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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新闻

从破产到“破圈”

提起长虹，恐怕在很多人的印
象里，这是一家曾经辉煌现在沉寂
的电视制造企业。但走进长虹，记
者才意识到这误解有多深。现在的
长虹，已经实现巨大转型。“长虹现
在是以制造为主体的科技型企业。”
长虹控股集团党委委员、长虹股份
公司副总经理杨秀彪说道。他介绍，
长虹现有三大块核心业务：第一是
智慧家居制造，且在传统制造业的
基础上进行了智能化升级改造，关
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100%，物流自
动化率达到95%，订单交付周期缩短
至11天；第二是关键核心部件制造，
包括冰箱压缩机、轨道交通电源系
统、5G通信领域核心部件、高速背
板连接器等，其中冰箱压缩机年出
货量超7500万台，连续11年保持全
球第一；第三是新能源板块，高端碱
锰电池每分钟可生产750只，生产效
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0%以上。

记者一行参观了四川长虹杰创
锂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创
锂电”）生产车间。经过自动化生产
流程后，一节节高倍率圆柱锂电池
在这里下线。杰创锂电工艺质量部
长马超告诉记者，这里生产的电池
广泛应用在电动工具、家用吸尘器、

园林工具、电动自行车、低速车等领
域，当前该产线每分钟可生产锂电
池 200 只，企业在该品类细分市场
领域居全球第四位。

从传统电视制造企业到多行业
领军企业，在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
是一段段企业改革的激荡往事。全
球冰箱压缩机出货量冠军长虹华
意，在进入长虹商业版图前，曾经濒
临破产。长虹控股集团旗下四川华
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丰科技”）2023年6月正式在上交所
上市，成为长虹控股集团第七家上
市公司。但在并入长虹之前，华丰
科技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太国说道：“当时的国有企业
有很多历史包袱。”2014 年前后的
华丰科技，年营收在3亿元左右，有
3000多名员工，但能开得出来的工
资总额只有7000万元。不仅如此，
公司还有2000多名离退休职工，需
要企业承担 2000 多万元费用。“当
时员工什么状态？每月收入只有
1100 元，白天正在公司上班，晚上
再去打个零工，这才能勉强填补家
用。”刘太国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声
音还是颤了一下，“优秀员工很多都
离开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丰科技进
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革。由长虹控股

集团引领企业调整，使主营业务部
门得以“轻松上阵”。对于“减负”后
的公司，华丰采取了让员工持股做
主人的方式，调动员工积极性。在
核心团队的坚持下，华丰啃下了高
速背板连接器的科研硬骨头，攻克
了多项“卡脖子”技术。现如今华丰
科技在高速背板连接器领域居国内
第一位，专项连接器装备应用在长
征系列火箭、神舟系列飞船、“嫦娥
号”“天宫号”等重大航天项目中。

科技赋能新产线

绵阳京东方项目以 AMOLED
柔性屏生产为主营业务。自 2019
年投产后，产值实现大幅攀升。在
绵阳京东方展示厅，记者看到了诸
多搭载京东方柔性屏的手机。从厚
到薄、从重到轻，展示区样机的变化
反映出京东方技术水平的提升。“传
统的屏幕都是用偏光片来做的。”绵
阳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福坤向调研团介绍道，“经过几年
的努力，偏光片的厚度从 158 微米
降低到53微米。但现在采用COE
技术，6微米就够了。”

COE是一种无偏光片技术，通
过在OLED屏幕表面形成一层对应
于OLED亚像素的RGB透射薄膜、
并在亚像素之间的空隙使用黑色材

料实现效果。对于OLED发射的显
示光线，偏光片的理论透射率只有
50%；而COE技术理论透射率则可
以达到100%。之所以要采用COE
技术，除减轻机身重量与厚度外，还
有一项很重要的原因是延长折叠屏
寿命。孙福坤说道，手机折叠时需
要应力释放，而且表面越薄，应力释
放越好。

