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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记者走进位于西秀区双
堡镇军马村的安顺众鑫牛源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肉牛养殖基地，在宽敞整齐的
牛棚内，该公司管理员孟小国正忙着清
扫牛舍和喂料，一头头膘肥体健的黄牛
正悠闲地啃食着草料，吃饱喝足后的肉
牛或在圈舍里自由散步，或慵懒地侧躺
在地上，不时发出哞哞的叫声。

“我们通过优选全国各地优质黄牛
品种，进行杂交育种，不断做好良种牛
繁育，推广高效繁殖、疫病防控、科学饲
养等技术，降低养殖成本，提高肉牛品
质和产量。”该基地养殖管理中心负责
人彭勇军告诉记者，基地今年预计养殖
规模将达到800至1000头，
产值在3000万元。

据了解，该基地是西秀
区与广州市南沙区开展东西
部协作帮扶资金项目之一，
项目按照标准化养殖场要求

设计建设，计划建设养牛大棚20栋，以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为
重点建立。目前，已建设规模化养殖大
棚 19个，启用 9个大棚，现共有黄牛
700余头。

“该基地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450
万元，建设的其中3栋牛棚产权归属军
马村，由军马村租给养殖方，每年租金
为投入项目资金的5.5%，租金用于军马
村贫困户分红及壮大集体经济。”双堡
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杨悦介绍，目前
该基地已带动周边50多户农户开展肉
牛养殖，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助力了
乡村产业振兴。

安顺众鑫牛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带动50多户农户养殖肉牛
今年预计产值3000万元

□本报记者 詹艳 文/图

清扫牛舍和喂料清扫牛舍和喂料

春节假期刚过，位于贵州西秀经济
开发区的安顺长寿欣新中药发展有限
公司就奏响复工复产“奋进曲”，全力冲
刺“开门红”。

近日，记者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们正在对款冬花进行挑选，仔细筛
除药材里的杂质。在一旁的试验室里，

试验人员专心操作着高效液相设备仪
检测中药材的品质，待检测合格，就可
投入中药饮片的生产。

“我们是 2月 4日正式复工复产
的，50余名员工全部按时到岗，2条生
产线正常运转，按照客户订单需求有序
生产中。”该公司董事长助理陈浩说。

据了解，安顺长寿欣新中药发展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历经十余年的
发展，该公司已获得26项实用新型专利
证书，现建有的贵州道地药材初加工示
范基地可加工鱼腥草、车前草、首乌藤、
黔淫羊藿、何首乌、路路通、骨碎补等多
种中药品种，同时，建有的精加工生产

线可生产中药饮片及药食同源药材580
余种。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订单情况安
排好生产任务，同时在产品质量和生产
进度方面下好功夫，争取在新的一年里
实现新发展，计划产量比去年增长
10％。”陈浩说。

安顺长寿欣新中药发展有限公司：

奏响复工“奋进曲” 新年更有新发展
□本报记者 刘凤

新型建材是平坝区三大主导产业
之一。春节假期刚过，贵州国塑科技
有限公司在落实安全措施的前提下，
迅速启动复工复产，以“开局即冲刺”
的姿态，抓生产、赶订单，奋力冲刺新
春“开门红”。

近日，记者来到贵州国塑科技有
限公司，在给水管生产车间内，管材生
产线上的机器轰鸣声相互交织，工人
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序地开展工作，
一根根生产出来的管材则整齐堆放在
空地上。

“年初厂里接到了一笔500万元的
产品订单，因此正月初八我们就正式
复工复产。目前生产线上实行两班
倒，确保能够如期交付客户订单。”该
公司生产厂长李军介绍，为做好春节
后生产工作，在正式复工前，公司对全
厂的生产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和维
护，并组织在岗员工进行安全技术培
训等。同时，还在年前采购了500吨以
上生产原材料。

