智能化改
造政策，加大对技改项目、示范创建、
工程服务商招引培育等方面的支持
力度。诸暨市对企业应用时尚袜艺
等智能设备奖励比例由“一刀切”变
为分档精准奖励。目前，全市已兑现
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政策资金 4.4 亿
元，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下，绍兴中
小 企 业 智 能 化 改 造 的 动 力 更 加 强
劲。 （徐晶锦）

贵州白酒产业全面升级逆势增长
推进扩能 多种高粱 净化市场 包装配套

机器人灵巧 生产线“聪明”

浙江绍兴制造业加快借“智”升级

14个地市主城区、县城以及重要场所已实现网络覆盖

辽宁省完成5G投资36.4亿元

7月安徽省新投产94个制造业项目

近年来，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突破
传统能源发展瓶颈，大力培育壮大新能
源产业，产值两年实现翻番，2019年首
次突破100亿元，新兴产业产值占比提
升至40%以上，为该县全面小康奠定坚
实的经济基础。

全力打造产业“生态圈”。在推进
新能源产业建设过程中，射阳县常态化
赴北京、上海以及丹麦、德国等风电产
业集聚区域开展对点招商，高频组织风
电发展论坛、中丹（射阳）风电产业发展
研讨会等专题招商活动，成功招引并落
户了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远景能源、
中车时代新材、天顺风能、长风海工、禾
望电气等全产业链项目。加快推进采
埃孚齿轮箱、LM风电叶片、亨通海缆等
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全力构建产业“新体系”。射阳致
力于推进新能源产业创新提能，健全新

能源技术公共服务体系。数据显示，截
至去年底，以远景能源、长风海工为龙
头的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实现总产值
109.51亿元。其中远景能源实现税收
3.22亿元，跻身盐城市工业企业纳税第
二。2020 年上半年远景能源在手龙
源、华能等海上风机项目订单 450 台
（套），今年计划生产 360台（套），预计
全年开票销售超百亿元。

全力促进港产“大融合”。射阳按
照港口、港产、港城联动发展的思路，科
学规划射阳港功能分区，打造生产制
造、物流储运、工程服务、测试检测、人
才培养、科技研发、智能软件和综合服
务八大板块。同时，和华能、远景能源
等行业领军企业“强强联手”，就加强风
电资源开发、风电关联产业发展、港口
建设合作等方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朱成林）

江苏盐城市高质量新能源产业夯实全面小康路

2017年以来，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永安乡通过帮扶返乡青年创业的
方式，建立起根雕工艺品就业扶贫车间，组织贫困群众进车间务工学
艺，把当地丰富的朽木和柑橘树根枝资源利用起来，加工成盆景、茶桌、
吊灯等根雕工艺品，不仅帮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掌握一技之长，还让他
们在脱贫摘帽后实现稳定增收。 （张爱林）

广西桂林：根雕工艺品助力脱贫增收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
的区域之一，生物医药、集成电路、高端装
备等先进制造业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新一轮产业链重构、全球产业变局的窗口
期正在到来，长三角三省一市正率先探索
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上海充分发挥
龙头带动作用，在产业协同发展、区域协
同创新方面取得扎实进展。

日前，上海电气在长三角布局了 10
个先进装备制造基地，50%以上的产业配
套在这片区域；华虹集团在江苏无锡市投
资 100亿美元打造的 12英寸芯片基地，
正在抓紧推动产能爬坡，未来将瞄准移动
通信、物联网、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等领
域大量供货；一批创新型人工智能应用场
景加速落地……

瞄准重点产业协同发力

上海正瞄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
物医药、高端装备重点产业，聚焦关键技
术、关键部件、关键材料，集中发力、形成
合力，共拉长板、互补短板，协同开展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夯实产业创新基础，为全
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长三角“硬核力
量”。