AMOLED 柔性屏主要用于折
叠屏手机的使用。折痕，是影响折
叠屏使用体验的关键因素。在现
场，孙福坤向记者展示了采用绵阳
京东方柔性屏的折叠屏手机。“这是
OPPO 全球首发的机型，采用的是
京东方内折的技术，也是市面上已
有手机中折痕最轻的产品。”孙福坤
介绍道，“早年间产品的折痕深度在
200多微米，而现在的折叠屏，从正
面看几乎看不到折痕了。”

当前的显示行业正面临着增速
放缓的挑战。对此，孙福坤表示，创
新和新技术是增长的原动力，因此
绵阳京东方将更多地投入到技术研
发中。“京东方的柔性屏正在逐步从
小尺寸向中尺寸、大尺寸转移。应
用场景也在从智能手表、手机向车
载转移。有了更多的应用场景和技
术引领迭代，市场容量将进一步提
升。”孙福坤说道，“我们对未来行情
充满信心。”

绵阳：工业老城焕发新活力

本报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火炬中心（以下简称“火炬中心”）
召开2024年火炬工作座谈会，研究
部署2024年火炬工作。

会议指出，火炬工作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坚持科技创新与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坚持把高质量发展
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坚持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体系
优化布局、科技企业培育、产业创新
发展、科技产业园区和创新工作品
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

“火炬引领、央地联动、体系协同、服
务集成”的工作模式，积累了中国特
色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经验。

会议强调，火炬工作是中国高
新技术产业化的一面旗帜。要提高
政治站位、坚定发展信心；坚持守正
创新、坚定创新信心；强化创新引
领、坚定改革信心。继承巩固、创新
发展，做深做实“高”和“新”两篇文
章，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认真做好2024年
重点工作。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
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二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
快建设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三是着
力强化服务创新，发展高水平科技
服务业；四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
新，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
合化发展；五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
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创新生态；六
是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健全完善管
理体系。

会议要求，充分发挥火炬中心
服务支撑作用，加快打造“火炬”品
牌升级版。推动有组织的科技创
新、有组织的产业发展、有组织的队
伍建设、有组织的管理提升，不断提
升综合竞争力、提升创新能力、提升
国际影响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服务以先进制造业为支
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

会上，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
会和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湖南
省科技厅、广东省科技厅、陕西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大连高新区、无锡高
新区、北航国家大学科技园、上海技
术交易所、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
会等 10 家参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
介绍了发展成效及重点工作，30家
相关单位作书面交流。 （炬 文）

2024年火炬工作座谈会

在北京召开

本报讯 记者路轶晨报道：“贵
州重点打造六大产业集群，工业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43.8%，成为
发展的第一动力。”近日，贵州省委
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记者了解到，当前，贵州正在
加快发展新能源电池、新材料、智
能算力、先进装备等新兴产业，推
进新型工业化。尤其是发展算力产
业。目前，贵州已成为全国智算资
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贵州的算力
将为东部乃至全国算力需求提供有
力支撑。

从 2014 年开始实施大数据战
略至今已有10年，作为全国首个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大数据产业
从无到有，实现了蓬勃发展。

贵州省副省长罗强表示，贵州
近年引进了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如
华为、腾讯，以及三大通信运营商
等，在贵州建设大数据中心，全省投
运和在建的重点数据中心达到 47
个。贵州建成了一批标志性的数字
新基建项目，开通运营国家级互联

网骨干直联点、国际互联网数据专
用通道。去年，中国移动在贵阳建
成了全球首条400G算力通道，从贵
阳到广州、深圳的数据传输，仅需
10毫秒，到杭州16毫秒。此外，贵
州建成了贵阳大数据科创城等一批
重要平台，举办大数据博览会等国
际性盛会，贵州大数据这张名片越
擦越亮。

“今天的贵州，已经成为国家‘东
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之一，贵阳贵
安正全力打造‘中国数谷’。”罗强表
示，贵州将聚焦算力、赋能、产业“三
个关键”，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
产业。

