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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湾区算力 韶关供给”新故事
翻开广东省韶关市的“家底”，成绩令人

振奋：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南

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唯一的试验检测中

心，获批可用于低空飞行试验、发展低空经济

的空域达 70 多平方千米；生态环境优美，1.84

万 平 方 千 米 的 土 地 面 积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4.59%；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广东省综合

交通枢纽布局“一中心三极点”的重要极点

城市⋯⋯

纵观沉甸甸的“实绩”，正是近年来韶关

聚焦制造业当家、加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紧

盯科技前沿、产业“风口”，筑牢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生动写照。

产业换道领跑

岭南山麓，北江河畔。近日，记者来到韶

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忙着抓生产、促

研发，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韶

关 高 新 区 党 工 委 副 书 记 欧 佩 仪 介 绍 ，2024

年，韶关高新区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全面发力，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2.9%，规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1.7%。

精车、滚齿、渗碳、理化、磨齿、精测、装

配⋯⋯走进位于韶关高新区的韶能集团韶

关宏大齿轮有限公司齿轮机械加工部车间，

各项生产忙而有序。近年来，宏大齿轮自主

研发的新能源商用重型卡车自动变速器总

成、新能源汽车高速精密传动齿轮等系列新

品广受市场欢迎。“2024 年，得益于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投资 1.6 亿元的宏大齿轮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线全面投产，实现销

售增长 18%。”宏大齿轮公司总经理助理柏瑾

芳说，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

极构建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的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生产线，不断提升产品的专业化、精细

化、特色化水平。

日 前 ，韶 关 高 新 区 新 能 源 汽 车 制 造 项

目 ——韶关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智能模具项

目（三期）开工建设，建成达产后可实现扩产

汽车模具产品约 5 万吨/年。“韶关高新区高

端装备制造业加快成势，在支持比亚迪做大

做强现有韶关布局的同时，加快推动新项目

建设。”欧佩仪说。

“作为韶关新质生产力主阵地，韶关高新

区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换道领跑新机遇，以

区位优势和产业集聚效应，助推新能源汽车

产业快速发展。”韶关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

长肖智勇表示，韶关拥有 153 家规上装备制

造企业，优特钢、基础零部件、整机成套装备

等配套齐全。

筑牢算力底座

在腾讯粤港澳大湾区 （韶关） 智算中心

项目建设现场，数台地基强夯机正在夯实平

整地基，配套设施建设正加快推进。2024

年 12 月 18 日，投资 50 亿元的智算中心破土

动工，土石方平整、首期道路 2024 年底已

全面建成。腾讯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行政

部高级总监李向强介绍，公共配套、商业配

套项目目前正逐步开工，预计今年一季度实

现“投入运营一批、动工建设一批、招标挂

网一批”。

走进“大湾区算力之谷”——中电鹰硕华

南数谷智算中心，一座座标准机房坐落于此，

为大湾区数字产业发展提供高性能智算服

务。“智算中心由中国电子集团和鹰硕集团共

同投资建设，是大湾区枢纽节点首批投入运

营的智算中心。”鹰硕(韶关)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运维部副总经理王峰介绍，作为国家

级骨干网络枢纽节点，智算中心凭借一流的

基础设施，为多家知名企业提供安全、高质量

的算力服务。

随着数据中心集群产业生态日益完善，

韶关站在了“东数西算”的潮头。存储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为海量数据的存储提供了坚实

保障；算力发展成果显著，智能算力规模持续

扩大⋯⋯这里正日益成为企业竞逐智能算力

赛道的“新竞技场”，一批业内头部企业纷至

沓来，优质项目纷纷落地建设或建成投产。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广东政企总经理王宏

有表示，2025 年，华为将持续打造坚实的数

智基础设施底座，扎实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战

略，通过技术创新和场景创新赋能千行百业，

助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坚持“平

台+生态”战略，进一步加大、加深和韶关本

地产业合作，助力本地产业数智化转型升级；

协同合作伙伴，助力韶关先进存力中心建设

试点先行；携手合作伙伴，助力韶关打造特色

智算中心高地，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算力融合

服务新范式。

2024 年，总投资 14 亿元的大湾区中国移

动数据中心建成投产，并完成了超 2000 万元

的算力业务。今年，中国移动韶关公司又有

新动作。“总投资 16 亿元的数据中心二期项

目今年将建成投产。届时，韶关将在广东移

动‘1+2+21+X’智算体系业务布局中发挥龙

头作用。”中国移动韶关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章建赛介绍，中国移动已完成韶关互联网

