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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下好创新“先手棋”激发发展新动能

位于合肥市的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位于合肥市的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

8月5日，笔者来到位于黄山市徽州经

济开发区的黄山金石木塑料科技有限公

司。在公司模压生产车间内，聚酰亚胺粉末

原料被机器压制成各类型材。

该公司企划部主管方计成告诉记者，聚

酰亚胺是一种特种工程材料，被广泛应用于

航空航天、芯片制造、半导体产业、汽车船舶

制造等领域。此前，该技术长期被国外垄

断，曾是国内行业的共性难题。通过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公司科研团队成功破解了“卡

脖子”难题，也填补了国内市场的空白。

“去年，我们研发的超大聚酰亚胺板投

入批量生产。”方计成说，该板材的成功研发

与生产，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市场竞争力。

该公司的发展也得到了开发区管委会

的悉心帮扶。“开发区管委会得知我们扩大

再生产急需租赁厂房后，安排项目服务队征

集我们对厂房的实际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定

制了一栋厂房。”方计成说。此外，管委会还

牵线搭桥，帮助公司与黄山学院、洛阳轴承

研究所等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

合作关系。

徽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楼凯告诉

记者，开发区主动对接省内外优质企业和高

等院校，通过“揭榜挂帅”方式，加快科技攻关

以及科研成果转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截至目前，园区共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67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54家、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75家；建有博士后工作站5

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1家、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17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0个。

（袁中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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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鸡生下一颗安全健康、吃着

