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细胞工厂”的梦想——
前瞻布局，

做高品质原料智造者

■ 记者通联部主办 责任编辑 刘小荣 朱晓羚赣江新闻 2024年 4月 29日 星期一6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近日，

省发改委公布 2024 年第一批省重点建设项目计

划，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厂网一体化项目、雪玲

妃本草护肤产业园项目等 6 个项目成功入选，总

投资 44.6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1亿元。

下一步，赣江新区将坚持“项目为王”理念，坚

定不移实施项目带动战略，统筹抓好创新研发、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各类项目，持续谋

划储备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好

项目、大项目，千方百计、全力以赴推动“十百千

万”工程行动计划走深走实，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

赣江新区6个项目入选
省重点项目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日前，江

西省发展数字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第二

批省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示范项目名单》，赣江新区

慧工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赣江新区智慧工地管

理服务平台项目”和共青组团卫生健康委员会申

报的“共青城市智慧医疗建设项目”成功入选。

下一步，赣江新区将充分挖掘各类数字技术

应用场景，搭建开放、共享、共赢的应用场景创新

交流合作平台，做强做大数字经济，不断以需求牵

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以应用驱动产业，推动

更多项目落地实施，加快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培

育和落地。

赣江新区加快
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培育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近日，记

者从赣江新区公安局获悉：南昌、九江、赣江新区

将开展警务协作一体化，加快推进南昌都市圈区

域警务协作的规划和建设，建立全方位、各领域、

多层次的警务协作格局。

据了解，三地将以互融互通、协作配合、共同

发展为原则，在情报指挥联勤、违法犯罪联打、安

保协作管控、毗邻地区联防、信息共享应用等方面

系统推进警务协作一体化，实现警务沟通更及时、

协作更紧密、标准更统一、共享更彻底、合作更高

效，推进区域联动共治。

赣江新区与南昌九江
开展警务协作一体化

近日，走进位于赣江新区经开组团的环昱智

能产业园项目现场，崭新的厂房林立，园区内外

道路干净整洁，生产设备正在有序进场。

“ 项 目 已 顺 利 完 成 园 区 市 政 管 网 和 道 路 建

设，正在进行项目投产前期准备工作，预计 6 月竣

工投产。”环昱智能产业园项目负责人焦庆华介

绍。

环昱智能产业园项目是建设触控行业智能装

备及自动化集成研发、制造及销售于一体的产业基

地。建设过程中，项目一度面临资金短缺问题，经开

组团临空经济区（空港新城）事务中心的企业项目服

务专员了解情况后，积极帮助企业对接金融机构贷

款3000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源头有“金融活水”，建设有“服务支撑”。聚

焦项目规划、审批、用水用电等全方位要素保障，

经开组团积极主动为项目“问诊把脉”，助企解难。

前不久，江西领航照明产业园项目 5 号楼厂

房顺利实现主体结构封顶，预计 10 月投产运营，

意味着经开组团又将新增一 LED 成品产业基地，

助力电子信息产业招大引强、延链补链强链。

“我们及时制订工期计划，全力帮助企业办

理楼施工许可、人防等手续，协调项目加紧建设，

提前完成了任务目标。”临空经济区（空港新城）

事务中心项目办负责人黄玉英说。

近年来，赣江新区经开组团坚持“项目为王”

理念，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签约时间

长，建设进度慢，土地低效使用的项目，按照一企

一策、精准施策的工作思路，通过月汇报、周调

度、日催促工作机制，对“晒太阳”项目开展“靶向

治疗”，让项目“起死回生”。

“我们将持续立足项目建设主战场，优化施

工组织、合理配置资源，一项一项抓好落实，一步

一步向前推进，奋力推动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赣江新区经开组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项目建设按下
“加速键”

本报全媒体记者 郑 莹

江西唯铂莱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5.2 万平方米的“细胞工

厂”，颠覆了记者对工厂的印象：三层楼高的发酵罐静立，实

验室一样洁净的车间里，一名技术人员通过显示器，观察菌

体的生长状态，并记录下发酵数据。

“我们的‘工人’在发酵罐里。”唯铂莱生物行政总监王义

超指着眼前的庞然大物笑着告诉记者，“每个细菌就是一个

‘智造者’。”

