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铁西，“独角兽企业”沈阳微控
公司加班加点，以应对订单暴涨；大连
长兴岛，陆续投用的洁净能源和精细化
工中试基地“一房难求”，众多高端化工
项目排队待入；盘锦高新区，20 多家上
游零部件制造商装修厂房、安装生产
线，配套“隐形冠军”中蓝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共建高端光学电子园……

近年来，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
任务，辽宁以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的

“双引擎”，推动传统产业向新求变、新
兴产业破浪向前、未来赛道积极布局，
这个昔日的老工业基地，奋力跳出“傻
大黑粗”的刻板印象，向新产业要地加
速迈进。

“老家底”新起来
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7 组大型

机柜内 56 台服务器正高速运转。距此
两公里外，拥有百年历史的大连冰山集
团研发部门内，工作人员将电脑上的模
型研发数据通过网络传输给计算中心，
等待计算结果。

“与以往使用本地计算资源相比，公
共算力让冰山集团的计算效率提高了好
几倍。”大连人工智能计算中心首席运营
官辛延魁说，中心规划建设的300P人工
智能算力，已为50多家制造企业和科研
单位提供技术支持，“未来引入超算模
组，运算效率有望再提升30倍。”

作为全国最早建成的工业基地之
一，辽宁工业门类齐全、体系完备，特别
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矿产冶金等产
业，在全国举足轻重。用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等赋能传统制造业，是辽
宁激活“老家底”的新出路。

在前几年推动数字技术单点应用
于传统企业的基础上，辽宁推动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制造业全链条普及。而今，
以平台化设计、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
制、数字化管理为方向，辽宁的“老家底”
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拥抱“数”“智”，“老字号”年轻了。
走进沈鼓集团透平公司转子车间，

一台台数字化工位机有条不紊地工作，
图纸、工艺流程、物料等信息在显示屏
幕上一目了然。成立于 1952 年的沈鼓
集团，智能车间已实现人、机、料等生产
数据线上全管控。

“全面拥抱数字化给公司带来一场
全新革命，生产成本更低，产品质量更
优，让沈鼓装备有了更强市场竞争力。”
沈鼓集团董事长戴继双说。

更多“老字号”重焕青春。特变电
工沈阳变压器公司配备国内首条套管
机器人自动装配生产线，可兼容 607 种
产品的共线柔性化生产；沈阳海尔冰箱
互联工厂打通供应商和用户的“端到
端”联接，实现大规模定制化生产……
目前，辽宁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已达到79.6%，在21项两化融合指标中，
17项指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数。

以老生新，辽宁数字经济不断做大。
沈阳梵天，一家为传统装备制造企

业提供设计服务的公司，近年来开发数
字系统实时监控工厂机器设备的运行
状态，实现了制造需求与闲置产能的交
易撮合，帮助许多工厂接到新订单。类
似从传统制造业中挖掘的一个个虚拟
应用场景，正让数字化变成一个产业，
在辽宁制造中占据的比重逐步提升。

走进沈阳市浑南区的沈阳国际软
件园，停车一位难求，4万多名年轻人聚
集这里，从事工业软件、物联网等的开
发应用，为传统工业提供数字化服务，
去年园区营收超过630亿元。大连市做

强数字经济核心区，加快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英特仿真、遨海科
技、鑫海智桥等公司的分析软件和解决
方案，让工业制造开始变得轻盈灵动。

新产业壮起来
“粗、重、大”的产业家底曾为辽宁

创造了辉煌，但仅靠“工业一柱擎天，结
构单一”的“二人转”没有希望。辽宁人
以凤凰涅槃的决心、腾笼换鸟的勇气谋
转型，坚持同步开发新产品、培育新应
用、投入新资源，让战略性新兴产业“串
珠成链”，让一条条面向未来的新赛道
渐次伸展。

——产业“新树”茁壮成长。3月21
日，德国宝马集团对外宣布，2023 年宝
马集团向全球客户交付纯电动车超过
37.5万辆，同比增长74.2%。作为宝马集
团在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沈阳
大力招引动力电池等产业链配套项目，
助力宝马追赶新能源大潮。去年，沈阳
市新能源汽车产量超10万辆。

不仅是新能源车，辽宁聚焦航空装
备、集成电路装备、机器人等产业集群
建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由弱到强，
开始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的产业格
局。2023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 8.8%，高出制造业增加值增幅 2.5
个百分点。今年前两个月，全省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9.5%。

——未来“种子”加速萌发。辽宁
大连中远海运重工造船厂内，一艘在建
的无人驾驶船正在安装调试设备。由
大连海事大学跨学科多专业组成的科
研团队，将为这艘船装上“超级大脑”。

“只要输入目的地，这艘无人驾驶
船就可自动开行，远距离遥控。”大连中
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经理
王树山说，船舶计划今年建成交付。

