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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网友们在社交媒体上津津乐道它的
“逆袭”：经济总量超万亿元，聚集新型显示、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最热太阳”“最
久留光”“最快算力”等科技突破不断……

地处中部的合肥，“科创之路”有何特色？
近日，记者实地观察合肥怎样让创新在这座
城生生不息。

原始创新怎么有更多源头活水？
春节前，传来好消息：中国科大郭光灿院

士团队创造 833公里光纤量子密钥分发传输
距离新世界纪录。

从量子通信、墨子传信、悟空探秘，到九
章计算、本源司南、祖冲之号等，一批科技成
果近年从合肥走向世界。

为什么原始创新不断诞生在这座城？
“每人每天省下一口粮，一定要让中国科

大师生吃饱。”1970年，“科大南迁”，合肥人腾
出地方、凑齐粮票接纳了这所学校。来自中国
科学院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一批下属科研
院所也纷纷落户合肥。

这些科教资源，打下这座城的底色。
前不久，记者来到合肥高新区云飞路，这

条数百米长的街道聚集着 20 多家量子科技
企业，包括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等。
2021 年这些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6 亿元，较上
年增长超 50%。

刚刚过去的 2021年，掀起了一股以新技
术为主的“硬科技”创业潮。合肥在源头创新上
的优势加速转化为创新发展的动能。2021年，
合肥市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200户。

除了放大本地科研院所源头创新的效

应，合肥还引进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中国农科院等建立研发平台，聚集更多创
新“动力源”。

现在，合肥正启动建设“科大硅谷”，打造
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高科技企业成长
的“高产田”，成立科创集团、人才集团，汇聚
更多创新资源，让合肥成为走在全国乃至世
界前列的创新高地。

新兴产业怎么更强？
新年前夕，合肥落子全球遥感卫星产业

基地、布局卫星全球运营中心、牵手数字地球
产业，一口气签下三个大项目。

这座城怀揣一个更大的“摘星”梦：到
2025 年底，形成一个包括卫星制造、应用终
端和运营服务及数据综合应用配套等在内的
全产业链，总规模力争达 1000亿元。

曾经很长时间，合肥的科研与产业没有很好
地结合。中国科大、中科院等单位的研究成果被

“束之高阁”或“远走他乡”，很少在合肥本地转化。
十多年前，致力打造家电制造基地的合

肥，看到产业链上的断点：家电所用的液晶显
示面板、集成电路芯片大量依赖进口，合肥决
定瞄准“缺屏少芯”进行产业攻“尖”。

一位合肥市的招商干部至今记得，论证
京东方项目时，他被市领导连续追问各种技
术问题，答不上来的他“大冬天里浑身冒汗”。
为了搞清技术路线、摸准产业前景，回去后他
和同事硬是拆解了一台电脑，从显示器到内
存储器一个个零部件研究。

如今，合肥的新型显示产业已入列国家
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1年实现产值
超千亿元。集成电路企业已增长到 300多家，
2021年产值增长超过 2倍。

大寒时节，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
园区热火朝天。蔚来合肥第二生产基地的现
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正进行内部设备安装，
预计今年第三季度投产。按规划，这里将集聚
起一个年产值超 5000亿元、从零部件到整车
的全产业链集群。

合肥还孵化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2012
年，以科大讯飞为龙头，全国首家定位于智能
语音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中
国声谷”建立。到 2021年，这里入驻企业超千
家，产值超千亿元。

如今，合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全市工
业比重一半以上，其中，集成电路、新型显示、
人工智能产业入列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产值增速近 30%。

一本合肥重点产业招商指南，或能窥见这
座城的产业眼光。这本199页的册子详细列举前
沿产业及前景：化合物半导体、微机电系统产业、
功率器件产业、微显示产业。合肥常年派招商小

组驻点北上广等地区，实地跟踪前沿产业的发
展，对招来的产业龙头企业实行“顶格”服务。

有眼光，又这么拼，合肥就这样聚集培养
起了一个个产业地标。

硬核科技怎么更硬？
有人说，一座城如果拥有一项改变世界

的未来科技，这里就拥有未来。
在合肥，有三项这样的科技：量子信息、

人工智能、可控核聚变。
其中，可控核聚变 2021年底实现新进展

——中国“人造太阳”创纪录地实现千秒级等
离子体运行。

记者来到合肥北郊的科学岛附近，这里
的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正
在紧张建设。

这个有着 14栋单体建筑的大科学装置基
地，状如“凤凰展翅”，寓意飞凤逐日。明年，约
80家科研院所、企业单位将进入园区，使用装
置开展科研工作。

“这个项目的建设，在创造新的合肥速
度。”作为研究方，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院长刘建国竖起大拇指。合肥市自掏 20亿
元，先行建设配套园区，使项目开工较国家整
体审批至少提前 6个月。

