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上 海 6 月 15 日 电 （记 者
张 帆 通讯员 胡晓炜 慈济诺） 15 日
起，长三角又多了一个“圈”。15日上午
10 时 27 分，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列车
从上海火车站首发，这是首条长三角环
形高铁列车线路，该高铁列车将上海、
南京、合肥、杭州等 4 座长三角中心、副
中心城市串联。沪苏浙皖也首次借由
环线列车连线成“圈”，长三角都市圈和
都市间联络的“朋友圈”互动联系将更
加方便。

此 次 开 行 的 上 海 — 上 海 虹 桥
G8388/9/8 次超级环线高铁列车途经
上海、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一市，全程
停靠上海、南京南、合肥南、九华山、千
岛湖、杭州东、上海虹桥等 21 座车站，
单向行驶里程超 1200 公里，全程旅行
时间 8 小时 9 分钟，轨道上的长三角因
此新增一条环形走廊。因为是环线列
车，按照我国列车车次命名规则，以北

京为基准分上下行或以线路主次分上
下行，故这趟环线车车次也依上下行方
向变换G8388次或G8389次的车次。

记者看到，定员 610 人的首发列
车，今天始发上车 600 人，几乎满载。

“大众需求是本次超级环线开通的直接
原因，大环形高铁的开通将为沿线旅客
出行提供便利。”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何建华认为，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网
络加速了长三角一体化，环线的开通改
变了人们对区域地理的认知，将促进区
域内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畅
通，给区域经济带来更多效益。

17 时 25 分，G8388 次首发列车到
达杭州火车东站。下车的李老伯一家
刚从九华山玩回来。他说，前几天出游
还没这趟环线车，今天无意中搭上了首
发车回家，时间也正合适，可以回家吃
晚饭，出游更方便了。杭州东站客运值
班员项李妍说，从沿线停站时刻安排

看，该车次始发、沿途、终到时刻都在高
铁客流较大时间段，能更好满足旅客日
常通勤、出游、商务出行需要。

据悉，G8388/9/8 次列车通过沪宁
城际、宁蓉铁路、合安高铁、宁安高铁、
池黄高铁、杭昌高铁、沪昆高铁等 7 条
铁路进行串联，形成了上海至南京南
至合肥南至黄山北至杭州东至上海虹
桥的长三角环形铁路网，把长三角区
域内较为偏远的城市与中心城市连接
起来。

高铁环绕，如同灵动飘逸的丝带，
织就长三角锦绣前程。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高级工程师杨
秀志表示，环线的设计不仅能够发挥长
三角路网优势，进一步提升动车组车辆
运用效率，还能把沿线主要客流点串接
起来，减少部分旅客在高铁枢纽城市间
换乘等待时间，更好满足环线覆盖城市
间群众的出行需求。

截至 2023 年底，长三角铁路已拥
有 25 条高铁，高铁里程约 7200 公里。
动车组开行范围覆盖除舟山以外的所
有地级城市，成为全国高铁网络最发达
完善的区域之一。今年铁路部门还将
开通沪苏湖、宣绩、杭温、上海南至莘庄
三四线、宁波枢纽庄桥至宁波段增建三
四线等 7 个项目，计划开工沪昆铁路嘉
善段高架改造等 4 个项目，推进甬舟铁
路、北沿江高铁等 32 个重点续建项目
建设，通过联网、补网、强链，轨道上的
长三角将越来越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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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1515日日，，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列车驶过钱塘江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列车驶过钱塘江，，前往杭州东站前往杭州东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旭明董旭明 摄摄

6 月 15 日，在铁路上海站站台，旅客在
出发前拍照打卡。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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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 6 月 16
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开创我国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10月至2024年3月期间有关重要论
述的节录。

文章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
特征，就是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十四
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
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
程，我们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文章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
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
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
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更明
确地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
转向“好不好”。

文章指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战略基点。

（下转第二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 赵璐洁 共享联盟·
常山 朱灿 梁依迈）“历时 15 年，投入
研发资金8000万元，我们终于研发出新
一代非剧毒氰化物电镀新材料——聚合
硫氰酸盐。”6 月 15 日，在常山环保电镀
新材料新技术创新联合体成立仪式暨非
剧毒氰化物电镀新材料聚合硫氰酸盐产
品和应用成果发布会上，衢州巴菲尔化
学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瑜玮兴奋地说。

