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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智能化在新型工业化建

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山火炬开发区是高新产业

集聚区，正围绕打造中山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发展标杆、中山制造业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示范区、中

山创新发展的主引擎、全国一流国

家级高新区的总目标，大力引进更

多重大创新平台，通过“政产学研”

深度融合带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

“链式反应”。

火炬开发区聚焦数字化智能化

上下游产业链，引入一批具有引领

作用的“灯塔式”企业，加快推动产

业全链条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同

时通过共性平台建设，推动由企业

到产业集群的数智化整体升级。

聚焦上下游产业链
加快“集群”升级

火炬开发区大力
引进重大创新平台，
带动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链式反应”

今年 8月，由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阳集团”）
自主研发设计的风渔融合一体化装备

“明渔一号”在广东阳江整体建成。该装
备在离岸近百公里、水深近五十米的深
远海环境中开展金鲳鱼等高品质鱼种
智能化养殖。

近日，由明阳集团申报的数字能源
案例——“明阳智慧能源基于 5G的海上
风电+海洋牧场创新融合新应用”项目
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举办的第六届“绽

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中斩获全国总决
赛优秀奖、广东区域赛一等奖、水利海
洋专题赛二等奖。

作为全球首台风渔一体化智能装备
“明渔一号”的“数字大脑”，该项目凭借
海上风电、海洋牧场和 5G应用的深度融
合，从全国 45728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
出。据明阳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为高效
赋能“明渔一号”实现设计制造、建设运
维、运营生产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管理，
明阳集团在上述三个阶段中通过“5G+

风渔装备数据采集”“5G+风渔装备预测
性维护”等 15项 5G创新应用，破解制约
风渔融合发展中的用电供电难、生产运
营效率低、巡检监测风险高等痛点。基于
数字化技术，“明渔一号”整合了网络、能
源、生产运营、巡检监控、应急保障体系、
养殖等，让风渔融合更加高效和智能化。

明阳集团是火炬开发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典型
案例。一直以来，火炬开发区坚持“高”

“新”引领、制造业当家，坚守“发展高科

技、实现产业化”初心使命，锚定“打造中
山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示范
区”定位，着力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一批龙头企业在数智化转型升
级中脱颖而出，并抢占行业制高点，成为
佼佼者。比如，2023年初，纬创资通中山
工厂成为中山第一家、广东第七家“灯塔
工厂”。这批龙头企业依靠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升级，在新能源、海洋经济、光电等
领域打开更广阔的产业空间。

今年 3月 30日，中山朗斯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朗斯家居”）增资扩产
项目正式动工，项目总投资约 12亿元，
拟建朗斯家居智能制造产业园暨西门
子数字化赋能中心。据介绍，该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西门子参与打造的粤港澳
大湾区首个产业赋能平台，争取打造一
个立足中山、辐射大湾区的能力赋能中
心，从发展战略、产业升级、产品研发和
创新体系等方面，为传统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赋能。
朗斯家居 2006年落户火炬开发区，

领衔起草了中国淋浴房行业团体标准。
2022年 10月，火炬开发区管委会、朗斯
家居、世界制造业“巨头”西门子三方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山朗斯计划在民众
街道建设一个家居智能制造产业园，打
造一座以数字化赋能制造业升级的现
代化“云端工厂”，并携手西门子建设一
个制造业数字化赋能中心。

“在一张电子地图上，从客户下单，
到工厂生产、仓库出货、物流送货、上门
安装，一直到售后服务，消费者都可以
随时随地查看。”朗斯家居董事长向伟
昌介绍，朗斯家居已经启动了对这套生
产全流程可视化管理系统的开发，系统
的软件设计工作已经完成过半。不久的
将来，这样的生产场景将在朗斯家居全
新的“云端工厂”里成为现实。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火炬开发区

集聚了一大批制造业上下游企业。随着
技术迭代和产业转型，火炬开发区正在
积极引导重点企业打造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升级标杆，带动广大企业积极参与
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探索，同时积极推动
各大产业集群开展智能化整体升级，加
快“从企业到产业集群”的数字化智能
化升级行动。截至今年 9月，火炬开发区
有一半以上的规上企业已经不同程度
启动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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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技术抢占行业制高点

●加快“企业-产业集群”数智化升级行动

“明渔一号”海上养殖场。 通讯员 李珊珊 摄

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实习生 甘耀
扬 通讯员 钟世坚）11月 21日，记者从市
市场监管局获悉，近日，《中山市推动医疗
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印发。《方案》提出了“加强平台
建设”等促进我市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六大重点任务，力争到 2025年，医疗
器械制造业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0%以上，年度营业收入超过5亿元的行业
龙头企业1-2家。

为加大医疗器械企业的支持力度，实
现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的良性互动，加快推进我市医疗器械产业
高质量发展，六大重点任务聚焦“加强平台
建设、大力培育及引进人才、鼓励研发创新
及产品注册、提升生产能力、鼓励开拓销售
渠道和净化市场环境。”勉励企业用足用好
各项政策、抓住机遇做大做强。同时，希望
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加强企业交流
合作及资源共享，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方案》指出，医疗器械产业的蓬勃发
展中，人才培养和平台创新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我市将推进研发平台建设。加大
人才政策宣传力度，鼓励医疗器械企业与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药科大学中
山校区等院校加强合作，共同建立更多的
产学研究平台。这些措施旨在提升中山市
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为产业发展提供坚
实的人才支撑。

《方案》对技术创新进行了强调，提出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的医疗器
械技术创新体系，专注于高端医疗器械的
源头创新，覆盖医用诊察、监护器械、康复
器械、体外诊断试剂及仪器、医学影像设
备、医用制氧设备、内窥镜设备、导丝导
管、生物医用材料等多个关键领域。

《方案》还提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
化产业链招商，着力引进生物医用材料、
植（介）入器械、医学影像与先进治疗设
备、内窥镜设备、人工智能医疗器械、新型
体外诊断试剂等高端重点医疗器械产业
项目，对重点项目建立“一事一议”“一企
一策”工作机制和一站式服务；借助深中
通道建设契机，加快推进“深中一体化”，
加快推进翠亨新区“深中医疗器械城”建
设；积极推进市外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人
通过投资设厂、品种转移或委托生产等方
式在中山生产。

《中山市推动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出台

明确六大重点任务 培育年收五亿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