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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以来，前往韶
关对接交流的院士、专家数量创

历史新高。韶关市引进3名院
士等高端人才领衔的创新创业

人才团队、6个院士团队项目，

新增21个省级研发平台（孵化

器）、14个院士（博士）工作站和

创新基地，引进70名产业发展
领域紧缺适用人才。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能源供给侧减排的同时，还需提
高固碳能力。生态系统固碳能
力巨大，森林碳汇更是目前应对
气候变化最经济、最现实的手
段 。 韶 关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74.43% ，有 林 地 面 积

137.05万公顷，森林蓄积量

9652.39万立方米，均排名
全省前列。

走进宝武集团广东韶关钢铁有
限公司（下称“韶钢”）智慧中心2楼，
满屏的大幅显示器和操作台被分为7
个工作岛，来自生产现场的实时生产
画面尽收眼底。这座由制氧机组老
厂房修旧改造而成的韶钢智慧中心，
2018年实现整体切换上线。

宝武集团韶钢制造部负责人丘
文生表示，韶钢智慧中心整合铁区和
能介全部单元的控制与决策，结合智
能化信息化技术，用智慧制造来促进
钢铁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5公里
以上跨工序、跨区域、远距离、大规模
集控，一系列智能化产品的开发应
用，能够对铁区的生产运行进行智能
感知、智能分析、智能预测和智能决
策，在行业内和全世界均堪称首例。

走在韶钢厂区，绿色环保特色
的冷水塔和极具现代智慧的厂房建
筑豁然进入眼帘，绿草、鲜花簇拥。
旧厂房改造的风度书房，学习之余
还能来上一杯咖啡。在韶钢特轧厂
内，从加热炉到产品收集区，全线无
一操作室，也几乎看不到工人在车
间走动或现场操作。

丘文生说正是依靠智慧制造平
台，韶钢特轧厂高三线实现了人员
最少、效率最高，“智慧制造让我们
职工的工作环境更加轻松”，而加快

推动从传统的生产型厂区向现代化
园区转型，让韶钢职工工作环境更
优美更舒适。

韶钢的智慧升级，反映的正是近
年来韶关统筹推进老工业基地调整
改造、推动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的努
力。2021年年初，韶关市印发韶钢
和韶关冶炼厂等企业“厂区变园区、
产区变城区”试点的实施方案，加快
推动韶钢、韶冶从传统的生产型厂区
向现代化园区转型，打造成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标杆企业。

据了解，试点方案印发实施以
来，韶钢、韶冶两个片区招商取得成
效，近40家企业有投资意向，上级
部门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2021年
第一批专项债安排1亿元支持两个
试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省委改革
办也将其列为全省改革试点，省发
改委也将其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一
个试点来打造。

韶关市发展改革局局长郭先桂
表示，接下来韶关市还将完善园区的
管理体制，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指导编制实施第二批和第三批

“厂区变园区、产区变城区”试点实施
方案，争取为全国老工业城市和资源
型城市探索“厂区—园区—城区”的
产城融合转型升级提供“韶关方案”。

5月20日，
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广州召

开，会议研究部署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
重点任务，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强

省。会后，韶关召开全市科技创新大会，紧跟全省步
伐，第一时间吹响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集结号，

向科技创新要动力、要活力、要效益。
韶关市提出，做好科技创新工作是韶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

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的具体实践，是韶关服务广东
科技创新强省建设、打造“一核一带一区”创新节点的重要举措，更
是韶关争当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加快实现“换道超
车”的有效途径。

莞韶大厦行政功能全部迁出，转为孵化器，腾出最优地段、最好场
地，作为科创空间；一批批高层次人才团队前往韶关开垦“试验田”，
一项项“硬科技”、新兴产业落地，加快实现资源资产价值化，赋能高
质量发展；举办高新区科技产业发展推进大会、新能源产业对接
大会等会议，探索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越是欠发达地区，
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精神，韶关
市2020年以来积极对接优质创新资源，举全市之

力全面深化改革，以创新驱动“点燃”发展
引擎，走出一条北部生态发展区高

质量发展之路。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文 通讯员 沈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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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厂区变园区、产区变城区”试点
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探索生态资源价值化
打造绿色发展韶关样板

羊城晚报评论员 李妹妍

走进韶冶锌精馏生产车间，高
温的作业环境和轰鸣的机器声中，
火热的精炼炉正在智能化运作。
车间副总工程师兼副主任陈录打
开两台炉门，向记者直观对比新老
两种燃烧技术的差异，“右边老式
烧嘴，有自由燃烧的火焰，四周靠
热传递，发热均匀性不是很好。左
边是多孔陶瓷介质燃烧器，燃气在
多孔介质孔隙内部产生旋涡、分流
与汇合并剧烈扰动，形成无焰燃
烧，它发热均匀，热辐射非常平衡，
没有明显的高温区。”

陈录介绍，车间37天基础数
据的收集和对比发现，新设备带
来的节能、低碳成效非常明显，氮
氧化物排放含量基本上在30㎎/
m3以下，天然气的消耗量下降
21.9%，金属锌的氧化烧蚀量下降
了48.68%，对生产工艺环节是非
常可观的技术提升。