非剧毒氰化物电镀技术，听上去专
业且复杂，其实这项技术与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从汽车、家用电器，到螺钉螺母
甚至芯片都要用到。以前，电镀技术需
使用氰化钠（钾）等剧毒氰化物，会严重

污染环境和危害人身安全。2011 年，
国家将含氰电镀工艺列入淘汰目录，但
一直以来，替代工艺的核心材料电镀性
能远低于氰化钠（钾），且工艺的辅助添
加剂长期依赖进口，成为制约我国电镀
行业发展的难题。非剧毒氰化物电镀
技术攻克了这一难题，具有环保、安全、
低成本、高性能产出等重大经济和社会
价值。

“非剧毒氰化物电镀技术不仅代表
了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水平，同时也填补
了电镀行业绿色产品的空白，在国际上
也是领先的，是行业内一个里程碑式的
突破，对行业的水处理、工人安全生产

等方面大有益处。”中国表面工程协会
理事长马捷说。

巴菲尔化学自 2009 年落户常山以
来，就专注于剧毒氰化物电镀材料替代
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并于 2013 年
推出自主研发的，可以替代剧毒氰化物
的新型络合剂 BF 无氰碱铜电镀液，这
也是我省首个非剧毒氰化物基础材料
研究成果。“但这款产品，只适用于镀
铜，存在镀种单一、成本偏高、使用不便
等问题，因此我们继续加快研发镀种更
全面、性能更优良的产品。”孙瑜玮介
绍，找准前进的方向后，企业科研团体
铆足干劲，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

阶，15年的坚守终获成功。
相比 BF 无氰碱铜电镀液，非剧毒

氰化物电镀技术可适用镀铜、镀合金、
镀镉等多个镀种，可与企业现有生产线
无缝对接⋯⋯这让该产品还未正式面
世，就赢得了众多客户的关注与青睐。
此次发布会上，巴菲尔化学现场与 8 家
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与常山县工业集团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合 同 总 价 值 超
5000万元。

据了解，企业将在 6 月底开建年产
能达 3000 吨的生产线，计划在 3 年内
完成相关设备及配套设施建设并稳定
达产，预计年产值可达3亿元。

常山企业研发出新一代非剧毒氰化物电镀新材料

潜心15年，终于攻克这一关
本 报 杭 州 6 月 15 日 讯 （记 者

沈 听雨 沈琳 共享联盟·桐庐 方菲
吴斌）15 日上午，桐庐县政府携手华策
集团联手打造的中国·桐庐富春江影视
产教示范区开工。项目位于桐庐县江
南镇，总投资 60 亿元，分期建设，其中
一期占地约 500 亩，总投资 22 亿元。
该项目集万人影视技师学院（筹建）、高
科技驱动影视创制中心、“三江两岸”世
界级影文旅目的地为一体，旨在吸引国
内外影文旅教前沿人才与尖端资源，努
力创建国际级影视小镇、国家级文化产
业示范园区（基地）和国家5A级景区。

当前，桐庐聚焦“发展”与“美丽”两
大主题，着力打造长三角最佳短途旅游
目的地。影视产业一头连着发展，一头
连着美丽，是桐庐重点培育的产业赛
道。据悉，此次示范区项目之一的华策
影视技师学院（筹），一期将投资 12 亿

元，建设16万平方米的校园，计划于明
年9月迎来第一批学子，后续还将启动
高科技摄影棚区和文旅景区项目规划
建设。

桐庐县政府和华策集团有关负责
人均表示，希望通过该项目，在美丽的
山水自然间拍出精品力作，培养优秀影
视人才，并运用先进科技为影视发展注
入新质生产力，助力打造文旅融合新
生态。

现场，桐庐还发布《关于推动桐庐影
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同
时举行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中国广
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
与中国桐庐富春江影视产教示范区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等 4 项签约。由 10 家全
国领先的 AIGC 应用企业和 10 家省内
高职院校共同发起的中国（浙江）AIGC
应用产教联盟同步启动。