骨干直联点项目的立项，为低时延产业布局

韶关提供可靠的信息通信支撑。

如今，打开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的“朋友

圈”，四大运营商、腾讯、万国数据、中联数据、

中电鹰硕、华韶等行业头部企业均已入驻，总

投资超千亿元，已建成 6.74 万标准机架、具备

5.06 万 P 智算承载能力，规模为华南之最。

“大数据、电子信息、低空经济产业是韶

关聚焦发力的新赛道，当前正处于蓄势腾飞

的新阶段。”韶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蒋红

林表示，韶关将围绕数据中心、低空经济产

业、电子信息产业等集群，创新政策支持、资

源布局、数据要素谋发展，共推大数据和电子

信息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快车道，在大数据

及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这 条 新 赛 道 上 抢 占 发 展

先机。

“韶关将数据中心集群建设作为‘一号

工程’，算力规模迅速壮大，基础配套持续完

善，产业生态加速构建。”韶关市委书记陈少

荣表示，过去一年，韶关大数据产业扬帆起

势，“数字赛道”换道超车，“立足韶关、服务

湾 区 、连 接 全 国 ”的 智 能 算 力 之 城 已 初 具

雏形。

新材料多点开花

中金岭南及稀散金属项目、华天科技二

期加快推进，东阳光氟树脂二期、化成箔技改

项目、金亿新材改扩建项目建成试产⋯⋯一

个个项目建设现场如火如荼，韶关新材料产

业已结出累累硕果，“新材料赛道”正在多点

开花。

今年 1 月，韶关冶炼厂 2 个重点项目启动

试生产，这是中金岭南积极布局稀有稀散稀

贵金属产业，大力发展金属新材料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打

造世界一流的多金属国际化全产业链资源公

司的生动写照。

“有着‘有色金属之乡’称号的韶关，

作为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拥有坚实的

工业基础和优越的区位优势，是中金岭南发

展的重要依托。”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喻鸿表示，

作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企业，中金岭南坚持

创新驱动，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推动传统有

色金属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

发展。

“韶关新材料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未来

潜力巨大。”韶关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罗海俊介绍，韶关新材料产业发展资源优势

得天独厚，国家重点成矿带南岭成矿带横贯

全市，22 种矿产资源储量居广东第一位，

凡口铅锌矿伴生镓、锗、铟等多种稀散金属

元素，原材料供应充足、取用便利。产业发

展平台载体完善，拥有广东省内近 25%的省

级专业化工产业园区，目前正在全力打造中

金岭南功能材料产业园、仁化有色金属循环

经济产业园，可为新材料产业发展提供广阔

空间。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

是推动韶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韶关将

加快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向新图强，着力在产

业转型升级上破难题求实效。”陈少荣表

示，韶关将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以科技创

新引领产业发展，聚焦制造业当家、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科技赋能新质生产力、优势产

业高质量发展等方向，为韶关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蓄势赋能；促进数据要素产业集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助力韶关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推动钢铁、有色金属、机械锻造等

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大力发展大数据、电

子信息、先进材料、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12+4”产业

体系优化升级、集聚发展，培育“企业之

树”，汇聚“产业之林”，促进更多科技成果

从样品变成产品、形成产业，加快打造更具

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书写“湾区

算力、韶关供给”的新故事。

□ 本报记者 杨阳腾

银发专列驶向春天

拓兆兵

春暖花开，旅游市场也逐

渐回暖。其中，一列列满载老

年游客的银发专列，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银发专列用适老

化服务与人文关怀，为老年人

提供温暖与惊喜。

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观念发生转变，知道

世界那么大的他们，也想去看

看外面的世界，银发经济潜能

在旅游消费市场日渐凸显。据

了解，近年来青藏集团公司开

行的旅游专列中，游客年龄 55

岁 及 以 上 人 群 占 比 在 77% 以

上，银发游客已成为铁路旅游

出行的主力军。2024 年，青藏

高原铁道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已陆续开行新疆、敦煌、拉萨、

香港、厦门等方向旅游专列 58

趟，共发送旅客 1.8 万余人次，

其中银发游客 1.3 万余人次，银

发专列成为值得关注的现象。

银发专列为老年人旅游提

供了很大便利，有利于老年人

提高生活质量。对银发族而

言，由于身体条件、行动能力等

方面的限制，其出行往往面临

着诸多不便。旅游专列能为银

发族提供节奏慢、舒适度高、安

全性好的出行体验，让更多银

发族踏上追寻“诗和远方”的旅程。在旅途中，列车广播还

会不定时为游客宣讲保健常识，餐车也专为银发游客提供

定制餐食，提高他们在旅途中的餐饮体验。

同时，银发专列还带动了旅游经济发展。我国老年人

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银发经济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