在算力方面，贵州将做大智算
中心集群，提升智算能力，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智算基地。在赋能方
面，贵州将依托华为云盘古大模型，
推动工业智能化转型、旅游场景化
创新、乡村数字化建设，为千行百业
插上数字化翅膀。在产业方面，贵
州将打造“数据中心、智能终端、数
据应用”三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完
善产业生态圈，在数字产业的新赛
道上跑出加速度。

工业成为贵州发展

第一动力

日前，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等4部门联合出
台《关于加快推动河北省低空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若干措施》），探索以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
推动低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晋级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最高奖励500万元

在强化创新引领，提升产业竞
争能力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加
强产品创新攻关，瞄准产品高端化，
加强通用航空装备、通信导航装备、
地面保障装备和飞行服务管理软件
等低空制造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攻
关。深化关键核心技术“揭榜挂帅”
机制，征集发布遴选低空制造业领
域相关需求，鼓励龙头企业或创新
联合体揭榜，经评估验收完成揭榜
任务的，给予一定额度支持。

要建设研发创新平台，聚焦低
空制造业提档升级需求，支持龙头
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开展产业链协同创
新和模式创新，建设重点实验室、企
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等一批
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对晋级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科技
创新平台，给予 300 万~500 万元奖
励性补助支持。

要打造质量品牌体系，坚持通
用航空装备标准化与技术创新、示
范应用一体化推进，实现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协同发展。

打造共享平台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在强化企业培育，推动产业融
通发展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加
强企业梯度培育，聚焦整机研制和
应用，构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鼓励
龙头企业整合资源，强化对产业链、
供应链、创新链的引领和组织协同，
成为具有生态主导力和产业链控制
力的“链主”企业。

要打造共享制造平台，支持各
类市场主体依托龙头企业建设低空
制造共享工厂，推进制造、创新、服
务等资源共享，为中小企业提供关
键核心零部件设计、加工和组装服
务，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要发展智能绿色制造，推动核心
企业在关键零部件制造、装配、物流等
环节，建设数字化生产线、柔性生产
线，打造一批智能单元、生产线、车间，
积极创建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和智能制
造优秀场景，推动企业智能化转型。

拉长长板、补齐短板、

锻造新板

在强化产业配套，构建完整产

业链条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发
展飞行器产业，着力“拉长长板”，围
绕河北航空装备产业优势领域，打
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国内影响力的
产业高地；下力“补齐短板”，围绕航
空发动机、飞机起降系统、减速传动
系统、机载设备系统等短板弱项，推
动优势企业对接，弥补产业链短板；
用力“锻造新板”，抢抓国家通用航
空装备发展契机，积极布局发展新
能源飞机、智慧空中出行（SAM）装
备等产业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和竞争力。

要打造配套装备产业，构建以
整机为核心的低空制造全产业链
条，引导地面保障装备产业发展，
鼓励企业开发服务管理为一体的
飞行服务管理软件，推动构建统一
标准、互联互通和共享共用的低空
智能管理系统。

要推动产业耦合发展，推动河
北优势产业跨行业交流对接，深挖
需求痛点，鼓励企业开展技术产品
跨行业交叉应用，拓展技术产品价
值空间，打造一批典型案例。针对
生产设备整体处于中高水平的航空
行业，鼓励企业更新一批高技术、
高效率、高可靠性的先进设备。支
持河北先进材料、人工智能、新能
源汽车等优势产业参与低空制造产
业发展，开辟低空制造产业发展新
赛道。加快技术融合创新，推动

“北斗+低空”“通航+”“无人
机+”等低空制造关联产品联合攻
关和创新应用。

支持雄安新区打造

低空经济特色产业园区

在强化试点示范，打造融合产
业生态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打
造融合示范园区，指导各市结合各
自资源禀赋构建以低空飞行为核
心，融合低空制造、运营服务、飞行
保障等环节的综合经济业态。支持
雄安新区依托雄安高新区空天园、
信息园、未来科技园等产业园区，打
造空天信息、卫星互联网、时空信
息、低空经济特色产业园区。

