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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风起江淮 制造向新

9月22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获悉，该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自主研制

的水冷磁体产生了42.02万高斯（即42.02特斯

拉）的稳态磁场，打破了2017年由美国国家强磁

场实验室水冷磁体产生的41.4万高斯的世界纪

录，成为国际强磁场水冷磁体技术发展新的里程

碑。这也是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继2022年混

合磁体成功创造45.22万高斯的世界稳态磁场

纪录之后，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技术突破。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党委书

记黄晨光介绍，在中国科学院和安徽省联合科

研攻关项目支持下，经过近4年的不懈努力，强

磁场技术研究团队创新了磁体结构、优化了制

造工艺，最终在32.3兆瓦的电源功率下产生

42.02万高斯的稳态磁场，标志着我国乃至世

界强磁场水冷磁体技术发展达到新高峰。

“这一磁体研制成功，不仅更好地满足了

科研用户对快捷调控的稳态强磁场的实际需

求，为科学家们探索新现象、揭示新规律提供

了强大的实验条件，更为我国建设更高场强

的稳态磁体奠定了一项关键技术基础。”黄晨

光说。

稳态强磁场磁体分为三种类型，即水冷磁

体、超导磁体、由水冷磁体和超导磁体组合的

混合磁体。水冷磁体是科学家们最早使用的

磁体类型，具有磁场调控灵活快捷的特点、能

够产生磁场强度迄今远高于超导磁体的优

势，为物质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和高效的实验

条件。

强磁场科学中心学术主任匡光力介绍，稳

态强磁场技术发展就像乒乓球赛场上的竞技，

“水冷磁体、超导磁体都是‘单打高手’，混合磁

体是‘混双组合’，2022年我们曾以综合优势问

鼎‘混双冠军’，今天我们在这一领域又有了新

的突破，拿下了一项‘单打冠军’。”

稳态强磁场是物质科学研究需要的一种

极端实验条件，是推动重大科学发现的“利

器”。几十年来，全球科学家在稳态强磁场条

件下的科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先

后有十多项科研成果获得诺贝尔奖。因此，

强磁场技术的发展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重要

领域。目前国际上有五大稳态强磁场实验

室，分布在美国、法国、荷兰、日本和中国合肥

科学岛。 （科技日报记者 洪敬谱）

我国稳态强磁场刷新水冷磁体世界纪录

在位于安徽合肥的东超科技工厂，技术人员在检查负折射平板透镜原材料的品质。

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位于安徽芜湖的中车浦镇阿尔斯通运输系

统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新华网合肥9月19日电（汤阳 李东标）九

月的江淮大地，一片丰收的图景。

在美丽的巢湖之滨，一年一度的世界制造

业大会即将拉开帷幕。自2018年首次举办以

来，这场盛会已成为展示安徽乃至中国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窗口，更成为全球制造业领域高

端交流、深化合作、共享共赢的重要平台。

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到冉冉升起的新兴

工业大省，近年来，安徽经济实力实现重大跨越，

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形象显著提升，在国

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2023年，

全省规上工业营收突破5万亿元，跃居全国第7

位、中西部第1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711户、

居全国第6位；全部工业增加值1.4万亿元、居全

国第10位，迈入全国工业大省行列。

蹄疾步稳改革“成色”更十足

秋日的安徽芜湖港，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

象。装载汽车的集装箱堆满了码头，这些五颜六

色的集装箱将被转运至货轮，而后发往海外。

今年前7个月，安徽出口汽车49.38万辆，

同比增长27%，出口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近年来，安徽围绕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

安徽大力推动一批龙头性、高成长性、高牵动

性企业引育，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推

动核心零部件领域“补短板”“锻长板”，为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奠定

坚实基础。

回望来时的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

一个农业大省，安徽发展底子薄，曾经不大被

人关注，是什么成就了今天的“逆袭”？

答案就隐藏在“发展”两字之中。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安徽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基本

省情，锐意改革攻坚，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

绘到底，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改革开放之初，安徽明确提出发展轻工

业、电子工业和消费品生产，积极调整工业经

济结构，不断健全工业经济体系，一度造就了

“轻工大省”的美誉。之后，安徽又大力引进、

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推动家电、汽车等

先进制造业异军突起。

进入新世纪，安徽明确提出工业强省主战

略，培育壮大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走

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省在更高水平推进

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着力以新供给引领新

需求，培育新动力、打造新引擎，加快构建创新

型现代化产业体系。

本土车企奇瑞上榜世界500强，蔚来汽车

中国总部、大众安徽新能源汽车项目、比亚迪

合肥基地项目先后落户……安徽汽车产业发

展不断“换挡提速”，目前已形成了整车—电池

—电机—电控的全产业链，关键零部件—整车

—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发展格局。

我国“新三样”产品中，全国1/5的光伏组

件、1/7的锂电池和1/8的新能源汽车是“安徽

造”……借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

起等国家战略叠加的区位优势，安徽力促“量”

“质”齐升，取得了一批创新成果，成为建设智

能绿色制造强省的新名片。

据统计，2023年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

收入突破5万亿元，达到50875亿元，比上年增长

8.9%，营收总量跃居全国第7位、中西部第1位。

从小岗村摁响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惊雷，

到放手“傻子瓜子”为个私经营闯路，再到坚定

不移推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安徽篇章，今天的安徽，“改革之花”开遍

江淮大地，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迸发。

厚植沃土创新“底色”更鲜亮

近日，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传来好消息，该校徐集贤教授团队在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研发方面获得重要进展，创造了稳态效率

