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等中部地区以全国十
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承载了约四
分之一的人口数量， 创造了约五
分之一的经济总量。 在我国现代
化产业体系和区域发展格局中，
中部 “脊梁” 的地位举足轻重。

告别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以
现代农业新模式打造 “中部粮
仓”； 加快转型升级， 发展绿色、
低碳新型能源原材料产业； 创新
开路、 加速协同， 以现代装备制
造及高技术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中部地
区结合自身优势 、 紧扣战略定
位 ， 在发展中亮出一张张产业
“新名片”。

智慧、 集约： 打造现代
农业新模式

跨淮河、 拥长江， 拥有全国
13个粮食主产区中的5个， 用全
国约四分之一的耕地， 生产了全
国近三分之一的粮食， 丰收的中
部 ， 是 “大国粮仓 ” 的重要根
基。

近日， 记者走进位于湖南的
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关键共性技
术平台———华智生物国家级分子
育种服务平台实验室， 研究人员
正在开展种质资源基因型精准鉴
定。

基于实验室里的高通量基因
检测系统， 这里单次就可检测上
万个种质样本， 育种效率和精准
度均大幅提升。

“以水稻为例， 分子育种可
以将稻种的生物信息 ‘翻译’ 为
可供决策的数据语言， 让研究人
员精准聚合增产、 抗病虫害、 耐
盐碱等优良性状。” 华智生物副
总裁王朝晖说。

种子是农业的 “芯片”。 以
科技赋能良种选育为代表， “中

部粮仓” 正告别传统农业生产方
式， 加速良种良田良机良法深度
融合， 亮出粮食生产 “新名片”。

4万亩麦田5天收完。 5月底，
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盛世兴农农
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尚跃调度数
十位机手， 加紧收割。

“今年新购置了三台新型大
马力收割机 ， 哪怕遇到 ‘烂场
雨’ 也不担心了。” 尚跃说， 以
前收割机脱粒速度跟不上， “吃
粮” 多了容易 “噎着”， 今年更
新的收割机动力匹配更优， 相较
去年亩均减损约10公斤。

空中有卫星 “带路”， 田间
有先进农机 “开路”。 从大河之
南到洞庭之滨， 播种科学高效，
智能化、 机械化收割已经成为主
流。

向科技要产能， 向规模要效
益。 从田头到车间、 从产业到政
策， 中部地区在发力———

河南从 2022年起启动建设
150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适
用现代化装备、 规模化经营等，
预计建成后每亩可多打220斤粮；

安徽做好 “粮头食尾” 大文
章， 在皖北地区重点培育 “品质
粮食、 优质蛋白、 绿色果蔬、 徽
派预制菜、 功能食品” 五大绿色
食品产业集群；

江西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已经超过1000家， 其中超
10亿元企业76家 ， 180多款优质
农产品入驻高端商超 、 高端餐
厅；

……
中部地区不断提高粮食生产

保障能力，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让传统农业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绿色、 低碳： 加快能源
原材料转型升级

自动焊接、 自动敷设、 AGV
小车自动 “运” 货……走进滁州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 一条自动化单晶组件制造
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中。

石英砂是光伏玻璃的重要原
材料。 抓住光伏产业成为全球能
源转型重要 “风口” 的契机， 安
徽滁州建立了覆盖石英砂 、 硅
片、 光伏玻璃、 光伏电池、 光伏
组件、 逆变器等环节的完整产业
链， 吸引了隆基乐叶、 东方日升
等一批头部企业， 致力打造 “光
伏之都”。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
助推能源结构转型， 绿色、 低碳
已经成为中部能源原材料基地的
“新名片”。

以光伏为例， 目前， 全国有
50%的光伏玻璃 、 20%的光伏组
件 “安徽造”； 2023年， 安徽省
光伏制造业营收超2900亿元、 跃
居全国第3位。

山西是煤炭大省， 2019年被
确定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

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单班减人
30%， 煤矿单工作面平均月进尺
提高8米， 智能化人工干预率降
低至10%、 产量提高2.5%……在
山西省霍州市的山西焦煤集团李
雅庄煤矿井上控制中心， 综采队
技术员邢阳阳通过一键启停控制
按钮， 就能够对井下综采面实现
控制。

