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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黑色机柜上蓝灯闪烁，由
上千台服务器组成的大规模算力集
群犹如“超级大脑”日夜不停地运转。

一条条流水线上机械臂操作灵
活，最快能1秒产出1颗电芯，2.5分钟
生产1个电池包。

一座座煤矿矿井里遍布传感器和
监控设备，现代化机械取代工人挥舞钢
钎镐头，地层深处的变革不断推进。

……
这些生产画面，是贵州推进新型

工业化的生动写照。紧扣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
的贵州，经济结构正在悄然变化。

一张“算力券”的发放
算力是数字时代的生产力。贵

州是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数
据中心建设起步较早。当前人工智
能大模型蓬勃发展，贵州抢抓“风
口”，驱动数据中心从存储中心向“智
算优先、算存一体”加快转型。

位于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的华
为云高端园数据中心规划总投资 87
亿元，占地面积约 1904亩。在这里，
多个机房正在加紧建设。施工现场，
塔吊林立、工程车穿梭。进入部分已
投用的楼栋，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只
见一排排高两米、酷似黑色储物箱的
AI机柜整齐排列，令人仿佛置身科幻
大片中的场景。

“我们采用液冷与风冷相结合的
技术降低能耗。”项目现场负责人谭
明欢介绍，今年园区还要完成 6栋机
房的交付，预计部署算力卡将达到 25
万张。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的数
据显示，去年，华为云、中国电信等智
算中心相继落地，部署的智算芯片达
7万张以上，数量较年初提升93倍，规
模位居全国前列。

3月 30日，华为云计算技术有限
公司与贵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正式签
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华为云将在
贵安新区建设华为云智算基地，助力
当地打造全国规模最大的国产算力
基地，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算力供给日益充沛的同时，如何
激发使用需求至关重要。为降低企
业成本，贵州推出算力券这一数字化
凭证。2月 29日，72家省内外企业领
取了该项政策补贴，在购买贵州算力
服务或数据交易产品时可以抵扣一
定比例费用。

算力券发放的执行主体、贵州省
算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平，
在当天的发放仪式上表示，今年当地
拟发放的算力券包含总额1亿元的现
金券和若干实物券。此举将推动实
现算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推动贵州算力产业快速发展。

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
纽节点之一，贵州加快打造面向全国的
算力保障基地。贵州提出，要用好用足
算力券政策，支持激励省内外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等购买算力服务，培育一
批专业化算力运营商，力争2024年带
动算力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

一个“电池包”的集成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电

池包技术日新月异。比亚迪集团旗下

的弗迪电池有限公司深耕行业 20余
载，自主研发的专利产品“刀片电池”
不仅供集团自用，也服务其他车企。

在贵安新区由 16栋建筑组成的
弗迪电池厂房内，上千名工人正在工
作。车间内，锂电池分选机、点焊机
等现代化设备高速运转，一块块动力
电池陆续下线。经过1万多次的充放
电试验检测后，合格的电池包成品将
包装发货，专门给比亚迪海鸥系列新
能源汽车使用。

2022 年弗迪电池与贵安新区签
约，总投资 25亿元建设年产 10吉瓦
时（GWh）动力电池生产线。2022 年
10月第一条生产线投产，实现了当年
签 约 、当 年 开 工 、当 年 建 成 投 产 。
2023 年 ，该 公 司 完 成 工 业 总 产 值
41.95亿元。

“现在4条生产线都已投入生产，
每天可出货400多个电池包、3万多颗
电芯。”项目经理宋哲表示，“刀片电
池”因形状像刀片而得名，相比传统
磷酸铁锂电池，具有能量密度高、空
间利用率大的优点。

依托丰富的磷矿资源和较低的
劳动力成本，贵州正积极建设新能源
动力电池及材料研发生产基地。去

年 10月，占地约 885亩、总投资约 70
亿元的宁德时代（贵州）新能源动力
及储能电池生产制造基地项目一期
正式投产。其自动化率达到 95%，从
投料到成品产出的周期内，可实现 1
秒产出 1颗电芯、2.5分钟生产 1个电
池包。

“我们将持续采用领先的技术、
先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深度参与贵
州新能源产业生态建设。”宁德时代
董事长曾毓群在项目投产仪式上说，
企业将在磷矿开采、原材料生产、锂
电池制造、电池回收等全产业链践行
绿色低碳理念，为当地新能源产业持
续建链、补链、延链、强链。

今年，贵州提出要实现新能源电
池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长
15%。为完成这一目标，目前当地正
在招引一批生产服务的配套企业来
完善产业链图谱，更好发挥集聚效
应，减少企业生产成本，从而提高贵
州制造的产品竞争力。