26.7%的钙钛矿电池，刷新该领域世界纪录。

从中国第一台VCD、第一台微型计算机，

到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全球首台

量子计算机、世界最薄电子触控玻璃……一项

项“世界第一”，串联着安徽奋进的足迹。

以创新为“金字招牌”的安徽，矢志下好创

新“先手棋”，把科技创新锻造为腾飞引擎，闯

出从跟跑到并跑领跑之路。

抓住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牛鼻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安徽发展

史，也是一部求新求变、锐意进取的创新史。

1970年，中国科技大学南迁安徽合肥，开

始了“二次创业”史。50多年来，这所高校扎根

安徽这片“创新沃土”，成为科技高峰的攀登者

和科技无人区的探路者。

1978年，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成立了等离

子体物理研究所，成为国内领先的大科学工程

性基础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38研究

所、43研究所等国内顶尖的大院大所几经辗转

之后，也相继落户安徽。

高校院所的密集入驻，为安徽发展提供了

源源不竭的“人才宝库”，也为安徽科技创新提

供了动力源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创

新，再到制度创新，安徽以高水平创新型省份

建设为旗帜性抓手，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美好安

徽增添强劲动能。

2023年，安徽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前

列，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2%，占规

模以上工业比重提高到49.1%，对规上工业增

长贡献率达70.3%，科技支撑产业作用明显。

今年6月，安徽省11个项目荣获2023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含主持完成的4项、参与完

成的7项。其中，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主持、

刘庆峰领衔的“多语种智能语音关键技术及产

业化”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这是安徽省时隔9年再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当前的安徽，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全面

起势。空地一体量子精密测量实验设施获国家

批复，首个国家量子信息未来产业科技园启动建

设，集聚量子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在全国首次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基础研究，组建聚变新能

公司，开工建设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深空探测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

挂牌，承担实施深空探测、空天信息等重大科

研项目，启动谋划深空领域国际大科学工程。

与此同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

截至2023年底，安徽省科技资源加速向企业集

聚，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研发人员、企业研发机

构、企业有效发明专利占比，均实现了80%以

上。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1.9万家，居全国第8

位；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超2.7万家，居全国第

7位，较上年提升2位。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叠加效

应，让科技的动力更澎湃。据统计，安徽区域

创新能力连续12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省研

发投入和研发强度实现“双进位”，科技创新

“金字招牌”越来越亮。

创优环境发展“亮色”更耀眼

走进铜陵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包

装车间里空无一人，只有机械手臂上下翻飞，

将一袋袋沉重的化肥码放整齐。

六国化工信息中心负责人介绍，之前包装

车间需要工人24小时倒班，劳动强度大。运用

工业互联网打造自动化产品包装线后，可做到

人歇机器不歇，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数字智造，正成为安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

“硬核名片”。近年来，安徽坚定不移实施制造

强省战略，深入实施制造业“提质扩量增效”行

动计划，迎来从“传统农业大省”到“新兴工业

大省”、再到“加快打造制造强省”的历史性跨

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效。

2023年，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42.9%。以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支撑，去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50875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

大关，同比增长8.9%，总量居中西部首位。

按照规划，到2025年，安徽将实现重点行

业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规

模以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全覆盖。

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释放制造业发展

澎湃动能，安徽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

化改革，开展创优营商环境系列提升行动，在

企业开办时间、行政审批、工程项目建设审批、

不动产登记等方面对接国内外先进标准，建立

常态化“四送一服”点对点服务企业制度机制。

与此同时，充分发挥省民营办统筹协调和

督办考核作用，推动定期召开省民营企业家恳

谈会，带动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召开恳谈会、座

谈会，解决企业问题诉求。

围绕企业贷款融资难题，安徽在全国首创

“亩均英雄贷”，以亩均单位建设用地上的投入和

产出作为衡量标准，正向激励亩均效益领跑者，

反向倒逼亩均效益低下者，形成节约集约用地的

高质量发展模式。2023年发放贷款超3084亿

元，规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同比增长25.3%。

此外，安徽组织开展政策入企、金融惠企、

人才培育、管理提升、清理拖欠、线上服务等

“益企赋能”十大行动，累计为3万多家企业清

偿被拖欠账款186.1亿元，实现纳入国家台账

管理的拖欠企业无分歧账款清偿率100%、拖

欠中小企业账款投诉化解率100%。

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让安徽制造业发展

“亮色”更耀眼。数据显示，近10年，全省规上

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8.9%，居全国第3位。

作为宣传展示先进制造业发展成果、促进

制造业国际合作的重要窗口和平台，安徽连续

举办6年的世界制造业大会，去年大会共促成

合作签约项目587个，投资总额3425亿元，其

中，制造业签约项目534个，总投资额3060亿

元，创下历届参会人数最多、展览面积最大、活

动内容最丰富、外向度最高、宣传覆盖最广、服

务保障满意度最高6项纪录。

2024世界制造业大会即将在合肥举行，

“安徽制造”将会为人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值

得共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