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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正在发生质的跃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
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
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新时代的生产力，已经开始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突破。以创新为主
导的新质生产力，如何在新时代驱动新发展？又该如何发挥最大效力？

为此，本报将推出大型系列调研报道《奔赴春天》，探究新质生产力在株
洲的形态和发力模式，以期找出驱动更大范围、更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路径。
此次，我们将走进株洲新一批获评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寻找蕴藏
其中的新质生产力。

奔赴春天
株洲新质生产力大型调研报道之冠军企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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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办 24 年 ，打 破

多项国外技术垄断，位

于天元区的株洲宏大高分

子材料有限公司，不断“逆

袭”，成为了国内可熔融氟塑

料的领军企业。3 月 4 日，这家

企业又传来喜讯：成功入选第

八批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名录。一路追光夺冠，宏大高分子

有何秘诀？

每天至少都有一两批客户
3月 5日上午，宏大高分子产品

展厅内，技术中心副部长吴柱正在

接待来自广东的客户。这是今年来

他接待的第 8批客人。

有的企业还在愁订单，宏大高

分子却订单火爆。“因为我们有核

心的技术产品。”宏大高分子总工

程师肖炳荣道破天机。

肖炳荣介绍，宏大高分子前

身是原轻工部聚四氟乙烯定点

企 业—— 株 洲 市 国 营 塑 料 七

厂，继承了塑料七厂 35年历史

的技术积累，是中国氟塑料

加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单

位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首创聚三氟

氯 乙 烯 制 品 连 续 成

型棒材挤出技术，

大 幅 提 高 了 产

品 的 可 靠 性

和 稳 定

性 ，经

中

国轻工业联合会鉴定，聚三氟氯乙

烯制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

补国内空白，产品综合技术指标达

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也许下一次就会豁然开朗
突破并不简单，肖炳荣仍记得

曾经历的“窒息时刻”。

以前，国内没有技术支持，产

品被国外“卡脖子”，价格上涨，甚

至断货。所以国内很多家企业因而

都萌生了要改变国内市场空白这

一局面的想法。

肖炳荣说：“最开始二三十家

企业都在做，都想突破，做着做着，

就剩下我们了。”因为要付出巨大

的时间、人力、物力等成本，不少研

发企业在“拦路虎”面前选择了放

弃。

以肖炳荣为首的宏大高分子

研发团队仍在坚持。“这次实验不

成功，就进行下一次；这个方案不

行，就尝试另一套方案。也许下一

次，我们就会豁然开朗。”肖炳荣鼓

励着团队成员，“如果我们不去做，

不去实践，永远不会成功。”

肖炳荣已记不清进行了多少

次实验，召开了多少次研讨会。那

段时间，研发中心的灯光总是亮到

晚上十一二点。肖炳荣一直在为迎

接那“豁然开朗”的一刻而苦苦煎

熬。

终于，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和不

断研发，2018年中国第一根 PCTFE

挤出棒在宏大高分子下线了！肖炳

荣和团队成员收获了成功，打破了

国外的技术枷锁。

肖 炳 荣 总 结“ 夺 冠 ”经

验：“坚持！”

株洲宏大高分子：
别人放弃时的独家坚持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潘东晓 通讯员/刘玲 李尊

潍柴火炬：
创新基因让老企业历久弥新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廖明

在建厂 63周年之际，潍柴火炬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收获了一项重量级荣誉——第八批国家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

作为国内第一、全球第二的专业火花塞制造

企业，即便是新的“国字号”荣誉加身，习惯低调耕

耘的潍柴火炬，表现依旧淡然。

3 月 5 日，记者深入企业发现，这家已在市场

搏击 63 年的老牌株企，无论是在技术创新、智能

制造，还是在裂变发展等方面，依然“热辣滚烫”，

正值当打之年。

企业文化赋能推陈出新
3 月 5 日上午，潍柴火炬的厂区内，大货车往

来穿梭，一批又一批的火花塞产品，从株洲发往全

球各地。

2023 年，该公司火花塞销量再创新高，除了

国内市场，产品还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五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的关键

零部件核心供应商。

从一家小小的内燃机配件厂，成长为国内第

一、全球第二的专业火花塞制造企业，潍柴火炬的

秘诀是什么？

“对标国际前沿，突破思维局限，保持技术领

先。”该公司副总经理张伟说：“对火炬人来说，推

陈出新是刻进基因里的企业文化。”