2023 年 2 月，唯铂莱绿色生物制药研发生产基地在中医

药科创城顺利投产。一批生物合成的独创核心技术从实验

室走上生产线，为中医药、高端化妆品等产业提供原料。

天然蓝色素“谷蓝”就是其中之一。据王义超介绍，大多

数色素通过化学合成，生产、使用过程中环境污染较大；天然

色素从动植物中提取，生产成本高，难以满足产业化应用的

需求。

“作为全球独创性技术，‘谷蓝’成功解决了这一痛点。”

王义超说，“细胞工厂”用微生物发酵技术合成天然蓝色素，

无污染、低成本，备受欧美市场青睐。

原本只能从橄榄果实和树叶中提取的羟基酪醇，“细胞

工厂”可以直接生产。这种广泛应用于药品和化妆品的超强

抗氧化剂，长期受限于低效的植物提取工艺。生物合成量产

后，纯度提升至 99%，不仅获得美国 GRAS 认证，还拿下国内

化妆品行业首个新原料备案。

抗疟疾药物青蒿素，也在合成生物技术的加持下实现了

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种植 5万亩黄花蒿一年所提取的青蒿

素，“细胞工厂”两周时间就可合成。

“原本成本高昂、生产复杂的材料，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生

产出来。”王义超介绍，企业现有 21项核心专利，在医药、化妆

品、食品、纺织、日化等多个产业领域都能找到“用武之地”。

节能、环保、高效的背后，是企业自建的实验室——鸿鹄

实验室，依托兰里中心（浙江杭州）、桑海中心（江西赣江新

区）、盐湖城中心（美国）三个研发中心，唯铂莱生物打造了一

个集基因工程、发酵工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于一体的智能

生物乐高价值创新平台，构建起庞大的微生物菌种库。

美国、韩国、日本……唯铂莱生物频频走出国门，拥抱全

球市场。“这是一条潜力巨大，且与国际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新赛道，我们有机会、也致力于成为这条赛道的‘领跑者’。”

谈及未来，王义超满怀信心。

眼下，以唯铂莱生物为代表的企业，正成为赣江新区培

育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随着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重点产

业布局逐步落地，未来产业的新图景日益清晰。

“现在的小苗，或许就是未来的参天大树。”赣江新区负

责人认为，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谁的未来产业起步早，谁才

能赢得先机。

用未来产业开创产业未来，赣江新区加快发力。

向新而进 向高而攀 向数而融
——从三家企业看懂赣江新区产业创新范式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杨 静 文/图

新区之新，关键在创新。国家级新区，承载着赋能区域科技和产业创新的使命。
今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发布《促进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建设行动计划》，明确推动包括

赣江新区在内的 19个国家级新区，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引领区。
如何蓄力破局，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塑造制胜未

来的新动能、新格局、新优势？
这个春天，一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的产业发展竞速赛在赣江新区这块“改革试验田”铺展开

来。无论是处在加速转型升级中的传统企业，发展势头强劲的新兴企业，还是不断突破创新的
“未来工厂”，都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向新、向绿、向智。

暮春时节，记者蹲点赣江新区三家企业，试图从一个个聪明的车间、一座座智能的工厂，读懂
国家级新区产业创新范式。

眼下，江西省博信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谭志康正忙乎

两件事：产线智能化改造和家装市场开拓。前者关系生

存，后者关系未来更好地生存。

走进博信玻璃，全国首条切割、磨边、钢化、中空全自

动化智能生产线已进入试运行阶段。点点鼠标，各式智能

生产设备按照后台指令有条不紊进行操作，将一块块原片

玻璃“一键加工”成各种规格的成品玻璃。“3 至 5 个人就能

将生产管起来，减少破损、提升质量，产能至少提升 20%。”