一块“动力煤”的重生
贵州煤炭资源丰富，素有“江南

煤海”之称。作为贵州传统优势产业
之一，近年来，贵州大力推动煤炭工
业转型升级，煤矿规模化、机械化、智
能化迈出实质性步伐，为煤炭工业健
康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走进贵州发耳煤业有限公司发
耳煤矿的调度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井
下生产、通风、运输等实时画面不停
地在大屏幕上跳动，工作人员不时通
过电话指挥井下工作。

2018年，发耳煤矿在贵州率先建
成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成为贵州省第
一家实现综采工作面智能化、生产辅
助系统信息化的矿井。得益于5G、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运用，矿井实现
了节能增效。2020年，发耳煤矿入选
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建设煤矿。

“煤矿智能化改造后，井下的工
作人员大幅减少，生产效率反而提升
了47%。”贵州发耳煤业有限公司机电
环保科负责人宋健说，智能化综采工
作面运行后，现场工作人员每班由 16
人减少至 10人；生产辅助 7个子系统
现场值守人员由过去的 74人减少到
目前的21人。他表示，随着智能化设
备的投运，在集控中心远程操控，就
能对生产过程中机电设备出现的故
障及时做出警告提示，以便准确判
断、快速处置。同时，通风机、压风机
等5个子系统实现了无人值守。

“现在的煤矿设备更加先进，工
作强度更低，也更加安全。”在煤矿工
作近20年的李孔活，亲身经历着机械
化、智能化给煤炭采掘业带来的巨
变。他告诉记者，现在不仅能对井下
人员实时精准定位，而且 3个人以上
的作业点全部实现监控视频覆盖，工
作起来心里更踏实了。

贵州发耳煤业有限公司煤矿智
能化转型之路，是眼下贵州推动传统
煤炭产业转型升级的真实写照。近
年来，贵州大力推进煤矿智能化机械
化升级改造，到 2020年底，全省煤矿
已实现正常生产煤矿采煤机械化率、
辅助系统智能化率“两个100%”，信息
化、智能化还将进一步重塑这一传统
产业。 新华社贵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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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车间”加快应用，“5G采矿”日
趋成熟，“黑灯工厂”日夜不停……

近年来，江西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工业
化，全力推进企业数字化改造，围绕千亿
级产业布局创新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企业和政府的发展理念不断刷新，生产一
线涌动着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活力与动能。

“新成本观”：从靠扩规模
降成本到靠大数据增效益

订单趋势、成品日产量、耗能情况等
数据一览无余，一目了然。走进江西华远
针织有限公司，一块科技感拉满的综控大
屏引人注目。

“过去企业生产比较粗放，看重生产
规模，存在大量浪费。”华远针织公司负责
人高文根说，有时候客户虽然只要1公斤
样品布，但一开动机器，就得生产至少200
公斤产品，仅“样品费”每年就浪费几十万
元。近年来，公司投资上千万元进行数字
化升级，实现以销定产，成本大幅降低。

“现在我们可以做到 2克布与 2吨布
的单位成本相同。”高文根说，数字化升级
一次性投入虽然较大，但从长远看，综合
收益更为可观。

华远针织的变化是江西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缩影。江西千亿级产业达 14个，
传统产业占全省工业比重约七成。为增
强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近日出台的江西省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提出，力争用
两年左右时间，推进数字化改造企业1万
家以上。

加“数”蓄能，降本增效，“江西制
造”正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迈进——

“数字车间”再造生产流程，现代化高
端生产场景不断涌现。江西铜业集团近
年来大力推进采矿、选矿、冶炼等全流程
改造升级，“5G挖矿”“智慧矿山”等新场
景越来越多。

“以往阴极铜运输、取样、称重等 12
道独立工序互不衔接，如今被‘数字车
间’彻底打通。通过改造升级，全厂综
合能耗降低 7%以上。”江铜贵溪冶炼厂
厂长吴军说。

智能改造变“傻大黑粗”为智慧化“黑
灯工厂”，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新钢集团
投资约100亿元启动转型改造升级。在企
业薄板作业区，只见设备指示灯不停闪
烁，机器人24小时自动作业，无人化运行
率达99%以上，小时出库吨位提升120%。

绿色转型使低碳发展成色越来越
足。玻璃纤维企业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
司通过数字化改造，企业运营成本下降
20%、生产效率提高 21%。公司使用新
矿物原料替代过去的硼钙石、芒硝等，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等污染物大幅减
少，公司的上千种玻璃纤维产品如今广
泛用于风力发电叶片、海上钻井平台等
上万个领域。

以数字化改造为牵引加快转型升级，
江西制造业出现“一降一增”：近两年全省

制造业高耗能行业用能占比较“十三五”
初期下降9个百分点，2023年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新市场观”：从“适应市
场”到“创造市场”

