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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广东
省黄埔海关获悉，今
年一季度广东省东莞
市出口镜架及太阳眼
镜货值达34.15亿元，
同比增长 26%。其
中 ，智 能 眼 镜 出 口
4.04 亿元，同比增长
508.5%，成为眼镜行
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新
亮点。

东莞市拥有成熟
的眼镜生产产业链，
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眼
镜生产基地，是中国
眼镜制造业和全球眼
镜生产出口的主要地
区之一。这里聚集了
全球最大的眼镜生产
和零售企业，生产的
众多品牌镜架及太阳
眼镜畅销全球各地。

据了解，如今的
AI 眼 镜 ，集 智 能 显
示、家居控制、翻译、
健康监测、导航等功
能于一身，已被广泛
应用于教育、娱乐、旅
游等领域。轻量级的
智能眼镜迎来技术迭
代与产品更新，也给
东莞眼镜行业带来了
新的机遇。（中 新）

近段时间以来，湖北、陕西、山东等
地加快部署新质生产力发展“路线
图”。记者梳理发现，各地主要围绕科
技创新、绿色转型、营商环境等多个领
域布局，促进产业焕“新”提“质”，经济

“含绿量”显著提升。

科技研发创“新”提“质”

各地在谋篇布局新质生产力时，不约
而同地将创新列为发展重点。

对传统优势制造业，广东利用数字技
术进行改造，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提升生产效率；对未来产业，
稳步推进场景应用丰富程度，打造全新的
产业链供应链和产业集群。广东省委组
织部部务委员袁纲表示，广东着力打造
国际一流创新平台，瞄准产业科技“卡
脖子”技术领域和战略必争领域，吸引
集聚产业科技高端创新人才，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融合发
展。广东省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7年
居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
群”连续4年居全球第二，全省研发投入、
研发人员数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发明
专利有效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等主要
科技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
要素。”山东省副省长宋军继表示，接下来
将紧紧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推进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他透露，山东
正在研究制定“新质生产力培育三年行动
计划”等文件，将于近期印发实施。

今年一季度，天津全社会研发投入强
度达到3.49%。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
工介绍，下一步将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焕
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比
如，着力培育城市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功能，依托科技资源和制造业的配套优
势，聚力打造区域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
认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
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
各领域的创新，以及这些创新成果在更大
范围内的扩散应用，共同构成了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能，是新质生产力的整体呈
现。总的来看，我国新动能正持续成长壮
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绿色转型赋“能”增“效”

川西高原的雅砻江奔流不息，沿江的
水光互补项目、抽水蓄能电站，仿若巨大
的“充电宝”，平抑着风、光等绿电的波
动。同时，四川推动绿氢全产业链发展及
推广应用，统筹推进水、风、光、氢、天然气
等多能互补发展。四川联合重庆打造“成
渝氢走廊”，以成都、重庆为枢纽，串联节
点城市，形成一条氢能创新、示范应用的
走廊。

向绿色要发展效益、从绿色中寻找竞
争优势，正成为地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关键路径。

目前海南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岛”，大
幅降低碳足迹，清洁能源装机比重达
78.5%，位居全国前列。“我们将探索更多

变‘碳’为‘宝’的实践路径，建设清洁能源
岛2.0版，发展海上风电、光伏等绿色产
业，推动绿氢‘制储输用’，推进石化新材
料等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海南省委副书
记、省长刘小明说。

“我们将发挥福建在清洁能源、绿色
产业上的优势，大力发展动力电池、海上
风电、新型储能等产业，壮大绿色服务业，
打造节约、循环、绿色低碳的供应链。”福
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介绍，福建将尽
快实现全省制造业企业100%使用清洁和
绿色电力。

江苏以数智、绿色技术推动传统产业
焕新，省财政专门安排2亿元奖补资金启
动实施化工企业老旧装置更新改造行
动。江苏省副省长胡广杰表示，接下来将
以落实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为契机，
实施工业企业技改项目贷款贴息、设立技
改项目专项贷款等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动
钢铁、石化、建材等传统产业先进产能的
比重持续提升。