谭志康很是兴奋。

新生产线带来新产品。“过去，我们只能加工 4 米以内

的玻璃，技改后，加工规格升级到 6 米，能满足 95%的市场

需求。”谭志康介绍，产品种类也实现质的突破：过去只能

加工矩形玻璃，现在可以加工任何形状的异形玻璃。

系统同步升级。一个更强大的“大脑”24 小时紧盯物

料、设备、生产，采集数据，发出指令，每道工序间的流动和

互联清晰可见。尺寸繁杂、补片追踪困难、半成品堆积，过

去困扰企业的难题得以一一破解。

“改变源自现实压力。”谭志康坦言，去年以来受房地

产市场影响，订单下滑明显。压力之下，公司决定跳出工

程玻璃市场，进军家装玻璃定制市场，从低附加值产品“走

量”，转向高附加值产品“走质量”。

博信玻璃一直有着强烈的智造梦。在赣江新区相关

政策的激励引导下，公司 4 年间先后投入 1.5 亿元，3 次对

生产线进行技改，用真金白银和装备“死磕”。

“每次技改都激流勇进，目的只有一个，依靠创新实现

提升，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谭志康说。

一次次走在行业前列的技改，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具体

的问题，也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发展新空间。这个从小加工

厂起步的家族企业，迅速成长为江西玻璃深加工企业的

“领头羊”，并跻身中国玻璃加工 30强企业之列。

如今，博信玻璃正试水电商直播和社区直营店，力图

通过工厂直达消费者的模式，获得新订单。“越是传统，越

是一刻不能停止创新，唯有如此，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

占有一席之地。”谭志康很清醒。

传统产业“不传统”。在赣江新区，越来越多企业正以

前所未有的力度，数字化改造强筋壮骨。它们的背后，是

赣江新区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盘大棋。

当前，新区正探索打造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心，建立数

字化转型“产品超市”，重点支持企业技改。

“我们要把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从‘奢侈品’变成‘日用

品’，带动产业、集群的创新突破。”赣江新区经发局负责人

告诉记者。

根据计划，新区今年将投资超 150 亿元，实施技术改造

80个项目，直管区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

创新的种子已经种下，只待花开。

电子显示屏“凭空消失”，其呈现的画面转而悬浮在空

中，还能用手指触摸并交互操作？江西像航科技有限公司

将这一科幻电影场景变为了现实。

走进公司无介质全息展厅，科技感扑面而来。

开启展厅大门的是“隔空开锁”——与密码锁按压解

锁不同，通过“空中掌纹识别”，手掌对准智能锁，蓝光扫

过，大门秒开。

展厅中央，“悬浮”着一座 3D 青铜博物馆，人们可以随

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物，放大、缩小、拖拽，360°无死角

查看细节。

同样吸睛的，还有汽车智能座舱。车速、导航等关键驾

驶信息从仪表盘转移到了驾驶员前方的空气中，只要向虚

拟人发出指令，便能轻松实现空调控制、车窗开关等操作。

无介质全息电梯、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无介质全息直

播台、无介质全息教育桌、无介质全息医疗自助终端……

丰富的应用场景，令参观者叹为观止。

“交互精度 3 毫米内，响应延时 26 毫秒以内。”像航科

技总经理李俊一边操作一边介绍，无介质全息技术解决了

以往全息影像“看得见摸不着”的技术痛点，产品可覆盖所

有有交互终端的场景。

两个月前，像航科技迎来了“高光时刻”——研发的医

疗无介质全息智能数字交互平台，助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医院成功完成全球首例多模态影像融合TAVR手术。

深耕无介质全息技术近 10年，像航科技的应用场景已

在文旅、汽车、教育、医疗、消费电子等领域落地，并进入马

来西亚、新加坡、迪拜等海外市场。

“这是一个待开发的万亿级蓝海市场，”李俊认为，万

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智能世界，离不开智能视觉

的创新和应用。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实现技术领跑，才有

底气一直“笑看风云”。

在赣江新区，数字经济被寄予厚望，布局多年。以像

航科技、海致科技、小视科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工

智能企业正在这里加速成长，促进数字经济规模倍增。

如何继续领跑？眼下，赣江新区正按照《制造业重点

产业链现代化建设“6510”行动计划（2023-2026 年）》的部

署，精准发力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赛道，推动数字经济潜

力企业释放动能。

紧紧握住数字经济这把“金钥匙”，新区雄心勃勃。

一块工程玻璃的蝶变——
越是传统，

越是一刻不能停止创新

“细胞工厂”合成天然蓝色素，广泛应用于

食品、日化、纺织行业。

无介质全息技术让人们可以 360°查看文

物细节。

世界知识产权日
宣传活动举办

本报赣江新区讯 （全媒体记者郑莹）4 月 26
日，赣江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赣江新区海关，

在中医药科创城开展以“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进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

答疑、讲解相关知识和典型案例等方式，引导群众

了解知识产权基本常识，提升社会公众“尊重知

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文

化意识。

一家数字企业的布局——
不断突破，

把科幻变成现实

博信玻璃全自动钢化炉，大大提高了

玻璃钢化效率。

博信玻璃产线第三次技改进入尾声博信玻璃产线第三次技改进入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