要加强应用场景试点，扩大传
统通航业务规模，围绕航空培训、短
途运输、农林植保、物探巡检、生态
检测、航拍航测等领域，支持各市探
索开放开发一批公共管理应用场景
和商业应用场景，牵引发展低空制
造特色产业。依托现有发展基础及
未来发展方向，遴选典型应用场景
试点城市，打造低空场景应用试点
示范先行区。

要开展招引推动聚集，积极对
接航空工业、中国电科、中国航天
等央企，充分利用产业配套、机场
空域、验证测试优势条件，面向北
京、深圳等优势区域，推动引入通
用飞机新型号，积极招引新能源飞
机、飞行汽车、无人机、航空发动
机、飞机起降系统、减速传动系统、
机载系统、北斗综合应用系统等领
域企业和项目落地河北。

河北多措并举推动低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路轶晨报道：近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推动高
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
区主席蓝天立表示，广西的经济总
量从 2012 年的 1.13 万亿元增长到
2023年的2.72万亿元，打造形成冶
金、汽车等 10 个千亿级的工业产
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突破一万家，
把高质量发展的家底持续夯实。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过去三年
广西大力实施工业振兴行动，三年
累计完成工业投资超过一万亿元，
年均增长17.3%。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年均增长 6.5%，高于全国 0.6
个百分点。工业经济现在呈现出高
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
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王永超表示，
广西立足于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聚焦优势产业，集中优势资源，奋力
做好“四篇”强产业文章。

“原字号”资源型产业提档升
级。广西的铝、锡、锑、铟等矿产资
源居全国前列，把特色资源发展成
为优势产业，钢铁、有色金属、食品
加工等产业的工业产值都已经超过
3000亿元的规模，实现了从原材料
向精深加工的升级。以铝产业为
例，广西建立了从铝土矿到铝精深
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从薄如蝉翼的
电子级铝箔，到轻质高强的新能源
汽车铝材，再到高端精密的航天铝
合金，广西均能制造。

“老字号”传统产业转型突破。
机械、冶金等传统产业是广西的产
业家底，广西支持企业产品升级、技
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传统产
业升级发展。“中国天眼”工程的索
网、港珠澳大桥的高强度钢筋锚固
体系、青藏铁路使用的高原装载机，
以及北京奥运会和冬奥会大巴车的
发动机，在许多重大工程、重大活动
当中，都有广西制造的产品和技术
服务。

“新字号”新兴产业倍增发展。
传统产业也可以孕育催生新质生产
力，广西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促进

“老树发新芽、长新枝、结新果”，培
育了新材料、新能源电池、新能源汽
车等一批500亿元规模以上的新兴
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工业增长
贡献率超过30%。

“外字号”外向型产业培育壮
大。广西正在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
市场经营便利地，支持企业构建跨
境产业链供应链，吸引了一大批企
业到广西布局建立面向东盟的进出
口加工制造基地。广西制造的大型
机械装备、汽车零部件、纺织服装、
电子产品等出口额在快速增长。

“今年开始，广西将实施新一轮
工业振兴三年行动，将聚焦推进新
型工业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不断打造能够体现广西特色和
优势、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带动力
的支柱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王永超说道。

广西做好

“原、老、新、外”四篇强产业文章

本报记者 姬晓婷

新型工业化调研行

一座新工厂，如何抓住
市场需求，得动脑子；一座
老工厂，如何持续“造
血”，得花心思。“新型工业
化媒体调研行”四川站近日
举行，记者走进四川绵阳深
刻感受到：在这座工业血脉
从20世纪50年代赓续至今
的工业老城，新厂、老厂有
着不一样的精彩。 图为孙福坤向调研团介绍搭载了京东方折叠屏的手机图为孙福坤向调研团介绍搭载了京东方折叠屏的手机

本报记者 路轶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