春节后开工第一天，江西凯马百路佳
客车有限公司的客车在非洲的乌干达成
功生产下线。2023年公司销售额比上一
年增长 244%，销售增量全部来自海外市
场，今年公司产品销售继续红红火火。

“相比于被动适应市场，主动创造新
市场更能让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公
司副总经理李晗表示，去年公司设立4个
外籍专家工作组，研发适合不同海外市场
的新产品，目前公司产品远销 38个国家
和地区。

创造市场，关键靠创新。
近年来，江西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

链，聚焦有色金属、电子信息、新能源等
14个优势产业链，分批组建由龙头企业
或高校院所牵头的 24个创新联合体，着
力提升产业链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

入夜，南昌艾溪湖森林湿地公园金黄
色景观灯光影斑斓。这些“光”，来自距此
不远的南昌大学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依托这个中心，江西开辟世界第三条
蓝光 LED技术路线，实现从硅衬底蓝光
LED“国际并跑”，到硅衬底黄光 LED“国
际领跑”。在此基础上，江西组建发光材
料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聚合科研平台及
优势企业，变原创技术优势为全产业链生
产优势。

南昌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大功率 LED
光源生产基地，手机闪光灯和移动照明出
货量全球第一，全球每 3部智能手机，便
约有 1部运用了硅衬底技术 LED手机闪
光灯。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品、壮大新产
业，可以形成更多增长点、增长极。

近年来中药国家大科学装置、中国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等一批“中字头”“国字
头”重大平台相继落地，助力江西制造业
转型升级。

赣南有“稀土王国”之称，资源强、科
研弱曾是这里的痛点。为此，赣州市着力
引进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国家稀
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构筑稀
土科研“最强大脑”。短短几年时间，仅赣
州高新区就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67家，稀
土新材料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被认定为
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

近年来，江西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
排名不断前移，动能转换加快推进。2023
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分别增长9.1%、9.1%，占规模以上工
业比重分别为28.1%、39.5%。

“新服务观”：从拼土地、拼
政策到拼效率、拼环境

引进一个制造业项目需要多久？在

南昌高新区，最快仅需1个月。
不久前，受外部因素影响，移动智能

终端生产企业江西美晨通讯有限公司负
责人吴中军为一个配件供应不足而头
疼。了解情况后，当地政府迅速派出小分
队专项招商，争取到广东一家相关企业来
南昌发展。项目从洽谈签约、注册装修到
设备进驻仅用1个月。“市场瞬息万变，在
企业发展紧要关头，政府帮了我们一把。”
吴中军感慨地说。

发展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
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着力打通堵点
卡点，让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

“快”字当先，对标一流提升办事
效率。

线上兑现惠企政策的企业覆盖率达
80%以上；整体推进相对集中许可权改
革，实行“一枚印章管审批”；聚焦招标投
标、获得信贷等18个重点领域，对标最高
标准推出改革硬举措……江西坚持从企
业需求出发，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一号改革工程”，着力破解企业审批、融
资、用能等方面的难题，让各类要素跟着
项目和需求走。

位于彭泽县的江西贝特利新材料有
限公司去年计划增资扩产，但因当地项目
用地空间有限，准备去外地“另起炉灶”。
获悉这一情况后，当地政府通过协商置
换，让贝特利新材料公司利用仅一墙之隔
的闲置土地就近建设二期项目。“企业不
用再新建公用设备和综控平台，仅此一项
就节省资金近 1亿元。”公司运营总监朱
金路说。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尊
重企业发展规律，政府要把有限的资源配
置给合适的项目，从而发挥最大效益。”彭
泽县县长任佳佳说。

“链”上发力，强链补链培育产业
生态。

江西锚定重点产业集群，大力实施强
链引链补链行动，推行“链长+链主”“链
长+园区”“链主+基金”工作模式，推动产
业链与政策链、资金链深度融合，使主链
更壮更优，支链更紧更茂。

南昌高新区航空城产业园、吉安电子
信息产业集群、鹰潭铜产业集群……集群
发展，链式提升，产业循环体系环环相扣、
层层嵌套，推动着江西制造业产业能级不
断提升。

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产业
生态，江西制造业企业增资扩产现象不断
涌现。在彭泽县，仅在 2023年实施的增
资扩产项目就多达31个，总投资超270亿
元。在南昌经开区，世界500强企业费森
尤斯卡比集团，已先后三次增资扩产，如
今这里成为该集团在亚洲最大的医疗器
械生产基地。

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转型，技术创新驱
动产业升级，深化改革汇聚发展活力，具
有江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加快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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