在赶工期的同时，质量把控始终
是重中之重。在该公司产品质量检测

中心，技术员正在对原材料以及生产
线上送来的管材样品进行热稳定、环
刚性、环柔性等系列指标检测。

“我们的质量检测分析是从原材
料开始，确保达到生产要求后，才会大
规模投入生产，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我
们还安排质检员对产品的外观、尺寸
进行巡检、抽检；成品下线后，还会再
对产品进行力学性能等测试，检测合
格之后才会入库最终交付客户。”该公
司质检部主任王冬平说。

据悉，贵州国塑科技有限公司是
全省范围内规模较大的专业从事新
型塑料管道研发、制造、销售的新型
环保科技企业之一，其主营产品包括
PE、PVC、PPR 系列各类管材及管
件，广泛应用于排水、排污、农田水
利、电力、通信、燃气、建筑等领域。
企业检测中心正在做国家级 SNAS
认证。企业每年把销售总额的5%到
10%投入到产品研发中，以新产品来
增强企业发展后劲。经过十多年的
耕耘，企业获得多种专利和荣誉。目
前，该企业共有41件专利，其中发明

专利22件，实用新型15个，外观设计
4 个。荣获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

“国家绿色工厂”、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称号。

“过去这几年，公司一直致力于新
产品的开发，2024年，更是投入2000
多万元研发出了‘六棱结构壁管材’和

‘结构壁管材’两款新产品。目前这两
款产品已投入市场使用，达到了预期
效果和收益，得到了客户的认可。”李
军表示，公司2025年的生产计划是2
万吨以上，销售产值达3亿元以上，第
一季度定下了7500万元的生产目标，
目前已完成40%的进度。

贵州国塑科技有限公司：

抓生产 赶订单 力争全年完成销售产值3亿元
□本报记者 桂传念 文/图

工人正在作业工人正在作业

2月 11日，位于紫云自治县产业
园区的安顺立华牧业有限公司饲料加
工厂生产车间里，机械不停运转，一袋
袋饲料从自动化生产线上流出。

“为确保公司肉鸡养殖场的饲料
供给安全，2月5日，我们就正式复工
生产了。”该公司总经理牛晓童说，该
公司是一家集鸡苗培育、饲料加工、肉
鸡养殖、市场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肉鸡养殖企业，在安顺各地的肉鸡养

殖场有400多个养殖棚，每个养殖棚
养殖肉鸡1万羽，饲料加工厂每天需
要生产300吨饲料，才能确保公司饲
料自给自足。

在紫云自治县产业园区的贵州广
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有机肥发酵车
间，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作业着。

“时下正值春耕备耕时期，作为
有机肥生产企业，我们2月 1日就全
员复工了，目前每天生产有机肥100

余吨，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该公司厂
长宁云涛说，今年，该公司计划通过
增加发酵罐、成品生产线的方式扩大
生产规模，力争全年实现总产值
4000万元的目标。

随后，记者来到紫云自治县产业
园区贵州宏泰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成品生产车间主任向鑫向记者
介绍，公司 240名员工已全员到岗，
每天能生产120吨成品，生产的产品

70%销往国内市场、30%的产品销往
国外市场。

“春节假期结束后，我们紧紧围绕
园区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建立复
工复产工作机制，争分夺秒、主动作
为，抢抓发展主动权，多举措助企纾
困，以新气象新作为确保企业复工复
产稳产快产，奋力冲刺‘开门红’。”紫
云自治县产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
记何忠诚说。

春节假期结束，安顺欣悦综合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立即按下复工复产“快进
键”，保障菊花产业的复产增效。

在镇宁自治县扁担山镇红映村现
代化温室大棚花卉种植基地里，工人们
正在温室里仔细检查菊花的生长情
况。另一旁，几名工人正忙着备耕新一
批菊花，覆土、施肥、铺网格，准备迎接
新的花期。

“目前，我们已经签下了1400万余
株的订单，接下来一个月将全力推进耕
地、施肥等前期准备工作，预计三月初

开始下苗种植。菊花的生长期约为90
天，正好能赶上六七月份的菊花需求高
峰期。”该公司总经理鲁仁明向记者介
绍，自正月初四复工复产以来，基地每
天有30余人工作。