在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
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连平看来，我国未
来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
路，进一步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做强绿色
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
产业，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未来
绿色低碳和节能板块有望继续得到资金
青睐。

营商环境铺“路”筑“基”

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

多地强调“改善营商环境”这关键一招。
比如，辽宁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先手棋”
“关键仗”，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优
化政务服务，着力惠企利民，努力探索
出一条符合辽宁实际、具有辽宁特色
的新路子。

吉林已连续四年把优化营商环境
大会作为“新春第一会”。吉林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蔡东表示，今年吉林还
将组织实施“营商环境优化重点行动”，
确定了 40项具体攻坚举措，就是要从

“关键小事”抓起，打造“办事不求人”
“审批不见面”“最多跑一次”的一流营
商环境。

浙江省中小企业法学研究会会长胡
祥甫认为，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
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
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
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胡祥甫说，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形
成新的产业形态、新的经营模式，民营
企业须投入更长的时间、更大的投资、
更多的人力物力。这就需要政府牵头
各方共同努力建成一个长期稳定、可预
期、有安全感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表示，下一
步，北京将坚持问题导向，以提升企业
的获得感为最终目标，努力打造营商服
务的“北京服务”品牌。 （综 合）

夜晚的景德镇流光溢彩、窑火不熄，古老的千年瓷都充满现
代活力。依托御窑厂遗址出土瓷片建立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是
著名的网红打卡地，这里24小时灯火辉煌，璀璨的瓷器向游客们
讲述着火与土的千年传承与创新故事。

8公里外，是一座现代化陶瓷工业园区，这里机械运作声不绝
于耳。4月27日晚，记者在园区陶瓷智造工坊看到，一辆满载瓷
坯的窑车自动驶入长达62米的隧道。这条隧道的专业名称叫高
温还原隧道窑，瓷坯将在隧道里经过14个小时1380℃的高温烧
制，最终幻化成瓷，华丽变身。

由于起燃成本非常高，为保障产能，高温还原隧道窑还配置
了相应的静压设备。“这种设备几秒钟就可做出一件瓷坯，节省了
大量时间。”景德镇邑山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包义介绍，该设备通
过300公斤的压力可将干粉直接压制成型，从而省去了烘干环
节，缩短了三分之一的制作流程。这使得生产效率提高了80%，
变形率则从15%降到了5%。目前该企业的两座隧道窑日产量可
达3万件。

刚性的全程自动机械化，确保了瓷器的标准化生产；一条条
柔性生产线，则让景德镇瓷器产业充满更多可能性。

在陶瓷智造工坊里，伴随着精密仪器的制作声，形态各异的
瓷器正舒展着身姿。传统陶瓷设计在图纸绘制、实物测量和模型
制作环节，主要运用手工和传统测量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受设
计者经验、制作材料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在这个工坊里，瓷艺师手持多功能3D扫描仪扫描一下泥模，
3分钟左右就完成了泥模高精度3D数据采集。随后工作人员将
数据导入专业的3D设计软件，并调整出想要的尺寸，即可将模型
导入3D打印机/CNC精雕机。随着白色激光点的舞动，一座陶瓷
母模“平地起高楼”般生成。

凭空想象出的形状，经过电脑扫描制作成模具程序，也可以
进行3D打印。“过去定制一件工艺品大概需要5天时间，现在20
个小时就够了。”瓷艺师熊星说。

在产业布局上，景德镇市不仅“刚柔并济”，还有着超前视
野。先进陶瓷是全球高科技领域的“必争之地”，也是陶瓷产业转
型升级的潜力所在。从2021年起，景德镇市明确把先进陶瓷作
为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其先进陶瓷产业近年来呈现出蓬勃发展
态势，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实现了国内小型高容车规级
MLCC产品的进口替代，高纯氧化铝粉体产业化制备技术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奥超声波传感器、换能器件等系列产品在国内市场
处于领先地位等。

该市计划到2025年，先进陶瓷产业规模达到500亿元。这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景德
镇陶瓷工业。

“景德镇计划将加快推动陶瓷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奋力把‘千年瓷都’这
张靓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胡雪梅说，未来景德镇将推进日用陶
瓷规模化、艺术陶瓷精品化、先进陶瓷高端化，努力再创“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繁
荣景象。 （科技日报）

