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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城”

数 读

12月14日，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鸟瞰埃克森新能源（绵阳）电池产业园。
记者 刘旖旎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唐琴

12月25日，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股价一路飙升到22.2元，上市不到6个月，
股价翻了两番多。

就在今年6月27日，扎根绵阳65年的四
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丰科
技）成功在科创板上市，成为四川国资自己培
育的第一家科创板上市企业。

“对大多数绵阳人而言，很难想象一个在
5年前还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没落国企，竟
能奇迹般地迎来新生。”华丰科技党委副书
记、副总经理尹继告诉记者，那几天，华丰科
技上市的消息在绵阳大街小巷不胫而走，可
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华丰科技的浴火重生，更像是绵阳华丽
蝶变的一个缩影。

起步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成长于
“三线建设”时期的绵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老工业城市。进入21世纪，和全国所有的老
工业城市一样，绵阳也面临金融资本冲击、国
有企业改革、科技迭代升级等多重考验，转型
之路亟待“破冰”。

绵阳以非凡的气魄，开启上下求索。
如今，这场火热的实践，初露曙光。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绵阳地区生产总值以
8.2%的增速领跑全省，稳居四川第二大经
济体。

“高分报表的背后，是绵阳在新型工业化
闯出的一片新天地。”绵阳市委副书记、常务
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黄朝阳告诉记者，近
年来，制造业转型升级大势所趋，加快建设中
国科技城、全力打造成渝副中心的绵阳正破
浪而行。

古老而年轻、坚定而智慧，被寄予厚望的
成渝“第三城”，正走在大道上。

科技创新不断缔造工业传奇

华丰科技的辉煌，曾在中国工业史书写
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华丰科技的前身是国营华丰无线电器
材厂，始建于1958年，是新中国在一五时期
成立的防务电连接器科研生产型企业。”尹继
回忆说，此后大约50年里，华丰科技一直都
是国内行业的龙头老大。

但2006年，形势急转直下。
“这一年，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抢先

布局光连接器的中航光电强势崛起，凭借领
先科技成为行业霸主。”尹继回忆。

但谁也没想到，对华丰科技而言，被拉下
行业老大的宝座，却仅仅只是第一块被推倒
的“多米诺骨牌”。

“由于之前长期引用海外技术，华丰科技
逐渐形成技术依赖，弱化了自主研发能力，在
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的产品竞选中落败，丧
失大量市场份额，几乎陷入长达十年的停滞
期。”尹继感叹道。

就在看不到希望的2016年，时代之光却
照进现实。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加速前行，2016年左
右5G、物联网技术加速迭代，对元器件的传
输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高速背板连接器市场
需求井喷。

这一次，华丰科技把握住了机会，牵头
制定电源连接器 IEC国际标准，实现了从
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为全球提供互连技
术服务；

2019 年，华丰科技开发出的 10Gbps

（交换带宽）、25Gbps速率的高速背板连接
器并顺利实现了量产，打破了国外厂商在
10Gbps以上速率产品的技术垄断；

2020年，华丰科技研发出的56Gbps背
板连接器产品，在通讯设备、数据中心、超级
计算机等场景中广泛应用。

高速背板连接器市场份额国内领先、企
业年产值近10亿元，凭借科技创新重塑辉煌
的华丰科技，如今轻舟已过万重山。

事实上，华丰科技的“逆势翻盘”，只是绵
阳“科技力”缔造的传奇之一。

比如，成功转化中物院技术的四川玖谊
源粒子科技有限公司，推出国产首创医用回
旋加速器产品，首次实现国产医用回旋加速
器在医用同位素制备领域的应用，成功填补
国内空白，是核医学影像关键装备国产化的
重大突破。

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
一科技城，科技创新已成为绵阳最鲜明的城
市底色。

当前，绵阳拥有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
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等国家级科研院
所18家，环境友好能源材料国家重点实验
室、国家空管监视与通信系统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25家；

现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09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5家，“绵阳造”产品
市场占有率全球前三达到22种、全国前三达
到51种；

全市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占GDP比重位居全国前列，“十一五”以来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等国家级科技奖励70
项；

2023年，绵阳位列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
50强第17位，两年提升24位、是全国进位最
快的城市，获评全国十大最具科技创新潜力
城市。