自2022年起，安顺欣悦综合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主营祭祀菊花的种植与
销售，现已建成并投入运营8个现代化
温室大棚花卉种植基地，总面积达635
亩。公司根据菊花对温度、光照的不同
需求，科学规划种植周期，每年分两季
种植。夏季主打耐高温、喜光照的优

香、白善和金善3个品种；冬季则种植
适应低温环境的精诚、神马、无牙神马
和光玉4个品种。

“我们主要采用订单式种植模式，
国内销往广州、重庆、成都、杭州等城
市，国外出口日本、韩国等国家。”鲁仁
明说。

在大棚内，水肥一体化系统铺设整
片基地，喷水仪器、喷洒农药系统、补充
光照设备配备齐全。

据介绍，为做到高品质、高标准
化，公司精心配备机械化设备，并邀请

专业技术人员来指导。经过科学规
划、精细管理，目前菊花最长可生长至
1米多，且实现日均加工能力30万株
以上。

鲁仁明表示，新的一年，公司将继
续以科技创新为驱动，进一步优化菊
花种植精细化管理，提升水肥一体化
系统和机械化设备应用效率，确保菊
花品质和产量的双提升。同时，扩大
国内外市场布局，深化与日本、韩国等
国际客户的合作，并积极开拓新的销
售渠道。

安顺欣悦综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复工复产“加速跑” 菊花香飘可期待
□本报记者 郝媛

人勤春早干劲足，全力冲刺开门
红。位于西秀区大西桥镇中所村的
贵州尝肠来食品有限公司，春节假期
还未结束就开足马力赶制“烤小肠”
订单。

2月9日，走进该公司生产车间，小
肠香气扑鼻，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
碌着。清洗、腌制、烘烤、摊凉、速冻、切
段、称重、包装……经过一系列生产工
序处理后，一箱箱“烤小肠”制作完成，
等待冷链物流车前来装货，发往贵阳和

昆明。
“因为提前接到好几个订单，公

司正月初六就提前开工了。春节期
间，烧烤行业对‘烤小肠’的需求量
大，我们拿到差不多 3吨的订单，所
以这几天都在赶货。今天下午就要
发出 1吨产品。”该公司总经理马从
元说。

马从元介绍道，他是大西桥镇九
溪村人，开过烧烤店，看着“烤小肠”市
场需求不断攀升，2021年他转行专门

生产“屯堡九溪烤小肠”；2022年，他
成立公司后，注册了“月明孃”商标。
近两年来，作为大西桥镇18家“烤小
肠”生产企业之一，其公司年平均加工
销售“烤小肠”约 100 吨，年产值达
500万元。

贵州尝肠来食品有限公司除了以
不同包装规格满足消费者需求外，坚持
以品质和诚信赢得市场。马从元告诉
记者，其公司加工的“烤小肠”产品，精
选猪小肠的肠头（粉肠）作为原材料，每

头猪仅有50公分长、大约2两的小肠
头，其特点是肠子两边挂油、肉芯厚实、
烤好后软糯Q弹易嚼碎；同时，解冻后
的原材料当天必须坚持加工完，库房满
货了立即停产，出货后才重新生产，以
保证产品的新鲜度。

“公司投产几年来，‘烤小肠’产品
畅销安顺、贵阳、昆明、重庆、上海等地，
合作商也越来越多，相信随着旅游市场
不断复苏，今年的销量会有较大增长。”
马从元信心满满。

贵州尝肠来食品有限公司：

“烤小肠”赶制忙
□本报记者 吴学思

（上接1版）
本次新研制的3.35米直径通用氢

氧末级有哪些“过人之处”？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一院设计师樊晨霄介绍，它可
以携带更多燃料，并采用了新型泡沫夹
层共底贮箱、闭式膨胀循环发动机、新
型电控安溢阀等新技术、新产品、新工
艺，显著提升了运力，有效缩短卫星入
轨时间，节省燃料，提升卫星寿命。