连日来，广西凭祥产业园区宁明片区各企业开启奋进模式，铆足干劲
赶订单、保生产、抢市场、扩产能，不断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

在广西祥盛家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30万立方米定向结构刨
花板（OSB）厂房里，一台台生产设备马力全开，木料加工、板材打包……生
产设备不停运转，工人们正在赶制发往全国各地的订单产品。该公司投资
7亿元建设的这条生产线，可生产厚度8毫米至40毫米不同规格的三层定
向结构和五层可饰面定向结构刨花板产品。据悉，今年一季度，该公司生
产线实现单月产量创新高，累计产量达11.7万立方米，同时收到产品销售
订单占全年产能的6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8%。 （宁 宣）

湖北省十堰市是南水北调核心
水源区，最大的优势是生态，最好的
资源是水资源。在守护一库碧水永
续北送的同时，十堰不断优化产业结
构，抢占水经济发展新赛道，突破性
发展绿色食品饮料产业，一库碧水正
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动力源泉。

在丹江口库区沿线，独特的气候
条件，让此处种植的柑橘，成为了当
地富民的主导产业。去年，北京一轻
食品（丹江口）产业园的生产线试生
产，将当地柑橘加工成柑橘饮料，进
一步延伸了产业链，提高了柑橘产品
附加值。

北京一轻食品（丹江口）有限公
司综合办主任王勋介绍，预计整条产
线满产后，年产茶饮料、高端饮用水、
含气鲜倍果汁、HPP桔汁和果蔬汁等
饮品 30 万吨，年需柑桔约 6 万吨，占

丹江口市柑桔总产量 30%左右，实现
销售收入约 10亿元。

做活水经济，关键在水。十堰水
资源丰富，水源区面积大，是全国首
批“中国好水”水源地。眼下，十堰正
围绕深度开发优质淡水资源，加快水
经济产业链布局，打造“十堰造”饮用
水产业集群。

十堰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曹
峻介绍，“十堰造”饮用水产业集群整
体布局以纯净水为主，以茶饮、果蔬、
碳酸、风味、植物饮料为辅;酒精饮料
要充分结合武当文化、黄酒文化，重
点发展特色黄酒、白酒、啤酒和果酒
类饮品。

同样，依托优质的水资源，十堰
市各地加快推动设施渔业发展。在
郧西县河夹镇，当地政府和企业联手
打造的智慧生态渔场，产出效益超过

传统大水体养殖。这段时间，不断有
武汉、陕西的客商前来采购。

以水为媒，当地通过发展设施渔
业，已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基
地+农户”利益联结模式，实现了生态
改善、产业提质、农民增收的多重
效益。

郧西县河夹镇党委书记郑荣平
表示，生态渔场基地从去年投产至
今，每年可产鲜鱼 150 万斤，直接效
益达到 3000万元，村集体可享受每公
斤 1元的固定分红收入。

目前，十堰正加快推进突破性发
展绿色食品饮料产业三年行动，着力
构建绿色高效生态特色产业生产体
系、加工体系和市场体系。一库净水
带动了香菇制品、木瓜饮料、鲟鱼养
殖等特色农业产业，并形成了绿色产
业链条;在竹山，潘口、龙背湾等绿色
水电产业风生水起;在竹溪，芙丝矿
泉水销往国际市场;在房县，家家户
户都能酿造的黄酒，成为了地方特色
名片。与水密切关联的绿色食品饮
料产业集群初具规模。2023年，全市
绿色食品饮料产业综合产值 761.5亿
元，同比增长 13.7%。其中加工产值
508.5亿元，占比超过 66%。

曹峻表示，将做强优势产业饮
料、蔬菜及食用菌产业，壮大设施渔
业潜力产业，提升茶叶、水果等传统
产业，力争到 2025 年，十堰市饮料综
合产值达到 150 亿元，绿色食品饮料
综合产值突破 1000亿元。

（堰 文）

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部署“路线图”

多地推动提升传统制造业“含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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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十堰打造千亿元级绿色食品饮料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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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京一轻食品（丹江口）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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