特别是去年以来，绵阳创新建设“云上科
技城”“云上大学城”，积极打造创新联合体，
国产“宽频带同轴探针”、装配式制储发电一
体化氢移动电源装置关键技术等一批产品和
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研发大功率振动台驱动
器为航天事业逐梦星辰助力，处于全国领先
地位，中玖闪光FLASH放疗技术等一批重
大科技成果成功转化。

在科技创新的加持下，今年1—10月绵
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3%，新型显示、光
伏储能产值增长均达23%以上，连接器、特
冶新材2个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
色产业集群。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

对各大城市而言，科技创新角逐进入一个愈
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
时候，绵阳正劈波斩浪，在科创赛道跑出“绵
阳速度”。

数字化转型助推产业再上层楼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行业首批‘5G+工
业互联网’生产线。”12月14日，当记者走进
位于绵阳的长虹智能制造产业园智慧显示工
厂，该生产线正在抓紧生产一批8K液晶电
视。厂区内工业机器人、AVG自动运输车、
全自动物料立体库让人应接不暇。

“创始于1958年的长虹，依托机器视
觉、边缘计算等5G与工业互联网技术支撑
的数字化生产，打开传统家电企业数字化转
型升级的局面，成长为集智能家电、核心部
件、IT服务、新能源、半导体等产业为主的
跨国企业集团。”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新闻发言人饶彬彬
告诉记者。

那么，长虹智慧显示智造工厂“数字功
夫”究竟有多深厚？4个数字或许可以窥见
一斑。

0。如果客户今天在网上下单，智能生
产系统就会自动抓取信息，判断物料是否齐
套、订单是否紧迫、生产设备是否有空等，从
而进行自主决策，实现0人工干预智能排产。

95%。长虹智慧显示工厂是第一家将原
材料立库、整机生产线和成品立库进行无缝
集成的工厂，整个工厂的物流自动化率达到
95%。

10万。依托MES（制造执行管理）系
统，工厂生产制造流程中生产排产、工艺流
程、采购清单、物料准备和成品仓储等流程实
现信息互联互通，数据采集秒级响应，每秒可
查询处理数据10万条。

600万。工厂一共有9条总装线采，均
用多阶段混联的生产模式，一年可实现600
万台个性化订单的生产，在中国家电行业率
先实现大规模个人化定制服务。

在数字化浪潮中勇当“弄潮儿”，长虹并
不是绵阳的个案。

总部位于四川绵阳工业园东区的富临精
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临精工），从

“0”到“1”搭建IT基础、数据中心，实现业务
流程电子化、生产过程智能化，打造出柔性、
高效、安全、协同的智能工厂新模式，逐渐实
现黑灯工厂制造场景。

一夜春风起，百花争春来。在数字化、智
能化的东风下，绵阳万千企业纷纷趁势而上，
助力这座城市拔节向上。

当前，绵阳入选全省首批区块链服务基
础设施“蜀信链节点建设城市”，重点领域已
建成智能工厂27个、数字化车间60个、数字
化生产线230余条，重点企业数字化研发设
计工具普及率超79.9%、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达87.8%，工业数字化转型再上层楼。

发展向绿引领城市行稳致远

一个投资超百亿元的大项目从开工到投
产要多久？绵阳给出最新答案：10个月！这
个速度，也创下了行业建设的新纪录。

2022年5月，绵阳高新埃克森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克森）签约落地，补
齐绵阳储能电池产业“版图”关键拼图。

“公司致力于为全球厂商提供覆盖源
网侧、分布式、家庭储能三大领域的储能解
决方案，满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超100亿
元。”埃克森生产运营负责人童双龙告诉记
者。

据了解，作为母公司首个产能基地，绵
阳基地使用100%绿电，致力于打造全球标
杆智能化灯塔工厂，已取得由德国莱茵
TUV 携手英国建筑研究院联合颁发的净
零碳建筑认证评价体系的低碳运营卓越级
证书，成为国内首个获净零碳建筑认证的工
业厂房项目。

经济绿色化程度大幅提高的过程，就是
城市发展潜力和后劲持续增强的过程。在这
条绿色发展之路上，埃克森并不是绵阳的独
行者。

在内蒙古包头、四川冕宁的一粒粒并
不起眼的稀土，翻山越岭抵达绵阳，成为
54UH变频空调永磁钢、无重稀土 54H风
电永磁钢等永磁行业“明星产品”，成为新
能源汽车、风力发电、无人机等行业领域的

