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 日，随着最后一台机组正式
投产发电，历时 9 年建设，大藤峡水利
枢纽主体工程完工。

大藤峡水利枢纽位于广西桂平市
的黔江河段，于2014年开工建设，是国
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也是珠江流域关键控制性工程。工程
完工，将进一步完善珠江流域防洪体
系，打牢国家水网重要结点，全面建成
红水河“清洁能源走廊”，为强化珠江流
域治理管理、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推
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全新动力。

图为9月2日拍摄的广西大藤峡水
利枢纽船闸（无人机照片）。

（据新华社）

大藤峡水利枢纽
主体工程完工

9月1日，江西省数字化转型贯标试

点工作启动会在南昌召开，会议对全省

数字化转型贯标试点工作进行了动员部

署。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辛清华，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

研究中心纪委书记谢雨琦，江西省工业

与信息化融合推进中心主任郭启东出席

会议并讲话。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为充分发挥标

准引领作用，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

级，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

融合发展，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

发了《关于组织开展数字化转型贯标试

点工作的通知》。7月，江西省积极争取

试点，成为全国数字化转型贯标试点省，

在全国率先开展数字化转型贯标。8月

底，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江西省

数字化转型贯标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

称《工作方案》），标志着此项试点工作在

江西正式启动。

《工作方案》要求，面向数字化转型

的制造企业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运营

企业两类主体，组织实施数字化转型成

熟度贯标试点和工业互联网平台贯标试

点工作。试点期为2023年8月至12月。

其中，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贯标将依

据《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引导制造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新型能

力、系统性解决方案、治理体系、业务创

新转型等5 个方面达到贯标要求；工业

互联网平台贯标将依据《工业互联网平

台企业应用水平与绩效评价》《工业互

联网平台选型要求》，引导工业互联网

平台的建设运营，按照5 个等级由低到

高逐级提升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

水平与能力。

目前，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已经

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原则，在获得

国家、省有关试点示范企业称号，以及产

业数字化评价在L7级及以上企业中，遴

选了一批具有较高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应用水平的企业，作为该

省向国家推荐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贯标试

点企业，包括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22 家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贯标试点企业

和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

工业互联网平台贯标试点企业。

此外，各设区市及赣江新区还将自

行组织企业数字化转型贯标试点。各设

区市将分别遴选不超过10家企业（含已

向国家推荐的试点企业）参加数字化转

型成熟度贯标试点；同时，列入省级重点

培育计划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将全部

参加工业互联网平台贯标试点。

辛清华在会上表示，开展数字化转

型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落实国家部

署的重要举措，开展数字化转型贯标是

推动两化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

进的重要路径，对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至关重要。他要求，牢牢把握数

字化转型贯标的关键环节，加强组织实

施、加大政策支持、强化贯标采信、坚持

本质贯标，扎实推进数字化转型贯标试

点工作。

会上，贯标试点企业和服务商代表

作了表态发言。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

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君、中关村信息技

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联盟高级研究员

金菊、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高级

工程师邱硕涵分别围绕数字化转型成熟

度贯标标准、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贯标评

估要点、工业互联网平台贯标标准等进

行了介绍和解读。

据悉，今年江西省已将开展数字化

转型贯标试点纳入省工业发展专项资金

支持范围。下一步，江西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将分批组织数字化转型贯标企业、

服务机构开展专题培训，分类组织开展

企业与贯标服务商对接交流活动，推动

试点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标准应用实

施，到年底，还将总结企业贯标评估经验

与成效，形成贯标工作总结报告，根据贯

标试点企业评估结果确定试点示范企

业，并加强成果提炼与宣传推广。

（全媒体记者 储符琳/文 全媒体见
习记者 姚鸿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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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数字化转型贯标试点工作启动会现场。

我国力争
2024年机械行业

营业收入达8.1万亿元
记者9月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

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机械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
（2023—2024 年）》（以下简称《方案》），
提出 2023—2024 年力争机械行业营业
收入平均增速达到 3%以上，到 2024 年

达到 8.1 万亿元，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

的中小企业特色集群和10个左右千亿

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等目标。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不

足，机械行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行业

稳增长压力较大。《方案》着力稳住重点

细分行业，促进机械行业稳定增长，支

撑工业经济增长达到预期目标，主要聚

焦机床工具、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等11

个细分行业，涉及国民经济7个大类，36

个中类和108个小类。

《方案》明确从供需两侧提出4方面

16 个重点任务。在持续扩大有效需求

方面，深挖国内市场潜能，着力扩大有

效投资，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搭建高水

平供需对接平台。在推动制造业智能

化转型方面，加快推广智能制造新模

式，推动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攻关，

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索智能制

造先行区建设。在提升高质量供给能

力方面，稳定畅通重点产业链供应链，

加快推进装备数字化发展，加强质量品

牌建设，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推进重点区域协调发展。在分业精准

施策方面，补链升链推动基础装备提质

增效，固链强链巩固优势产业发展势

头，建链延链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据新华社）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江西南昌经

开区的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的

粉末生产车间，一排崭新的全自动十

五管还原炉不禁令人眼前一亮。这些

经改进过后的全自动十五管还原炉，

不仅提高了产能，还大大降低人为因

素对产品质量造成的影响。

据了解，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钨粉末制品、硬质

合金棒材及精密工具生产、经营、出口

基地之一。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加大

科研投入，持续提升研发能力，攻克一

个又一个技术难题，推动研发成果有

效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增量。

“当地政府部门给予我们许多帮

助，科技特派员每个月都会上门服务，

进行技术指导和政策宣讲，为公司发

展提供支持。公司于 2021 年和 2022
年分别通过了江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

定。”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

中心主任吴爱华说，公司累计获得专

利授权 20 余项，目前有效专利 19 项，

其中发明专利4项。

聚焦为科技创新赋能、为企业发

展服务，南昌经开区立足特色产业，打

造科技创新平台，加快培育创新主体，

年营业收入 3亿元以上工业企业自建

或共建研发机构实现了全覆盖。同

时，该区还不断加强产学研合作，目前

已经与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农业大学

等四所驻区高校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助推校地、校企合作走深走实。

在南昌市青山湖区，江西光明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专注于固体矿物检测自动

化智能化技术研究。前不久，该公司

新引入了六台零部件加工中心，在提

高产品精度的同时，还大大提升生产

效益。

“原来的作业系统是敞开式的，存

在一定风险。如今我们把生产全过程

集中在一个空间内，相当于三个机器

人互相传递作业，技术精度更高，效率

还是原设备的两倍。”该公司副总经理

张宏维介绍，企业每年都会更新迭代

自主研发的无人值守煤炭联合制样系

统，目前已经更新到了第八代。

“我们在人才、技术、研发方面的

总投入占到了全年总投入的 45%。”张

宏维说，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企

业每年可获得各类税费及补贴 300多

万元，大大减轻了资金压力。

据了解，长期以来，青山湖区把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和壮大作为科

技创新工作的“牛鼻子”来抓。去年，

共计发放科技创新类惠企资金 565万

元，有力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质量

双提升。

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和智力

支撑。近年来，南昌市大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通过科技赋能，聚力

提升企业效益和技术水平，优化创新

资源布局，力促“知产”变“资产”，专

利变红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

湃动能。

（据中国新闻网）

江西南昌聚力技术创新
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