一个月前，上海大型装备制造企业
上海电气的南通中央研究院项目主体结
构封顶，这是企业在上海之外建立的首个
区域总部，将结合它的研发以及项目资
源，实现两地产业能级提升。上海电气还
与长三角13个省市签订了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在长三角布局了10个先进装备制

造基地，50％以上的产业配套在这片区
域，其中仅无锡就有500多家公司是上海
电气长期稳定的供应链企业。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董事长郑建华
说，下一步他们还将积极推动长三角地区
创新基地的建设：“我们在长三角地区的
整个供应链、配套链的比重会从现在的
50％提升到70％。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研
发基地的建设也会有更大的力度，新研发
基地的实施和推动，将会有力地推动长三
角地区的创新链的建设和上海电气的创
新能力的提升。”

作为中国目前拥有先进芯片制造主
流工艺技术的国有企业，华虹在长三角一
体化进程中乘势而上，将自身优势向周边
投射，去年9月，无锡华虹七厂实现建成
投片，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华虹生产规模，
也提升了无锡通用半导体制造的竞争力。

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

去年底，《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发布，明确长三角地区要加
快发展智能汽车产业链，率先开展智能汽
车测试，实现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化应用。
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已向江苏
中智行、浙江吉利颁发了国内首批长三角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牌照，进一步推动了区
域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工作的互联、互
通、互认、互信。

航空产业也是长三角发力的重点方
向。今年6月，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
起点——上海松江区，中国商飞召开大

会，全面启动产业链合作。据透露，目前
在G60科创走廊沿线的九座城市中，已进
入中国商飞产业链合作库的企业超过
1000家，有100多家成为重点培育对象。
这也将全面提升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民
用航空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和国际影
响力。

产业发展也追求“高颜值”

不久前，两省一市经信（工信）部门
和示范区执委会，紧扣“高质量”和“一体
化”，共同编制发布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产业项目准
入标准（试行）》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
化发展示范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2020
年版）》，在全国首次实现了跨省级行政区
域执行统一的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和统一
的产业项目准入标准，实现“一个目录管
方向”，加快培育新动能；“一个标准管准
入”，从源头提升产业新增项目质量。《指
导目录》指出推进示范区产业向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准入标准》
则明确准入条件，提升先行启动区新项目
招引质量。

《指导目录》和《准入标准》将有助于
示范区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长三角“绿
色创新产业之心”。下一步，一体化示范
区将着力打造以功能型总部经济、特色型
服务经济、融合型数字经济、前沿型创新
经济、生态型湖区经济等“五大经济”为主
的产业体系，显著提升示范区产业发展的
创新浓度、经济密度、环境友好度和产业
契合度。新进产业项目应符合示范区功
能定位与“五大经济”为主的产业导向，明
确科技人员占比、研发投入强度等要素指
标，还对投资强度、产出强度等方面提出
量化指标。

上海市经信委方面透露，下一步，两
省一市、两区一县还将进一步优化招商引
资方式、加强政策配套和环境营造，让生
态绿色的“高颜值”和产业发展的“高质
量”成为一体化示范区最鲜明的特征。

（叶 薇）

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力量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力量

上海市探索新长三角发展格局上海市探索新长三角发展格局
本报讯 近日，湖南省统计局发

布最新数据，1 至 7 月湖南省工业投
资同比增长 10.5%，比上半年加快 1.1
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 7.0%，比上半年加快 1.2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4.5%，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为全省规模
工业持续转型升级奠定基础。

在 7月份，湖南全省规模工业 39
个大类行业中，有 26个增加值增长，
增长面为 66.7%。专用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等 4个重点行业发展最为稳健，
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12%以上。

近六成重点工业产品增产，其
中，口罩、医用口罩、服务机器人等产
品实现数倍增产，混凝土机械、起重
机、建筑工程用机械等产量均同比增
长 50%以上，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
半导体光电器件等产量均呈现两位
数增幅。

近六成重点工业产品增产

湖南省规模工业平稳开启今年“下半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