放心的鸡蛋呢？答案是需要从育种、营

养、疫病防控等各个方面进行关键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推广。近日，第七届安徽

省规模蛋鸡养殖技术研讨与培训会在合

肥召开，笔者从会上获悉，为了养出健康

的蛋鸡，生产出安全放心的鸡蛋，我省科

研人员多管齐下，用科技赋能安徽蛋鸡

产业高质量发展。

安徽是蛋鸡养殖生产大省，常年蛋

鸡存栏量1亿只以上，保持着稳中有升的

发展势头，禽蛋产量位居全国第七。近

年来，作为我省蛋鸡产业发展的重要科

技支撑力量——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

合肥综合试验站、宣城综合试验站将体

系岗位科学家研发的新设备、新技术、新

方法在安徽蛋鸡企业进行了快速示范、

推广和应用。

走进潜山市新天胜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养殖场区干净整洁，良好的环境控制

即使身在鸡舍也闻不到任何臭味。“以前

养鸡是个辛苦活，需要人工饲喂、收蛋、

清理粪污，限制了蛋鸡场的规模化发

展。我们在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合肥

综合试验站的指导下，对鸡舍进行了升

级改造，配备了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可实

现收蛋、清粪、喂料、饮水、控温自动化等

精准化操作。”公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化

设备还可实现对规模蛋鸡场的鸡群巡

查、鸡舍环境检测等，如同给鸡舍接入了

智慧“大脑”。自动化、精准化的养殖设

备可让1个人轻松养2万只蛋鸡，极大提

升了养殖效率。同时养殖环境的精准控

制为鸡群带来更高水平的健康管理、疾

病预防和生物安全防控。

健康的蛋鸡才能生产出安全放心的

鸡蛋，鸡场的生物安全防控是预防疫病

的关键。针对这一关键要素，试验站近

年来主持制定了《鸡滑液囊支原体病防

治技术规程》《鸡传染性鼻炎防治技术规

程》等一批安徽省地方标准，为严重影响

蛋鸡生产的疫病提供了重要的防控指

导。

此外，科研人员还在全省规模蛋鸡

场不断推广蛋鸡产业技术体系研发的生

物安全防控技术，包括鸡场主要疫病监

测技术、高效消毒与生物媒介阻断技术、

精准免疫与免疫减负技术等，指导培训

蛋鸡养殖人员万余人次，显著提升了蛋

鸡场生物安全防控水平，减少了疫病的

发生。

蛋鸡种源疫病的净化是优质种源发

挥出优秀生产性能的保证。近年来，合

肥综合试验站在种鸡群禽白血病净化方

面集成了成熟的技术体系，并为多家种

鸡企业提供禽白血病净化技术支持和帮

扶，累计帮助企业检测核心育种群净化

样品10万余份，显著降低了种鸡群阳性

率，提高了鸡苗的质量。合肥综合试验

站研究员张丹俊作为全国种鸡禽白血病

和鸡白痢净化评估专家，积极推动安徽

种鸡企业申报国家和省级禽白血病净化

场。目前，荣达禽业股份有限公司已通

过国家级净化场验收，五华鸡保种场已

获得省级禽白血病净化场授牌。

鸡蛋兽药残留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食

品安全问题之一，也是养殖从业人员不

能触碰的食品安全红线。“为提升鸡群的

健康水平和蛋品的安全质量，产蛋期禁

止使用抗生素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安

徽省家禽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

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刘伟介

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为大型养殖

企业提供生物安全防控技术指导，让鸡

群喝上了经过净化的纯净水，吃上了营

养全面均衡的饲料，鸡群重要病原微生

物得到严格防控和净化，同时利用中草

药及其提取物、益生菌、益生元等保健型

添加剂提升蛋鸡的抵抗力。

由合肥综合试验站主持制定的安徽

省地方标准《蛋鸡产蛋期无抗生素养殖

技术规程》集成了蛋鸡产蛋期无抗生素

养殖关键技术方法，为安徽蛋鸡企业安

全蛋品的生产提供重要的指导。“从养健

康的鸡到产安全的蛋，每一步都倾注了

科技的力量。”刘伟说。

（汪永安）

一颗“放心鸡蛋”中的科技力量

近年来，安徽坚定不移下好创新“先手

棋”，区域创新能力连续12年位居全国第一方

阵，重大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更加

全面激发安徽加快建设科技强省，打造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的信心和决心。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近日，在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

限公司实验室里，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

正在运算来自世界各地的量子计算任务，伴随

运转发出阵阵低鸣声。

“‘本源悟空’是目前中国先进的可编程、

可交付超导量子计算机，自1月6日上线以来，

已完成全球120多个国家的25万多个量子计

算任务，全球访问人次已突破1200万。”本源量

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辉

表示，这是中国量子算力首次大规模、长时间

向世界开放。

量子芯片是量子计算机的核心部件，可以

视作它的心脏。“‘悟空’芯由团队自主研发，

拥有198个量子比特，其中72个为计算量子

比特。”张辉告诉记者，从理论上来说，72个计

算量子比特可以让量子计算机的性能达到2

的72次方。

记者了解到，“本源悟空”国产化率已超

80%，其余部件已自研备用，在量子计算机赛道

实现全线自主可控。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统筹强化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更加坚定了我们加快科技自

立自强步伐的信心。”张辉表示，关键核心技术

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越是封锁的技术，我

们越是要去做、去攻克，这是团队的坚守。

成立以来，本源量子先后建成国内第一条

量子芯片生产线，研发出超导量子芯片监测设

备“无损探针台”，超导量子芯片修复设备“激

光退火仪”等。

谈及未来，张辉目标坚定：“今后将更加坚

定‘十年磨一剑’的信念，为量子科技未来产业

发展贡献力量。”

加速科技成果“纸变钱”
在合肥高新区，一幢象征探索未知的X形

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由安徽省、合肥市、中

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四方共建的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走进中国科大先研院智慧消防物联网技

术创新中心，科研人员们正在心无旁骛地做实

验。研究员聂俊是该中心的负责人，同时也是

中科永安（安徽）科技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公司是中国科大先研院持股孵化的企

业，员工半数以上是技术人员，依托强大的自

主创新能力，首创了‘固定式泡沫喷雾灭火系

统’等多个产品，能提供消防安全、工业安全、

应急管理等软硬件产品与技术服务。”聂俊说。

中科永安是中国科大先研院培育企业的

缩影。近年来，中国科大先研院聚焦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多措并举为科技成果转化“松绑助

力”。截至目前，中国科大先研院累计孵化企

业约330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约106

家，龙芯中科（合肥）、华米科技、东超科技等已

成为行业明星企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科技人

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

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深化职

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这让我对未来的科技

创新工作干劲更足。”聂俊说，新时代的科技工

作者肩负着重大责任，今后将立足自身岗位，

埋头苦干，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让企业成为创新“主角”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蚌埠市的安徽希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生产车间内，三条贴片机

生产线正高速运转。

据悉，该企业是一家专注磁性传感器及磁

性传感器芯片设计、研发、生产以及销售的企

业，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能源产业、汽车，储能以

及工业自动化、航空航天、智慧医疗等领域。

“磁性传感器能把感应到的磁场、电流、温

度、光等转化为电信号，机器装上它，就像是拥

有了眼睛、鼻子、耳朵，可以去感知周围的环

境。”安徽希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

室主任赵乾阳介绍，基于TMR（隧道磁阻）技

术，公司研制出电流传感器、角度传感器、位移

传感器等产品。像新能源领域，主要产品是电

流传感器，可以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电流检测。

近年来，蚌埠市多点发力推动智能传感器

产业发展，除了希磁科技，还培育了北方微电子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安徽芯动联科微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等一批智能传感器行业领军企业。今

年1月至5月，蚌埠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已集聚规

上工业企业50家，完成产值21.1亿元，同比增长

7.7%，高于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增幅5个百分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科技

创新的方向和使命，为科技创新的各项工作提

供了根本遵循。”蚌埠市科技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闻建忠说，今后将把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具

体工作中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持“四个面

向”，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持续开展有组织、成体系的科技成果转化，不

断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能。 （安徽日报记者 鹿嘉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