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海外版 2024年11月10日
编辑：向才志 美编：彭晓光产经

本报讯（记者 何腾江 王云 通讯员

李泽凯）10月30日，大涌镇人民政府与北京
泓慧国际能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泓慧能源”）二期项目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顺利举行。泓慧能源将投资6亿元，在大
涌镇建设飞轮储能电力电子制造基地。该
项目将成为泓慧能源南方总部，预计项目
达产年产值10亿元。

泓慧能源是国内飞轮储能行业的领
军企业，汇聚航空航天、电力电子、自动控

制和能源领域的先进前沿技术人才，开发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功率磁悬浮
飞轮储能技术，实现磁悬浮飞轮的大规模
商业化制造与飞轮储能关键技术的自主
可控。据悉，磁悬浮飞轮储能具有寿命长
（百万次以上）、无爆炸、充电速度快、回收
无污染等技术优势，可应用于保电场所、
石油钻井、轨道交通、新能源、微电网、数
据中心、港口码头、军事等领域。

签约仪式上，泓慧能源董事长王佳良

对市、镇两级政府的办事效率、服务企业
质量给予高度评价，在项目选址到落地
全过程深切感受到了“中山速度”，增强
了泓慧南方总部落户大涌发展的信心，
企业将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
产、早见效，为推动中山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今年 2月，泓慧能源已经在大涌落地
了一期项目，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广东睿来
华控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飞轮储能对应

的大功率电力电子变换设备、磁轴承控制
设备、储能系统能量管理设备、储能系统
控制辅助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一期
项目已经开始正式运转，目前正在面向南
方市场，积极拓展业务。

接下来，中山将通过签约泓慧能源飞
轮储能电力电子制造基地项目，积极谋划
布局中山市新能源主题产业园（大涌片
区），筑巢引凤，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

泓慧能源南方总部落户中山 总投资6亿元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乔梁）11
月 1日是第三届“中山企业家日”，由市委
外办指导的首个工业园区中山外事惠企
服务站（火炬工业集团分站）在火炬高新
区揭牌成立。该服务站将致力于落实市
委、市政府致敬企业家、服务企业的要求，

打造高效、一流营商环境，服务镇街和企
业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火炬工业集团是中山首个千
亿级产业园，汇聚了大量优质涉外企业。在
火炬工业集团设立外事惠企服务站，对于
推动外事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携手逐步提升园区国际化水平，服务中山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火炬工业集团负责人表示，将积极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强化政企联动，延伸外
事服务“触角”，帮助企业用好用足政策，
更好地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持续加强对

涉外企业的支持和服务，推动外资企业与
本地企业融合发展，以“大开放”促进“大
发展”，为企业“扬帆出海”保驾护航。

在揭牌仪式上，中山市委外办（市外
事局）还针对企业出海需求，就APEC商务
旅行卡、外国人来华邀请业务进行宣讲。

我市首个工业园区外事
惠企服务站揭牌成立 为企业“扬帆出海”保驾护航

■发展生态苗木市场走高端“点对
点”服务之路

随着市政绿化工程、房地产景观项目
的减少，园林苗木的需求随之下降。当下
的消费方向也发生变化，家庭消费市场对
花木的需求逐渐增长，私家庭院和家庭园
艺市场崛起。譬如，小型化、精品化、造型
新奇、颜值高的小盆栽，桌案绿植、阳台绿
植等园艺摆件，以及适合阳台和庭院的藤
蔓植物和观花乔灌木受到欢迎。此外，小

包装花木种子也是重点需求，个性化、创
意景观产品市场潜力巨大。

《白皮书》指出，花木企业可以走高端
的“点对点”服务之路，进行布局风格、寓意、
功能分门别类的定制化服务，针对家居装饰
花卉、家庭园艺花卉，推出组合盆栽、造型盆
栽、花艺设计等多元化产品，为别墅庭院、屋
顶花园、露台等室外场所打造“私人定制园
林”。从卖树到卖设计，从单纯的种植，到培
育、设计、施工、养护一条龙服务。

■引入AI技术让产业融合产值提高
科技的发展为花木产业带来了新的

变革。AI技术不仅适用于花木智慧化生产
种植及管理，数字“植入”打造场景也成为
时代热点。

《白皮书》指出，花木产业可以打造
“智美庭院”“智美园林”，通过灯光等设施
设备的组合智能控制管理灯光秀，进行市
政绿化、公园广场、家庭院落等不同场景

的智慧灯光展布置。
有了AI技术的加持，中山可探索花木

与灯饰、健康、教育、文化体验等产业的跨
界融合。譬如，依托中山市丰富的灯饰产
业资源，开发“花木+灯饰”融合产品，提升
花木景观观赏性和实用性，创造独特的家
居装饰品；着重培育产业链新增长点，发
展食用、药用花卉产业，开发花卉食品、保
健品、化妆品、香精等精深加工产品，延长
和丰富花木精深加工链条。

《白皮书》建议，可沿西江花木生态
景观廊道，依托绿博园“河、湖”特色，打
造集游憩观光、产业体验、商旅研学、会
议会展、餐饮住宿、休闲娱乐、多元社交、
文化创意、美学体验、花镜展示等于一体
的农旅融合示范点。

■构建种业创新体系由“大宗化”向
“特色化”转变

中山本地花木产品以扦插和引进优秀

品种为主，主流花木品种的种子、种苗、种球
等依然依赖外省外地采购，科研开发和新品
种培育成果应用较少，本地品种权保护体制
机制尚不健全。

《白皮书》指出，中山可依托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环境园艺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
中山创新中心等科研机构开展花木育种
的“卡脖子”核心技术攻关，建立集花木种
质资源保护、种质创新、良种繁育、新品种
推广、品种权保护于一体的现代花木种业
创新体系。

《白皮书》建议，应鼓励企业与高校、
科研单位联合开展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
转化和应用。重点加强优良乡土树种的选
育与推广，由“大宗化”向“特色化”转变，
遵循“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因地
制宜积极培育和推广中山市特色花木，突
出横栏镇和古镇镇代表品种，培育特色名
优产品，推进“横栏苗木”“古镇盆栽”品牌
建设。

中山花木产业主题《白皮书》通过专家评审，引入AI技术成新趋势

数字“植入”拓宽“花木+”产业

本报记者 柯颂 通讯员 林倩袁

11月 4日，历经半年时间筹备

编制的《2024中国（中山）花木产业

大会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正式通过专家评审。该书全面总结

了中山花木产业的发展现状、趋势

及政策导向，为政府决策、企业战略

规划及投资者选择提供了有力的数

据支持和决策参考。

中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花

木生产基地，种植面积均保持在12
万亩以上，种植范围覆盖中山市西北

部、东北部和古神公路百里绿色园艺

长廊片区，主要集中在古神—沙古公

路特色花木产业带上的横栏、民众、

古镇、小榄等镇街。据统计，2021-
2023年间，中山全市花木产业产值

保持在 20 亿元以上，逐年增长，

2023年总产值达25.4亿元。

然而，受花木产业结构供需失

衡、土地要素制约花木生产、生产集

约化标准化程度低、品种科研创新

应用不足等因素影响，中山花木产

业发展受滞。如何让中山花木产业

在未来数年中，保持健康发展态势？

《白皮书》针对中山存在的短板与不

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花木大舞台·绿美新经济”2023中国（中山）花木产业大会在中山市横栏镇西江花洲公园隆重开幕。（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