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是拉

动生产和消费的重要部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大力发展银发经

济。银发专列是丰富养老场景、释放消费潜力的有力举措

之一。

开行银发专列创新举措值得点赞。为适应和满足银发

游客高品质旅游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也要持续进行适老化

改造。比如在理念、产品、服务、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创新

与提升，从候车服务、大件行李搬运到特色餐食和随车医

护，用心精准对接老年人需求，为银发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

旅行体验，增强乘客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

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王子萱

3 月 26 日，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下溪村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被美丽的春光包裹。近年

来，海陵区华港镇有序发展渔光互补和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产业，助推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汤德宏摄（中经视觉）

图为韶能集团韶关宏大齿轮有限公司齿轮机械加工部

车间智能化磨齿加工区。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图为广东省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甘棠工业园。 （资料图片）

浙江玉环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

寸 土 之 地 产“ 尺 金 ”
本报记者 李 景

在陆域面积仅 378 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孕育

了 1.3 万家工业企业、105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9 家上市公司，并连续多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

强县（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的玉环市没有丰

富的资源，但正是秉持以最小资源环境代价获得

最大产出效益的理念，创造了海岛工业发展的奇

迹。近期，在全国“深化亩均改革 强化企业服务”

年度工作交流会上，浙江玉环《以“亩均论英雄”为

导向 实现县域经济稳进提质》入选全国 2024 年

度“亩均论英雄”改革标杆案例，亩均改革成为“资

源小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土地资源日趋紧缺，产业转型升级受空间掣

肘，可以说玉环一直面临着“成长的烦恼”。据统

计，玉环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已达 25%，未

来工业用地空间十分有限。对此，玉环市不断创

新工作方法，通过空间重塑、项目攻坚、服务变革

等手段，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提速新旧动

能转换。

如何重塑空间？玉环的办法是深入开展老旧

工业园区成片拆改综合开发、“五化一提升”、小微

企业园建设等工作，以点上更新淘汰“低小散”推

动低效工业用地蝶变焕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

空间。目前，已累计完成 76 个老旧工业点改造，

新投运小微企业园 20 个，实现零增地技改企业

377 家，新增建设面积 360 万平方米以上，整体容

积率从 1.16 提升至 2.0。此外，实现对金属表面处

理企业的全行业整治，42 家企业重组成 12 家，达

产后产值超 10 亿元，亩均税收提升 300%。

今年年初，得益于玉环老旧工业园区改造，

台州富利达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金通尝

到了甜头，通过“零地技改”，厂房从最初的 1 层

“拔高”至 4 层，生产车间面积从 3000 平方米拓展

至 1.3 万平方米，产能直接提升了 50%，亩均增加

值达 74 万元/亩。“再也不用为生产空间发愁了，

新厂房投用后生产形势很好，去年生产总值突破

了 1 亿元。眼下，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 4 月底，我

们也在不断增购新设备，让产值实现翻番。”李金

通说。

为了让优质项目以优惠的价格拿到土地，从

源头上防范低效用地，玉环以工业用地全生命周

期管理机制为基础，实施培大育强、招大引强、科

创领强“三强赛道”，在项目评选、入库、供地等

方面实现全流程管控。自 2024 年以来，玉环完

成扶持保障类 10 宗共 415 亩工业用地，平均亩均

税收达 50 万元/亩、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 400 万

元/亩。

最近，在浙江玉环海洋经济示范区，自台州恒

基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汽车零部件

生产线技改项目复工后，该公司负责人陈国亮一

有空就去项目现场转转，督促施工方加快厂房建

设。“没有足够的生产空间，企业就难以发展。这

些年，在拥挤的生产车间内，我们引进自动化生产

线，加大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力度，年产值保持每

年 20%的增长。”看着正在桩基施工的新厂房，陈

国亮信心满满，“去年，公司实现年产值近 3 亿元，

等新厂房建成投用后，产能至少可再提升 30%，让

‘寸土’产出‘尺金’”。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加强服务变革是打造发

展生态的关键。时至今日，台州健民医疗用品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正伟还时常提起芦浦镇的大力

支持。健民医疗位于玉环市芦浦镇医药包装工业

园区，此前厂房破旧、设备老化、空间狭小，甚至还

自己搭建铁皮房作为仓库，不少客户上门考察后

就没了下文。在芦浦镇工作人员的再三劝导下，

吴正伟痛下决心拆除占地 3000 平方米的老厂房，

并投资 1200 万元建设新厂。为了助力项目早日

建成投产，芦浦镇组织专员“一对一”服务，积极帮

助对接项目审批、开工、原材料囤放等事宜，并开

通“绿色服务通道”，使其在最短时间内建成投

产。“新厂房容积率提升后，产能和产值有望提高

3 倍。”吴正伟说。

在“组合拳”下，玉环让土地“活”起来，规上工

业企业亩均税收连续 5 年居台州市首位。未来，

该市将以更大力度推进“亩均论英雄”改革，依托

改革强化企业服务，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