2000 年以前，尽管潍柴火炬在火花塞的生产

制造方面有所突破，但受制于国际技术封锁，其年

产能也仅为 2000万只左右。

转机出现在 2006年。

彼时，美国一生产火花塞的龙头企业因经营

不善破产，潍柴火炬抓住机会，全盘引进其生产设

备和相关技术。“光设备就装了 90 多个集装箱。”

张伟说。

引进、消化、吸收，帮助潍柴火炬走上了技术

升级的快车道，在此基础上持续不断的创新突破，

则是潍柴火炬问鼎行业龙头的关键。

“就目前来说，不管是技术、设备还是工艺，至

少已迭代升级 5到 6代，已经看不到当年的半点影

子。”张伟说。

目前，潍柴火炬的火花塞年产能已达 3亿只，

取得了 T95 高性能氧化铝陶瓷绝缘体、全球首台

火花塞绝缘体二次磨削装备、国内首台 80Mpa 火

花塞绝缘体等静压机、国内首台高温辊道窑及烧

结工艺等系列重大成果，补齐了多项行业技术短

板。

智能制造激发新动能
有着 63 年历史的潍柴火炬，从外部来看，厂

房略显老旧斑驳。如果你以貌取人，认为它已老态

龙钟，那就大错特错了。

穿过厂区的林荫大道，推开产品总装智能车

间的大门，其智能化程度让记者颇感惊讶：偌大的

生产车间里，仅有零星几人，一条条生产线上，上

料、抓取、组装、检测等各环节，均由智能机

械臂自主完成，地面过道上，AGV 智

能小车有序穿梭，将物料自主

送到各生产所需单

元

……

该公司精益生产室

主任潘军介绍，该车间里的

所有智能制造生产设备，均由

公司自主研发，去年改造完成

后成效明显，以往一条生产线需

要 10 多个操作人员，现在 1 人就能

操作 4 条生产线，不仅大幅降低了生

产成本，产品有效率也得到了大幅提

升。

“去年，我们就获评了省级智能制造

标杆企业，今年的目标是瞄准国家级。”潘

军介绍，除了总装智能车间，今年还将有 2

个车间完成智能化改造。

“因为智能，所以高效。”正在进行智能化

改造的一车间，潘军向记者介绍，公司目前 300

多个系列、1200 多种产品，均能实现柔性化生

产，“最快一次，从客户发来需求，到我们的产品

生产交付，仅用一周时间。”

高效的交付能力之外，智能制造还促进了产

品向高端化迈进的步伐，在降本增效等方面，更

是成效显著。

转型升级开辟新赛道
尽管在火花塞行业稳坐国内头把交椅，但潍

柴火炬从未志得意满，反而居安思危，早已开始

布局未来。

张伟介绍，根据公司的战略的布局，传统产

业上坚持“一体两翼”的发展思路，除了向着高精

尖继续深耕火花塞行业之外，还将重点发展水

封水泵，以及高压线和点火线圈两个方面。

“随着汽车行业的变革，火花塞行业已经

迎来变革，企业要持续发展，必须立足自身优

势，开辟新的发展赛道。”张伟说。

专注火花塞生产 63 年，鲜为外界所知

的是，潍柴火炬在贵金属材料、陶瓷新材料

的研发方面，有着异常丰富的积累和沉

淀。

依托在贵金属材料以及陶瓷新材

料的研发优势，潍柴火炬在火花塞之

外，已将行业向着氮化硅、氧化锆等

硅基材料延伸，裂变拓展出了一条

“新能源—陶瓷材料一体化”的

绿色发展之路。

张伟介绍，围绕新能源

汽车行业，公司在陶瓷材

料传感器全系产品以及

陶 瓷 基 板 等 产 品 的

研发上，已经取得

重 大 突 破 ，部

分 产 品 即

将 量

产。

株洲科能：
“三无”条件下闯出国际国内市占率第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任远

在 平 板 显 示 领 域 ，

ITO 靶材是各类显示器件

制作的核心材料。

ITO 中的“I”，是英文“In-

dium”的缩写，中文即“铟”。

在株洲，有这么一家企业，其

高纯铟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达到国

际先进，解决了制约我国显示领域发

展的基础材料问题，以及半导体产业

未来发展中产业上游核心关键技术的

“卡脖子”问题，让我国化合物半导体芯

片材料摆脱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这家企业就是株洲科能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科能”）。前不久，