“以液氢、液氧为燃料的火箭末级
具有比冲高的特点，使火箭能够以较少
的燃料获得比较大的推力，是目前我国
掌握的比冲比较高的推进剂。”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一院设计师刘立冬说，在我
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型谱规划中，未
来中高轨运载火箭主要构型均采用氢
氧末级。

刘立冬介绍，在通用氢氧末级出现

前，我国仅有直径为3米的氢氧末级，从
箭体直径、动力系统优化方面已不能满
足我国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展需
求。选择氢氧末级这一模块进行通用
化设计，可满足后续我国新一代中型火
箭统一产品规格，提升模块级产品化程
度，提升生产效率、进一步降低成本。

宋征宇表示，3.35米直径通用氢氧
末级在未来将作为成熟模块，供其他火
箭选用，有力提升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运
载能力。

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发成功的
背后是中国航天近年来的蓬勃发展。
探索浩瀚苍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见证
一次次启航与奔赴。蛇年首发“开门
红”，中国航天定能“巳巳如意”，向着星
辰大海扬帆启新程！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上接1版）
大模型与机器人融合的“具身智

能”，是今年最令人期待的科技突破之
一。国内多家企业在这一未来产业新
赛道上加力奔跑。

“我们自主研发端侧多模态大模
型，让人形机器人有更聪明的‘小脑’，
可满足陪护、康复等需求。”面壁智能首
席执行官李大海介绍，“在‘人工智
能+’带动下，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
场景应用。”

北京备案大模型数量达105个，重
庆建成1096个数字化车间，黑龙江延
展石墨开采加工全链条……从科创高
地、工业基地到物流枢纽、能源重镇，不
同地区、不同行业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
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神州
大地收获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提升科技创新组织效能，打
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渠道

作为全球首家量产工业级半极性
氮化镓材料的企业，西安赛富乐斯半导
体科技有限公司一度面临“没资金、缺
设备”的困境。

从事硬科技早期投资的中科创星
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提出可以租用旗下
研发平台设备。“我们发起的陕西光电
子先导院有超净室、生产和辅助设备，
来帮助企业加快研发投产。”中科创星
创始合伙人米磊说。

从2017年参与A轮投资，到2022
年再次加码，中科创星一直陪伴赛富乐
斯追“光”逐“电”。在米磊看来：“科技
创新规律决定科创投资规律。我们要
持续壮大耐心资本，发挥好创业投资和
股权投资作用。”

改革越向纵深，创新越是澎湃。打
通机制堵点、破解转化难题，新质生产

力的“养分”才能愈加充沛。
一根只有头发丝直径宽的细线，却

能吊起千斤重物。在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领域，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吴金丹已耕
耘10余年。成果走向生产线，缘于该校
与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的“牵
手”。“有了平台，企业提需求，我们联合
攻关，产学研融合的路走得更宽。”吴金
丹说。

出题、领题、答题、验题……用制度
创新解开科技创新的束缚，畅通成果转
化通道。

“构建钢丝绳协同运动模型及运动
坐标系正逆解的解析式”与“水泥装车”
间的关系是什么？一般人可能感到费
解。作为技术经纪人，王辉却深知其中
奥秘。靠着对科研成果和市场的熟悉，
他迅速为企业匹配到所需的技术。

当前，我国技术经纪人队伍不断壮
大，技术市场蓬勃发展。目前，我国累
计培育孵化机构1.6万多家，国家技术
转移示范机构达420家，支撑技术加快
转移转化。

创新需求在哪里，改革就跟进到
哪里。

湖北依托创新积分制，对科创企业
进行智能赋分、量化评价；重庆鼓励企
业通过数字化平台提交技术需求，平台
在线精准推送成果和科技人员信息；内
蒙古将技术经纪人正式纳入职称评审
序列……

“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促进科技、产业、金
融良性循环，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
的新型生产关系，让各类先进优质创新
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不断催生
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科技部部长
阴和俊说。

（据《人民日报》2025年2月7日第
1版）

紫云：

复工复产“劲头足” 奋力冲刺“开门红”
□本报记者 姚福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