技术带来的改变，得益于中
科院院士、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理

事长王恩哥团队的研发。在韶关
市的积极对接中，该团队成立了
韶关先进材料研究院，与相关企
业进行合作，多孔介质燃烧技术
有效解决氮氧化物排放超标、高
能耗、燃烧不稳定等行业痛点。

作为老工业基地，韶关拥有
辉煌的工业史。新中国成立后，
韶关抢抓“小三线建设”机遇，建
成了华南重工业基地，培育了
200多个门类的工业体系，创下
了广东第一辆汽车、第一台电视
机、第一台冰箱、第一台空调等
诸多“第一”。

半个多世纪辉煌之后，韶关
工业出现“非改不可”的困局。
2011年11月，韶关成为全国第三
批资源枯竭型城市。跌宕起伏
间，一场以转型发展为主线的跨
越开始孕育。2019年9月，韶关被
列入全国第二批产业转型升级示
范区8个城市之一。在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倒逼下，加快制造业转

型升级更成为必然趋势。
近年来，韶关市提出以非凡

之举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和示
范区建设，统筹推进创新能力提
升、营商环境优化、实体经济发展
和生态修复，注重激发城市发展
活力和内生动力，全市产业发展
步入了高速发展轨道，有效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

科技创新是转型升级的重要
举措。韶关把产业发展中遇到的
难题作为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
把企业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
心主体，把培育新兴产业作为实
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
目前，韶关市正在培育壮大先进
材料、先进装备及现代轻工业三
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制造、大数据及软件信
息服务业三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韶关这座老工业基地和资
源枯竭型城市正在焕发出新的
活力、实现华丽转身。

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韶关肩负维护南岭生态安全
和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优质生
态服务功能的重任，同时又是广
东主要的电源基地之一，发展新
能源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今年4月，韶关市举办新能
源产业对接大会，率先吹响新能
源全产业链发展的号角。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促进下，韶关提出把能源发展
作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
须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战略方
针，加快建立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新能源全产业
链战略性新兴产
业，合理布局、积

极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实现
资源资产价值化，加快韶关争
当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
排头兵进程。

“韶关新能源电力建设起
步较早，现状已具备一定规模，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资
源条件优势明显，石英砂和特
殊钢等原材料基础较好。”韶关
市发改局局长郭先桂表示。韶
关市装备制造业已初步形成产
业集群效应，目前全市正加强
资源统筹和产业发展规划布局
统筹，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迎
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韶关新能源资源开发潜力
大，光伏发电装机容量潜力可
达 838.95 万千瓦，还有待开发
风电场项目装机容量 321 万千

瓦。韶关市提
出，“十四五”期
间大力发展光

电、风电，有序开发水电、生物
质发电，集中建设和分布发展
并举，推动氢能发展，提升能源
利用效率，在增加能源供应总
量的同时，尽可能地减低碳排
放的增加速度和数量。

韶关市提出，将围绕太阳
能、风能等新能源进行全产业
链布局，充分发挥自身在钢铁、
有色冶金、稀土等方面的优势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强化与龙
头企业及材料供应基地合作，
引进发展集整机制造及关键零
部件制造商，努力构筑经济、清
洁、高效的低碳能源发展体系，
为全市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
发展提供能源安全保障。

为支持新能源产业项目的
建设、经营、发展，韶关市还围
绕“降成本、优服务、提效率”密
集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招商引
资、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振兴实
体经济的扶持政策，为有意向、
有实力在韶关投资发展新能源
产业的龙头企业项目落地建设
发展提供财税扶持、人才支持、
科技创新等各方面保障。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吹响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号角吹响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号角

创新驱动赋能资源资产价值化创新驱动赋能资源资产价值化

在“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
格局中，韶关是北部生态发展区的
中坚力量。这里绿色资源丰富，可
用 于 生 态 资 源 价 值 化 的 空 间 巨
大。近年来，韶关市委市政府亦明
确提出“推动资源资产价值化”，
探索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全力打造绿色发展韶关样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韶
关推动绿色发展的家底丰厚，关键就
在于如何将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产
业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将“绿
水青山”加快转化为“金山银山”。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首要的是向改革要动力。作为曾经
的华南重工业基地和资源枯竭型城
市，改革是韶关转型“新生”的关键
一招。近年来，韶关以改革促发展，

狠抓产业绿色
转型升级，扎

实推进
供给侧
结构性

改革，累计淘汰落后钢铁产能315万
吨，为企业降成本148亿元。值得一
提的是，韶关把今年确定为“全面深
化改革年”，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狠下
工夫、主动求变，将为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
利条件。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关键是向创新要活力。新兴产业是
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科技创新
则是转型升级的不竭动力。目前，韶
关重点打造先进材料、先进装备及现
代轻工业三大战略性支柱产业，培育
发展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大数
据及软件信息服务业三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共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
308家，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
率达52%，引进8个院士团队项目和
3个新型研发机构，产业结构正由中
低端加快向中高端迈进。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重点是向制度要效益。在筑牢粤
北生态屏障的基础上，韶关深化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实
现资源资产价值化。近年来，韶关
加快摸清资源资产家底，完善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
评估、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机
制，探索建立“生态银行”模式……
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彰显了韶关
不断推进资源资产保护开发更大
决心，也正为打造绿色发展韶关样
板释放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韶
关
韶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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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各业均朝着智慧化发