它凭借在高纯铟领域的研发技术和市场占

有率，入选我国第八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为制造名城再添硬核“新秀”。

看准目标勇闯国内“无人区”
我国化合物半导体行业起步较晚，发

展阻碍重重，但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

2001 年，曾在我市一家大型金属材料

类国企任职的赵科峰，从原单位离职，创

立了株洲科能。

作为电子信息、半导体的关键基础

材料，高纯铟对提纯纯度要求极高。然

而，不同于铁矿铝矿等独立矿产，铟作

为一种稀散金属，往往与其他金属伴

生而出。要得到半导体、电子级别的

高纯度铟，分离提纯技术就尤为关

键。

看准这一市场，多年来，株

洲科能潜心于Ⅲ-Ⅴ族化学元

素材料提纯技术开发及产

业化，开启了 4N 以上镓、

铟、铋、碲等稀散金属

元素及其氧化物的

研 发 、生 产 和 销

售。

探索的每一步都是挑战
彼时，国内在稀有金属的提纯方面处

于起步阶段，要在这片“无人区”开辟一片

天地，实属不易。

“总体来讲，高纯稀散金属的提纯，包

括了电解精炼、真空蒸馏、区域熔炼、单晶

生长等关键环节。”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每一个环节都面临考验。

“例如，在提纯过程中，以往常见的提

纯方法是化学法，即通过添加一些化学试

剂实现提纯。但在高纯领域，这种方法容易

夹杂新的杂质元素到材料中，而产品纯度

将直接影响化合物半导体的物理化学性

能，因此高纯铟要求极高的产品纯度、极低

的特定元素杂质，同时对产品均一性及批

次稳定性也有严苛要求。”上述负责人说。

再比如，全流程的制备和检测标准。

“在高纯金属量产过程中，当纯度达到一定

程度后，所有与材料所接触的器具，以及给

产品铸型的工具，都有可能对其造成污染，

甚至人工操作过程可能带来的毛发、汗液

及空气中的杂质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纯

度，需要企业想办法系统性地攻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稀有金属的提纯

可以说是处于“三无”阶段，即没有通用的

成套装备、应用标准和工艺路线，只能靠着

研发技术人员不断摸索，实现突破。

核心技术让企业有了立足之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多年的蛰伏、奋

进，株洲科能开发出绿色环保连续氧化技

术、循环高效电化学技术、选择性定向挥发

真空冷凝技术、多模式电磁场调控定向凝

固技术、超高纯金属成型（铸型）、绿色高效

痕量检测技术等六大核心技术，可用于高

纯铟、高纯镓中杂质元素的深度脱除，实现

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参数控制更加精准，

大幅提升了产品一致性及稳定性，让企业

在行业有了立足之本。

这些核心技术，克服了传统工艺

对原材料适应性差、工艺流程长、金

属直收率低、典型杂质元素缺乏绿色

高效去除手段、化学法制备的金属氧

化物质量不稳定、环保问题突出等传

统缺陷；通过高效定向去除稀散金属

杂质及绿色氧化技术的工艺路线、环

境控制方案及检测方法，让企业开发

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及成套

装备。

不仅如此，企业首创的区域熔炼

工艺及提拉单晶工艺，实现了 8N 超

高纯铟产业化制备工艺并实现批量

化生产。

经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组织

的院士专家组鉴定，株洲科能在高纯

铟领域形成的技术成果，其整体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纯度指标国际领

先。同时，株洲科能在高纯镓领域形

成的技术成果获得 2023 年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株洲科能搭建的湖南省稀散金

属先进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省

级 企 业 技 术 中 心 ，拥 有 ICP- MS、

ICP-OES、原子吸收光谱仪等高端

设备，能实现高纯铟的基础应用研

究、新产品开发，正逐步成为世界级

的高纯铟新材料研发中心。

如今，株洲科能生产的高纯铟全

球市场占有率约 30%、国内市场约

50%，国际国内排名第一。经过杂质

元素深度脱除的高纯铟，可广泛应用

于新一代显示、无人驾驶、人工智能、

5G 通讯、新能源等重点前沿领域，对

于维护我国化合物半导体芯片材料

产业链的安全、可控、完整发挥了重

要作用，有力保障了我国电子信息材

料产业基础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