中国·桐庐富春江影视产教示范区开工

打造世界级影视文旅目的地

位于海宁经开区的浙江得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成
功交付供应巴黎奥运会的运动服面料 4 万多米。“为了巴
黎奥运会，我们共研发了 7 款新型面料。目前我们 50%以
上的面料产品，都是用可回收材料研发制成的。”公司副总
经理余红标说，去年，企业与浙江工业大学合作建立新材
料联合研发中心，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 5.6%。
今 年 1 月 至 4 月 ，企 业 销 售 额 达 2.0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76%。

近年来，面对国内外市场多重冲击，海宁传统优势产业
通过创新驱动、技改赋能，正经历全面深刻的转型升级，进
而焕发蓬勃生机。今年 1 月至 5 月，海宁完成规上工业产
值 114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 ；完 成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204.69亿元，同比增长14.4%。今年一季度，海宁传统产业
总产值同比增长13.4%。

数字技改为传统产业装上“大脑”

统计显示，传统产业一度占海宁规上工业总产值近
80%。2023年，皮革、家具、印刷、经编、家纺、袜业、服装和
五金等 8 个传统产业的产值占比仍达 35%左右，规上企业
数占比达52.9%。

传统产业是海宁优势产业，也是富民产业。2023年海
宁传统产业规上企业用工人数达 13.91 万，占规上工业用
工总数的75%，年人均工资10.48万元。

受国际国内大环境影响、资源要素约束收紧，海宁传统
产业对风险挑战的感受也愈加明显——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

出路何在？“优势不能丢、薪火不能断，找准转型升级路
径，传统产业也可以是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海宁市委主
要负责人说，去年以来，海宁紧紧围绕生产数字化、产品高
端化、销售多元化等发展方向，加快推动传统特色产业高质
量发展。

数字技改为传统产业装上了“大脑”。没有一个工人、没有一丝亮光，在华尔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黑灯工厂”里，从原材料到最终成品，所有的工序都由近百
台全智能袜机完成，每天产出1.5万双袜子。

“以前他们一听我是做纺织业的，都给我打上夕阳产业的标签，我不太服气。”
公司董事长王键强笑着说，这些年企业先后投入 1 亿多元，改造建设智能无人工
厂。目前企业可以根据客户大数据的实时出货、实时库存等情况，自动预测客户下
单数和公司生产、库存数，让客户下订单到拿货从原来的 110 天缩短到了 7 天，人
工成本减少94%，产品毛利率提升200%。

海宁以轻量级改造、工程化实施、平台化支撑等方式，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在生
产、管理、供应链等方面进行数字化改造，打造一批改造成效显著的样板企业，进行
高质量、低成本、批量化复制推广。

海宁持续加大奖补力度，对列入市协同创新示范项目的，给予项目牵头单位平
均 100 万元经费支持；对企业实施机联网改造，连接行业级、区域级产业工业互联
网（创建）平台、产业大脑的，给予单台终端生产设备联网改造投入50%以内补助，
安排不少于5000万元专项资金。2024年，海宁“零地技改”投资预计达65亿元以
上。

坚持产品创新寻找发展之路

一根丝线，细如头发，不仅能耐受200℃高温，而且具有较强的阻燃性能，离开
火源后可以自行熄灭。在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特种高性能纤维
材料就是企业今年研发的新产品，每吨售价比普通工业涤纶丝高出 30 多倍，却备
受市场欢迎。

曾经，海利得公司主要生产灯箱布等产品。近年来随着大量经编企业涌入，经
编织造同质化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产品销售价格难以跟随原料成本上调，经编企
业不能再以“价低量大”拼市场。“我们历时多年，成功研发了一款涤纶安全气囊丝
新产品，走差异化竞争，抢先一步占领高端市场。”公司总经理助理朱伟说。近 10
年来，企业的研发投入保持在3%以上，今年一季度已研发新产品16个。

产品持续上新的背后，是对创新的坚持。
“海宁传统产业以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走协同创新、产学研合作等模式，

才能让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充分发挥。”海宁市科技局副局长戴璐说，海宁已成立
时尚产业、装备智造业等 8 个产教融合联盟，促进资源集成和共享，引导高校与企
业深度合作。

在海宁市马桥经编园区里，有全国首个经编专业性研究机构——中纺经编科
技研究院，为经编企业提供研发、检测、培训“一条龙”服务。目前，这里已聚集 24
个创新服务资源，可供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学校与科研院所共计 8 家，年服务企业
100多家。