展，自然保护区也要走上智慧化
道路。我们的试点就是一次对
智慧保护区的探索。今天广东
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我
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日
前召开的中国生物圈保护区野
生动物监测示范保护区建设试
点评估工作会议上，中科院院士
许智宏对车八岭保护区的试点
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会上专家们一致同意车八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试点评
估，这标志着全国首个野生动物
监测示范保护区建设完成，也意
味着车八岭迈入智慧保护区建设
新征程。

2018 年 4 月，车八岭保护区
启动中国生物圈保护区野生动物
监测示范保护区建设试点。三年
来，车八岭在7545公顷山林间建
立起一套全天、实时、精准的检测
系统，可监测和分析人类活动和
自然灾害对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干
扰，促进生态系统结构功能改善
和种群稳定。

在“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
格局中，韶关是北部生态发展区
的中坚力量。作为国家首批生态
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和广东绿色
生态第一市，韶关市森林覆盖率、
活立木蓄积量和有林地面积等核
心指标保持全省首位。

韶关绿色资源丰富，可用于
生态资源价值化的空间巨大，如
何将资源资产优势转化为经济
发展优势成为关键。今年1月召
开的韶关市委十二届十四次全
会提出“推动资源资产价值化”，
以更大决心推进资源资产保护
开发，加快实现资源资产价值
化，拓展资源资产价值化实现模

式，加快将“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
韶关市抢抓“双区”建设等重大机
遇，积极对接优质创新资源，充分
发挥院士专家等高端人才作用，
坚定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为争
当北部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排
头兵赋能。

今年 3月举办的首届岭南生
物多样性保护高峰论坛中，多名
院士就韶关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
统治理等问题建言献策；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
究所合作建设成果转化生产基
地；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广东省
科学院共建南岭国家公园研究院
……一系列举措的实施，让韶关
生态资源价值不断彰显，也为资
源资产价值化的实现释放
强劲动能。

创新驱动创新驱动 绿色转型绿色转型 SHAO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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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院长柴立元：

打造有色金属循环利用产业技术创新高地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中 南

大 学 冶 金 与 环 境 学 院 院 长 柴
立元：

众所周知，有色金属是国
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资基础，
是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重
要工业行业。据估算，重要金
属资源的循环利用，如再生铝、
再生铜等，不仅可保障 30%至
50%以上的资源安全，还可以实
现降耗减碳 70%以上，对国家

“双碳”与资源保障战略都有着

重要的支撑作用。
广 东 是 我 国 经 济 第 一 强

省，尤其以电子信息等产业发
达，产值达万亿以上。目前这
些产业每年会产生 300 万吨以
上的有色金属危险废物，由于
省内处理能力的短缺，主要是
以湖南、江西、安徽等省跨省转
移处理为主，产业发展面临着
环境保护重压。另一方面，韶
关有着推动资源循环利用的良
好产业基础。韶关市拥有韶关

冶炼厂、丹霞冶炼厂等大型冶
炼企业，有色金属产量常年占
据全省的 60%以上，所采用的富
氧 ISP 铅 锌 冶 炼 、氧 压 浸 出 炼
锌、基夫塞特炼铅等国际领先
的清洁冶炼技术，具有消纳处
理电子线路板、电镀污泥、冶炼
废渣等有色金属二次资源的技
术潜力，成为广东省有色资源
循 环 利 用 与 危 险 固 废 处 理 基
地，支撑广东省经济、生态的高
质量发展。

围绕这一目标，我建议从
三大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建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由韶关市
委市政府牵 头 联 合 广 东 省 其
他地市以及国内重点高校，在
广东省的支持下，成立有色金
属 资 源 循 环 利 用 广 东 省 实 验
室，并力争成为国家实验室或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 二 是 引 领
企 业 组 织 和 承 担 重 大 科 技 项
目。“十四五”期间国家重点研
发 计 划 将 设 置 循 环 经 济 重 大

专 项 。 同 时 韶 关 市 委 市 政 府
可以通过“揭榜挂帅”等形式，
以 本 地 企 业 为 主 体 组 织 重 大
科技攻关，充分发挥企业的创
新 作 用 。 三 是 加 大 人 才 培 养
与引进力度。与中南大学、北
京 科 技 大 学 等 产 业 关 联 度 较
高 的 高 校 以 及 科 研 机 构 建 立
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工程博士
培 养 、柔 性 引 进 、学 生 就 业 等
多种形式，为创新高地提供人
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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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钢智慧中心
张文 摄

南岭小黄山
黄杰洪 摄

▲

韶关仁化董塘光伏板发电场 吴长江 摄

向科技创新要动力向科技创新要动力、、要活力要活力、、要效益要效益,,走出一条北部走出一条北部
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之路生态发展区高质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