从研发无人驾驶船舶、汽车技术，
到开发人形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从
探索半导体碳基材料温控器件，到研制

“海翼号”水下滑翔机，辽宁结合地方实
际布局的一批未来赛道开始成型起势。

“别看今天只是一粒小小的种子，
未来可能长成参天大树。”辽宁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梁启东说，辽宁发展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不是“要不要”的问题，
而是“快与慢”“多与少”的问题，“在激
烈的区域竞争中，谁起步早，谁才能赢
得先机”。

原动力强起来
3月15日，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牵头的辽宁省机器人重点实
验室群揭牌，这是辽宁今年拟组建的20
个左右省重点实验室群中的第一个。

“组群将解决过去各个实验室研究
方向分散问题，同时与行业龙头企业加
强联系，凝练需求，真正把机器人前沿
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验室群主任
刘连庆说。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金属
所、大连化物所……拥有一批“大院大
所”的辽宁省科教资源丰富。纵观过
往，脱胎于东北大学的东软集团，如今已
成长为国内领先的IT解决方案和服务供
应商；孵化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所
的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已跻身国内最大的机器人制造企业
行列。这些都让辽宁人深知，产业之树
长得大，离不开创新根系扎得深，老工业
基地要加快打造重大技术创新策源地，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原动力。

——集中“兵力”布局创新平台。
“张开五指”不如“攥指成拳”，辽宁聚焦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等优势产业，
高水平建设沈阳浑南、大连英歌石两座
科技城，组建辽宁材料、辽河、滨海、黄
海四大实验室。短短一年多，辽宁四家
实验室就实施重点科研项目56项，推动
在辽转化科技成果 89 项，合同总金额
3.77亿元。

——精准“撮合”促进成果转化。
依托中国科学院金属所专利技术成立
的辽宁冷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如今
主动式半导体控温器件已实现批量供
货。“我们科研团队将专利技术作价入
股，省市也是一路绿灯，从项目选址到
建设全程支持。”中国科学院金属所研
究员孙东明说。

搭建“产学研用金服”的对接平台，
建设各类中试基地……辽宁小步快跑
完善服务体系，助力全省科技成果本地
转化率去年达到55.5%，科技成果“墙内
开花墙外香”的状况正在改变。

——梯次培育密植创新主体。辽宁
梯次培育、接力扶持在各个细分领域掌握

“独门秘笈”的中小微企业，去年新增“雏
鹰”“瞪羚”企业1029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4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3.3万
家。全省实施“兴辽英才计划”和“百万学
子留辽来辽”专项行动，去年引进海内外
优秀博士和高级职称人才同比增长77%，
引进高校毕业生同比增长20.8%……

“一度困扰辽宁的人才外流问题，如
今开始逆转。”辽宁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
处处长王玉辉说，辽宁干事创业的舞台
无比广阔，随着更多人才来辽留辽，曾经
的“共和国工业长子”必将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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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
龙江考察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
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黑龙江深入发掘科教资源富集、
产业基础坚实等优势，进一步发挥科
技创新“增量器”作用，赋能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和未来产
业，推动全省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加
速前进。

激活科技创新强劲增量
眼下，在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

核电站，被视为“核电之肺”的高温气
冷堆蒸汽发生器运行良好。核电站于
去年年底投入商业运行，标志我国在
第四代核电技术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
平。其中，高温气冷堆蒸汽发生器是
哈电集团携手相关机构打造的“国之
重器”。

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
公司技术部经理马东华说，公司在打
造蒸汽发生器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技
术创新，仅设计图纸就有2400多张，攻
克了多项关键工艺技术和世界级制造
难题。

哈电集团是黑龙江省一批“国之
重器”企业持续推进技术创新的缩影。

在老工业基地黑龙江，集聚着哈
电集团、中国一重等一批行业龙头企
业。它们完成过国家众多重点工程和
研发任务，具有较强的原始创新能
力。此外，黑龙江还拥有哈尔滨工业
大学等 78所高校、120家独立科研院
所，在航空航天、船舶动力、电力装
备、国防军工等领域的创新资源优势
显著。

黑龙江整合上述科技创新资源，
采取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加强核心
技术攻关、持续加大投入等一系列举
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更多科技
创新的“源头活水”。2023年黑龙江全
社会研发投入增长11.9%，全国重点实
验室增至 12家，近 3年省级科技专项
资金投入增幅均超20%。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中的重
要一环。去年以来，黑龙江出台实施

《新时代龙江创新发展 60条》等政策，
推出了实施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专项
支持、股权激励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
具体措施。

“我们突出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
中的核心作用，坚持‘企业出题、科研
解题、市场阅卷’，提升转化实效。”黑
龙江省科技厅重大任务与前沿技术处
处长王秀锋说，企业成为大学科技成
果转化基地，大学成为企业科技研发
中心，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梗阻。