如今， 山西地下采煤工作面
全部实现了综合机械化， 54%的
煤炭产能实现智能化开采， 煤炭
先进产能占比达到80%以上。

能源原材料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 “血液”， 新能源材料直接关
系到未来清洁能源的 “造血” 能
力。

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
研发人员正在中伟新能源行业超
大规模前驱体研发试验车间里，
对新材料开展多维度性能测试。

“这一独特的研发体系可以
高效完成从研发到量产的全流
程， 更好适应新能源材料快速更
新迭代的需求。” 中伟新能源相
关负责人表示。

湖南已形成从前驱体、 正极
材料 、 负极材料 、 隔膜 、 电解
液、 电芯、 储能系统到废旧动力
电池回收的完整产业链条， 前驱
体研发生产全球领先， 磷酸铁锂
出货量、 正极材料产能等位居行
业前列； 山西外送绿电在全国位
居第一位，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
机占比达46.4%； 湖北绿电装机
占比达到65%……

创新、 协同： 构建制造
业新发展格局

5月9日， 蔚来第50万台量产
车在位于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
产业园的蔚来合肥第二工厂下
线。 同样在5月， 大众汽车 （中
国） 科技有限公司在安徽合肥启
用城市测试跑道， 这是大众汽车
集团在中国的首个此类型测试
场。

拥有7家整车企业、 将汽车
产业列为 “首位产业” 的安徽，
今年1至4月的汽车产量占全国比
重超过10%， 新能源汽车产量占
全国比重超过11%。

自2019年5月在江西举行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以
来， 中部地区国家级战略性新兴
产 业 集 群 和 国 家 先 进 制 造 业
集群占全国比重分别达27.3%和
17.8%。

走进位于湖北鄂州的华工激
光智能制造产业园 ， 一台长30
米， 重45吨的 “大家伙” 正被打
包吊起， 准备转运出口。

华工激光重型管材切割产品
线总工程师范大鹏说， 得益于10
余年创新迭代和省内激光产业供
应链体系支撑， 这款产品不仅技

术实现超越， 而且售价还比国外
同类产品降低60%以上。

装备制造是中部地区的优势
产业之一。 这台我国自主研发的
重型管材激光切割加工智能装
备， 拥有 “最快的刀” “最准的
尺”， 可在十几米的大型钢材上
以0.1毫米的精度 “雕花”。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中部各地在发展新兴产业、 打响
创新招牌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协
同共进， 携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

5月31日至6月2日在湖南长
沙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中部投资
贸易博览会， 首次采用了六省大
联合模式 ， 分工协作 、 联合招
商， 6场产业链招商推介会分别
由一省牵头、 五省配合， 集聚六
省合力 ， 共谋中部产业 “大格
局”。

由安徽省牵头举办的中部地
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招商暨投资
安徽行 （长沙） 推介会上， 安徽
省汽车办副主任刘文峰表示， 湖
南装备制造业优势明显， 与安徽
汽车 “首位产业” 互补性很强，
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合
作前景广阔， 双方可以合力打造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产
业基地。

立足中部 ， 创新与协同并
举； 放眼新发展格局， 更要与其
他重大发展战略衔接、 融入。

未来， 中部地区还将加强与
京津冀、 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
深度对接， 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发
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融合联动， 有序承接产业
梯度转移， 优化产业布局。

进一步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一系列政策举措的贯彻
落实， 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
力， 中部的 “新名片” 必将越擦
越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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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擦亮中部地区产业“新名片”

6月以来，“大粮仓”黑龙江省垦区各地进入大田夏管关键阶段。 水
田施肥、 旱田中耕和苗间灭草作业等粮食作物夏季生长管理项目正在
有序推进。 图为农场职工将肥料加到水田施肥无人机中。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水利部近日发布
旱情通报，针对河北、山西、江苏、
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和甘肃省
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5月以来， 华北、 黄淮、 江
淮等地部分地区降水偏少， 加之
近期高温天气， 一些地区出现待
播耕地缺墒和已播作物受旱情
况。 水利部预计未来10天该区域
仍维持高温少雨天气， 旱情可能
持续或进一步发展。