大科学装置是催生原始创新和尖端科研
成果的“利器”。合肥目前在建、已建、预研的大
科学装置已达10余个，体现了这座城的“硬核”。

然而，硬核科技不是一日练就的。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合肥因为有中国科

大，成功引入首个大科学装置同步辐射光源。
本世纪初，合肥相继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
聚变实验装置、稳态强磁场装置，成为我国大
科学装置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从 2017 年获批成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合肥聚焦能源、信息、生命、环境四大领
域，加快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
机构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

手握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利器”，合肥
不断攀上科技高峰。2021年中国十大科技突
破，合肥独占四席。

使命不止于此。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
心城市和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城市，合肥正
与上海同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享科学
基础设施、共建创新载体、联合科技攻关。

开年以来，名为“巢湖明月”的合肥先进
计算中心实施升级工程，争创国家级超算中
心。作为长三角先进计算联盟的发起单位，合
肥先算中心业主单位负责人游浩方说，产业
联盟既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赋能，更面向未
来打造中国算力。

一个面向世界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正在
合肥孕育。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
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对“十
四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做出
部署，并部署十大重点工程作
为节能减排重点领域。

《方 案》明 确 ，到 2025
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 源 消 耗 比 2020 年 下 降
13.5%，能源消费总量得到合
理控制，化学需氧量、氨氮、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总量比 2020 年分别下降
8% 、8% 、10% 以 上 、10% 以
上。节能减排政策机制更加
健全，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
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水
平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取得
显著成效。

十大重点工程包括重点
行业绿色升级工程、园区节
能环保提升工程、城镇绿色
节能改造工程、交通物流节
能减排工程、农业农村节能
减排工程、公共机构能效提
升工程、重点区域污染物减
排工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工程、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
治工程以及环境基础设施水
平提升工程。

其中，重点行业绿色升
级工程中提到，要以钢铁、有
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等行
业为重点，推进节能改造和
污染物深度治理。推进钢铁、
水泥、焦化行业及燃煤锅炉
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5 年，
完成 5.3 亿吨钢铁产能超低
排放改造，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区域燃煤锅炉全面实现超
低排放。

在交通物流节能减排工
程中，《方案》提出，要推动绿
色铁路、绿色公路、绿色港
口、绿色航道、绿色机场建设，
有序推进充换电、加注（气）、
加氢、港口机场岸电等基础设
施建设。提高城市公交、出租、
物流、环卫清扫等车辆使用
新能源汽车的比例。

同时《方案》明确，要立
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坚
持先立后破，严格合理控制
煤炭消费增长，抓好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推进存量煤电
机组节煤降耗改造、供热改
造、灵活性改造“三改联动”，
持续推动煤电机组超低排放
改造。到 2025 年，非化石能
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
20%左右。

增强现实
（AR）

增 强 现 实（Aug-
mented Reality，简 称
AR），增强现实技术也被
称为扩增现实，AR 增强
现实技术是促使真实世
界信息和虚拟世界信息
内容之间综合在一起的
较新的技术内容，其将原
本在现实世界的空间范
围中比较难以进行体验
的实体信息在电脑等科
学技术的基础上，实施模
拟仿真处理，叠加将虚拟
信息内容在真实世界中
加以有效应用，并且在这
一过程中能够被人类感
官所感知，从而实现超越
现实的感官体验。真实环
境和虚拟物体之间重叠
之后，能够在同一个画面
以及空间中同时存在。

增强现实技术不仅
能够有效体现出真实世
界的内容，也能够促使虚
拟的信息内容显示出来，
这些细腻内容相互补充
和叠加。在视觉化的增强
现实中，用户需要在头盔
显示器的基础上，促使真
实世界能够和电脑图形
之间重合在一起，在重合
之后可以充分看到真实
的世界围绕着它。增强现
实技术中主要有多媒体
和三维建模以及场景融
合等新的技术和手段，增
强现实所提供的信息内
容和人类能够感知的信
息内容之间存在着明显
不同。

科技知识

科技政策

开栏的话

打造“三个高地”，加快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
洲，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

我市今年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年”活动，全面提升
全市干部队伍的政治能力、学习能力、专业能力，培养
更多“五懂五会”干部。

3 月 10 日，本报开办了《经济课堂》专版。本周起再
开《科技课堂》，两“课堂”交替刊出，每周一期。

《科技课堂》主要呈现科技案例，介绍科技政策，普
及科技知识。以期能为干部能力提升，增加一些学习氛
围，提供一点学习便利。

十大重点工程
作为节能减排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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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观察

合肥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