哈尔滨海邻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专注于公共安全行业智能物联网自主
研发，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公司副总裁丁福生说，企业与高
校共同成立智能社会治理信息服务产
业技术研究院，搭建科研与市场之间
的桥梁，已成功开发智慧车辆巡控软
件、信息采集与智能监测平台等多款
技术先进的产品，受到市场欢迎。

2023年黑龙江实现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589项，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
企业数量同比均增长 22%以上，科技
优势进一步向发展优势转变。

“龙江制造”迈向“龙江智造”
走进一重集团（黑龙江）专项装备

科技有限公司厂区，映入眼帘的是现
代化的机床、“上下飞舞”的机器手臂，
偌大的加工现场难觅工人身影。

一重集团搭建“机床+机器手臂”
组成柔性加工单元，解决了产品加工
效率低、质量不高等老问题。智能化
改造后，公司产品不良品率明显下降，
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浪费，整
体产能提升10%。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
与投资部总经理李志杰说，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等已成为推动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
基础和支撑。

设备更新、工艺升级、管理创新
……黑龙江深入实施产业振兴计划，
聚焦能源、化工、医药、汽车、轻工等传
统优势产业，开展千企技改专项行动，
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赋能
传统产业，推动“龙江制造”的“含智
量”“含绿量”持续提升。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数据显
示，2023 年，黑龙江培育省级智能工
厂、数字化车间51个，创建国家级绿色
工厂达38户。

既改造升级“老字号”，也加快培
育壮大“新字号”。

4月3日，总投资25亿元的哈尔滨
联合飞机大型无人直升机产业基地正
式开工建设。整个基地项目建设年限
至 2027年，将建设大型无人直升机研
究院、有人机无人化改造基地、无人机
生产基地等，建成后预计年产值 10亿
元，带动无人机产业生态规模达 50亿
元以上。

投资方深圳联合飞机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田刚印说，黑龙江的航空产
业基础好，有较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和大量飞机研发制造人才。黑龙江
还拥有大农田、大森林、大湖泊、大
界江等，发展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
丰富，未来可能延展出更多产业链
条，让低空经济的发展蕴含更多可
能。目前，黑龙江已成为公司全国布
局的重要阵地。

在 4月 3日举行的黑龙江省重点
项目全面开工现场会活动中，共开工
省重点项目 868个、同比增长 53.6%，
总投资 5493亿元、同比增长 25%。其
中，以低空经济为代表的新引擎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达334个。

黑龙江大力发展航空航天、新材
料、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打造形
成新增长极。2023年，黑龙江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达12.3%。

科技筑牢“中华大粮仓”
近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人工智

能研究院，一场围绕春耕的研讨热火
朝天，研究院副院长金晶不时在白板
上记录着要点。不久后，这里的多个
人工智能大模型将被应用到北大荒农
垦集团有限公司建三江分公司的农业
生产当中。

“我们把农业遥感、长势分析、杂
草识别等多个模型融合在一起，通过
集成示范，将在农场耕种管收主要环
节无人化、精准作业、降本增效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金晶说。

近年来，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
司利用“空天地”数字技术，推动农业
智能化生产。目前已实现集团全域内
北斗导航终端全覆盖，智能育种、精量
点播、作物生育期智能诊断、无人机植
保等先进技术广泛应用。

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进步和
创新。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黑龙江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
向，以发展绿色农业为鲜明导向，不断
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用科
技创新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当好粮食
安全“压舱石”。2023年，黑龙江农业
综合机械化率达 98%以上，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70.3%。

做强“种子芯片”，才能端牢中国
饭碗。黑龙江大力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建成国家寒带作物及大豆种质资
源中期库（哈尔滨），加快建设国家级
大豆种子基地。

“高油高产大豆品种油分较高，但
蛋白含量相对偏低，株型不够理想，耐
密性较弱。我们找到控制其性状的相
关位点，通过基因编辑定向改良。”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副研究
员任洪雷说，基因编辑等新型生物育
种技术让改良品系具备更高蛋白含
量，适宜密植。

2023 年，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5
个品种入选2023年农业农村部主导品
种，12个品种入选 2023年国家农作物
优良品种推广目录，5个大豆品种入选
全国高油大豆前10名。

高端智能农机装备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重要支撑。

黑龙江鲜食玉米种植面积 200多
万亩，但约 90%的鲜食玉米需要人工
收获，成本高、效率低，成为发展鲜食
玉米全程机械化的瓶颈。

作为致力于智能农机研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型制造企业，
去年 9月，黑龙江重兴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与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程科学
研究院联合研制的大型高端智能鲜
食玉米收获机正式下线，收获效率超
人工 60倍。

“良田、良种、良法、良制、良机‘五
良’融合是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创
新探索总结出的增产良方，是由科技
创新主导的农业新质生产力，用了就
有效果。”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
兆成说，黑龙江将统筹发展科技农业、
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强化
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国家多种粮、
种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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