水利部当天召开会商会议，

分析研判旱情形势， 发布干旱蓝
色预警。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水利部密切关注旱
情变化， 指导相关地区强化供用
水形势分析， 科学精准调度流域
骨干水工程， 加强黄河干流抗旱
水量调度， 发挥大中型灌区抗旱
主力作用， 因地制宜采取应急调
水、 打井取水等措施， 全力保障
灌溉用水， 确保群众饮水安全、
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

““大大粮粮仓仓””黑黑龙龙江江进进入入大大田田夏夏管管关关键键时时期期

水利部针对8省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电 “来前海创业 ，
一方面可以获得当地的科创支持
政策， 另一方面可以借助粤港澳
大湾区的科研、 风投、 人才等资
源， 加速产业发展与产品孵化。”
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 来
自香港的创业青年王聪说。

前海位于珠江口东岸， 2010
年设立时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
2021年扩大至120.56平方公里 ，
一头连着香港， 一头连着环珠江
口100公里 “黄金内湾”， 具有独
特的区位优势。

作为深圳幻影未来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王聪介
绍， 公司的核心成员由来自深港
两地的青年组成， 专注于高度拟
人化AI虚拟人的研发与应用。 产
品已经在上海、 福建等地落地，
并与腾讯、 中国移动、 华为等多
家行业头部公司达成深度合作。

王聪是香港青年投身前海火
热创业就业的缩影。 数据显示，
目前，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累计
孵化香港创业团队691家； 放眼
整个前海片区 ， 注册港企9055
家 ， 注册资本9469.47亿元人民
币； 在前海工作、 生活的香港居
民超过1万人。

“前海已发布 ‘支持港澳青
年12条措施’， 连续8年举办前海
粤港澳台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
局副局长王锦侠介绍说。

自2019年 《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 印发以来， 从不断
涌现的科技创新平台 ， 到不断
“扩容” 的基础设施新通道， 再
到不断深化的机制、 规则衔接进
程， 以前海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
区日益成为吸引广大青年创业就
业的沃土。

来深圳前海之前， 余广滔在
香港做有机废弃物分类回收已小
有成绩， 而国家倡导绿色循环、
推行垃圾分类的政策 “风口 ”，
以及昆虫生物技术带来的灵感，
让他决定把创业版图拓展到整个
粤港澳大湾区。

“我们从香港来到深圳， 两
地地缘接近 ， 基本是同城的概
念。 深圳前海对香港年轻人过来
创业有很集中的政策支持、 很好
的环境配套。” 余广滔说， 团队
在前海管理局的牵线搭桥之下找
到了合作伙伴。 一直在打造的完
整有机废弃物处理再生系统在广
东东莞落地， 其他项目也在不同

城市取得新进展。
香港青年、 创业者和科研机

构纷至沓来， 一系列支持政策成
了他们选择在前海安家落户、 投
资兴业的 “定心丸”。

创业就业方面， “前海港企
贷” 已经落地， 港澳23类专业人
士经备案 （登记） 即可执业； 教
育方面， 首家哈罗港人子弟学校
开校， 前海已累计建成9所国际
学校， 吸引1896名港籍学生入学
就读；医疗方面，累计引进8家国
际化医疗机构， 落地 “港澳药械
通”；法律方面，前海法院首创“港
区陪审”“港区调解” 制度……

作为第一批来到深圳前海创
业的香港青年， 陈升已参与多个
深港创业基地建设 ， 服务超过
300名来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
从 “来了就是深圳人” 到 “大家
都是湾区人”， 越来越多的香港
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就业、 居住生
活。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深圳
速度’， 看到了日渐广阔的大湾
区发展机遇。” 陈升说， 年轻人
非常有拼劲， 很多科创企业从无
到有、 发展壮大， “也让我们不
自觉地加快脚步， 向前奋斗”。

携手向“新”，融创未来
———深圳前海成港青北上创业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