截至 2023 年底，海宁共有 1989 个新产品入选省级新产品，新产品销售额达
53.1 亿元；全市累计新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95 家、新增品字标浙江制造认证
产品75个、新增发明专利授权334个。

（下转第二版）

海宁传统优势产业焕发生机创新求变

，老树发新枝

本报记者

沈烨婷

褚晶君

通讯员

邬骊旦

金岩欢

本报金华6月15日电（记者 陆欣
徐贤飞） 这两天，金华市金字火腿股
份有限公司的部分门店里，最新创意
产品——火腿冰淇淋成了抢手货。“既
有火腿的咸香，又有冰淇淋的甜味。没
想到，千年火腿也能这么潮。”00后市民
李倩尝试了两口后，便爱上了这味道。

“我们团队经过近一年的研发以
及一系列严格的品质测试，打造了这
款产品。”金字火腿总工程师马晓钟
说，目前火腿冰淇淋还属于试销阶段，
市场反应很不错。接下来，他们还将
推出火腿饼干、火腿八宝粥等。

金华火腿拥有千余年历史，其重要
原材料——金华两头乌猪，是中国四大
名猪之一。然而，两头乌因生长速度
慢、养殖成本高、瘦肉率不高等原因，长
期以来面临诸多困难，这也制约着金华
火腿产业的发展。为此，金华持续发
力：去年 9 月，组建了推进金华两头乌
和金华火腿产业振兴工作专班；今年 4

月，出台了金华两头乌和金华火腿高质
量发展双十条政策；今年 4 月初，召开
了金华两头乌和金华火腿产业振兴推
进大会。同时，依托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和金华市农科院的科研力量，成立金华
两头乌遗传与改良重点实验室⋯⋯

围绕提升两头乌的生长速度和瘦
肉率等瓶颈问题，实验室与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
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印遇龙团队合作，
通过制定金华猪群体的分子谱系与选
配指导方案，进一步推进瘦肉型金华
猪培育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数据
显示，新品系两头乌猪瘦肉率约提升
了十个百分点，这不仅增强了养殖户
的信心，也为金华火腿的品质提升奠
定了坚实基础。

金华两头乌和金华火腿，都是有
着金华鲜明标识的土特产，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与众多传统产业一样，面临
老味道如何适宜“新味蕾”的难题。

“传统火腿发酵时间长，味鲜但偏
咸；两头乌肌间脂肪含量高，肉香但偏
肥。怎么守正创新，如何让它们适应
当下，是两大产业发展的大课题。”金
华两头乌和金华火腿产业振兴工作专
班相关负责人说。

珍其源两头乌食品有限公司，过
去专注于两头乌生鲜肉的销售，如今
也积极转型，近两年来大力开发深加
工产品。他们推出的两头乌小笼包一
度风靡市场，供不应求。

为让千年金华火腿“逆龄”生长，金
字火腿更是专门组建了一支名校毕业
的 95 后设计团队，让他们大胆尝试火
腿的新吃法。“接下来，我们将研发火腿
酱油、火腿面条、火腿蛋糕等新产品。”
马晓钟说，“要想抓住年轻人的心，给年
轻人‘种草’，还得让年轻人自己上。”

今年 9 月即将开学的金华火腿学
院，更是直接办到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里。“培养高素质的火腿制作技师，在

传承金华火腿千年传统工艺的同时，
用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增添火腿更多
的可能性。”金华火腿学院院长、金华
市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姜能说。

产业的发展还包括了与文化、旅
游等第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以两头乌
猪为形象 IP，“熊猫猪猪·两头乌”国际
牧场成功打造了一个集观光、体验、购
物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自开园
以来，游客接待量已超过 190 万人次，
综合营业收入高达 1.86 亿元。

据悉，去年金华两头乌能繁母猪
存栏量超过 6200 头，出栏数量达到 6.7
万头，比上年增长 28%和 53%。火腿
产业年生产量达 350 万条，其中以两
头乌为原料的火腿产量达 3 万条，比上
年 分 别 增 长 33% 和 200% 。 预 计 到
2027 年，金华两头乌年出栏量计划达
20 万头以上，火腿产量突破 500 万条，
到 2030 年实现两大产业全产业链产
值和品牌价值均超百亿元。

金华两头乌、金华火腿双双瞄准百亿级目标

土特产打出年轻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