“宠儿”。
绵阳究竟有何“魔力”，能让稀土跋山涉

水而来，并实现华丽“变身”？
绵阳巨星永磁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巨星永磁）就是答案。
“当前，绿色节能、新能源风口正盛，稀土

永磁材料的应用场景从传统的消费电子向新
兴领域迈进。”巨星永磁综合办主任刘鑫告诉
记者，迎着千载难逢的历史窗口期，去年5
月，巨星永磁投资280亿元在绵阳落地建设
全球最大的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项目，仅用
一年就建成投产，创造行业项目建设最快速
度，“用稀土永磁创造绿色生活”的理念加速
落地。

正所谓，一子落，全盘活。对绵阳而言，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生产模式，加快形成科技
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
构，就是盘活全局的关键一招。

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当前，绵阳正以“绿”
为底、向“绿”而行。

今年以来，绵阳已建成光伏及新型储能
项目6个、在建项目7个，紧盯太阳能电池智
能制造、4万吨磷酸铁锂锂电池正极材料生
产线、新型太阳能智慧热电联供系统、新能源
电池产业园（二期）等重点项目，发展向“绿”、
动能焕新引领城市行稳致远。

今年前三季度，绵阳地
区生产总值以8.2%的增速领
跑全省，稳居四川第二大经
济体。

2023年，绵阳位列城市
科技创新竞争力 50 强第 17
位，两年提升24位、是全国进
位最快的城市，获评全国十
大最具科技创新潜力城市

拥有18家国家级科研院
所，25家国家级创新平台

第17位

18家

8.2% 一条涪江串起了四川绵阳、德阳、遂
宁、广元、南充、阿坝和重庆潼南区、铜梁
区、合川区，涌动着合作共赢的浪潮。

今年以来，绵阳发起推动川渝九地
产业协同协作、交通互联互通、生态共保
共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开展涪江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研讨会等活动20余场次，
签署合作协议20余个，持续深化涪江流
域沿线城市间的交流联动，掀起“双圈”
内合作共进的小高潮。

四年弹指一挥间，当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如火如荼，重庆和绵阳的热
烈牵手，也揉进了岁月的痕迹。

对绵阳而言，北碚是最亲密的城
市。早在2020年，两地就结为友好城市，

“绵碚”合作风生水起。截至目前，两地
43项合作事项全部完成，共建重大平台
10 个，共推重大改革事项 11 个，三年行
动计划已圆满收官。

除了政府之间的双向奔赴，企业
间的合作也渐入佳境。比如，长虹集
团与重庆国际复合材料开展智能微粉
产业园智能制造互联网项目合作，绵
阳东材科技与重庆德凯实业公司进行
技术合作，隆瓴科技与重庆赛力斯就
N91 车机项目寻求合作，预计金额达
2.1亿元……

作为中国唯一科技城，科技协作是
携手共进的点睛之笔。近年来，绵阳创
新建设“云上大学城”“云上科技城”成效
显著。截至目前，已入驻西南大学、重庆
大学等高校，搭建起两地企业和科研院
所无缝衔接的桥梁。

川渝一家亲。既然是一家人，重庆、
绵阳串门走亲戚、相互“扎场子”自然是
常事。今年以来，重庆、绵阳互邀参加智
博会、西洽会、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
技博览会等展会，举办“创新金三角 智
汇科技城”“绵阳造”重庆行、2023年第三
届“巴山蜀水·运动川渝”体育旅游休闲
消费季等活动，参加在重庆消费品工业

“三品”战略峰会……在频繁的你来我往
中，重庆、绵阳的感情也快速升温。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作为双城
经济圈的重要参与者，当前，重庆、绵阳
正在一个个鲜活的场景、一个个生动的
案例中携手共进，在“双城记”的大合奏
中奔赴未来。

跨越 300 公里
渝绵牵手赴未来

【记者手记】

成渝“第三城”绵阳的破局之道

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八次会议特别报道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八次会议特别报道

晨曦下的绵阳三江半岛晨曦下的绵阳三江半岛。。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