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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技创新

我市科创基金投资项目——

首次成功实现社会融资
近日，记者从市科技

局了解到，我市有一家种

子期企业，在得到宝鸡市

科技创投基金投资 1000 万

元支持后，经过 9个月的培

育成长，终于得到社会资

本青睐，在三个月内连续

获得两轮投资，这是我市

科创基金投资项目首个成

功实现社会融资的案例。

这家企业是陕西丝路

机器人智能制造研究院有

限公司，该公司主要涉足

智能焊接领域。2019 年

12 月获得宝鸡市科技创投

基金 1000 万元投资，基金

公司持有该公司 16.67%

的股权。这笔投资不仅解

决了企业在研发和制造过

程中面临的现金流短缺难

题，而且促进企业在战略

选择、战术设定、公司管理

构架、人才培养等方面进

行了一系列革新，给公司

引入了一批优秀管理人

才，帮助企业搭建科学的

管理模式等。

一年来，丝路机器人

与美国Intel、德国库卡机

器人、奥地利伏能士焊机、

中国移动保持一级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是中远海运

重工集团的A 类设备供应

商。智能管道焊接机器人

已在大连中远海运重工管

舾车间现场完成中试并获

美国船级社(ABS) 认证，

填补了船舶及海洋工程领

域不锈钢管全流程焊接的

空白，性能指标达到中级

焊工水平，焊接效率达到

人工的三倍。

他们为什么会受资本

青睐？宝鸡市科技创投基

金管理人单位——网卓投

资管理( 上海) 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舒轶夫分析，首

先，丝路机器人作为陕西

省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建

设依托单位，得到省市科

技、工信等政府部门的重

点支持。在公司早期资源

对接上，政府起到了重要

的帮扶作用，使公司大大

缩短了从研发到市场验证

的周期。其次，该公司应用

人工智能从事焊接工作，

破解当前焊工短缺难题，

且他们定位于船舶、轨道

交通、火箭等领域小批量

定制化的焊接。第三，他们

闯市场的“打法”受到社会

资本赏识。丝路机器人选

择从目标行业的头部客户

着手，利用头部客户在行

业的影响力，为丝路机器

人大规模推广给予背书。

一年来的成功实践佐证了

当初的构想，投资机构认

为，企业从单个行业突破，

再拓展到大的行业中去，

市场前景很好。第四，在

科创基金公司的帮助支持

下，丝路机器人在组织架

构的建立、关键团队的组

合、核心人才的寻找、管理

体系的完善等方面，都进

行了很好的建设和突破，

这样的团队极具凝聚力和

战斗力。

据了解，丝路机器人

拥有发明专利 37 项，他们

承担的陕西省智能机器人

创新中心已挂牌运行。目

前，公司初代产品已问世，

完成了智能焊接机器人的

定制开发和产品升级，已

推广至陕汽蓝通传动、西

电宝鸡电气等省内知名公

司，今年截至目前，营业额

达 2000 万元。但距离产品

大规模生产尚存在 2-3 年

的孵化期，仍需进一步加

强销售、产品设计、交付实

施等团队建设。

2021 年，丝路机器人

计划在船舶制造及海工

平台、石油机械、能源装

备、工程车辆等 4 个行业

率先完成智能焊接机器

人的推广应用，实现智能

焊接机器人的定制开发

和产品升级。

我市出台政策措施——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本报讯 企业要取得创新成

果，离不开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

如何有效促进市域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力度？日前，记者从市科技局

了解到，今年我市加大对科技企业

研发投入的奖补力度，加大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力度，全面推进我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省

考目标任务完成。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

投入强度被列为省科技创新考核

指标。为抓好企业研发活动统计年

报工作，今年 2 月我市出台《宝鸡

市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吸纳市域

外科技成果和自有科技成果转化，

依据相关政策给予资金后补助和

资金奖励。并且加大科技企业研发

投入奖补力度，以及对高新技术企

业的培育力度。

市科技局专门制定了相关工

作指引。每年 4 月，结合县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

技型中小企业等创新主体分布情

况，按照对国家、省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及创新型县（区）的不同

要求，下达当年度各县（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任务。

鼓励采矿业，制造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

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加大研究开发力度。通过考

量项目是否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研

究人员、开发费用是否平衡等因

素，判断企业创新投入的质量。

科技系统将通过建立市、县

（区）、重点企业联系包抓机制，加

强对企业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

确保企业注重创新投入，实现发展

蝶变。

宝鸡三家企业——

获评陕西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

本报讯 近日，宝鸡市长

乐塬抗战工业遗址和宝鸡同

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两家企

业，获评“陕西省文化和科技

融合示范基地”。加上之前宝

鸡石鼓文化投资公司跻身全

省首批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

基地，我市目前已有三家企业

获此殊荣。

陕西省文化和科技融合示

范基地评选由省科学技术厅和

省委宣传部联合组织，经过企

业申报，市、县（区）委宣传部及

科技创新局初审上报，省上专

家评审，现场考察等程序后正

式入选。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

占地 360 亩，总建筑面积 12 万

平方米，区域内现存抗战时期

全国最大的窑洞车间、申福新

办公楼、乐农别墅、薄壳车间等

4 处历史遗迹，是国内现存最

完整的抗战工业遗产。金台区

对申福新办公楼、薄壳车间、窑

洞车间等遗址的改造重新规划

设计，结合工合运动和迁厂精

神，将宝鸡工业历史文化融入

景观及室内，将博物馆与办公

等实用功能结合，建成了具有

博物馆性质的双创街区，全面

展示宝鸡工业发展历程，现已

成为我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企业团建基地、宝鸡工业文化

研学基地。

卧龙创意文化艺术产业园

是宝鸡首家文化艺术创意园，由

宝鸡同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实施建设。项目占地约 35亩，

总投资 1.5 亿元。园区原属的水

泥生产工厂，建于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大小建筑众多。通过对原

有办公楼、厂房、仓库等建筑物

整体加固和改造，将怀旧工业风

格与灵感创意相结合，重新定义

并赋予废旧工厂新的“生命”。

有关方面认为，我市文化

与科技融合，在民营文化企业运

用较为灵活和广泛，随着文化产

业的不断壮大发展，科技元素将

会发挥更加多元的价值。

科创型企业当有股虎劲
科 创 型 企 业 手 头 有

“硬科技”的不少，但是能快
速转化为科技成果，并且得
到社会资本青睐的公司，却
是凤毛麟角，丝路机器人的

“出彩”，在于其紧盯前沿、
有用户思维，靠不走寻常
路，打通高质量发展的上升
通道。

有社会资本愿意投资
这家创业公司，说明公司
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丝
路机器人选择智能焊接这

个项目，不仅看重焊接人
才短缺，需要“机器换人”，
而且他们不是做大批量焊
接 产 品，而 是 满 足 船 舶、
轨道交通、火箭等领域小
批量定制化的焊接要求，
这些细分领域对技术的要
求较高，只有掌握核心技
术的公司才能啃下“硬骨
头”，所以这是公司脱颖而
出的一个前提条件。

丝路机器人身上有股
“虎劲”，这是一种闯市场的

勇猛劲头。一般小企业“出
道”时，总会走先和市场上
的“小朋友”合作，等壮大了
再和“大朋友”合作的路子，
但丝路机器人依靠自身解
决问题的能力，直接先与美
国Intel、德国库卡机器人、
奥地利伏能士焊机、中国移
动保持一级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正因为有和这些大公
司合作的经验，才会为下一
轮他们拓展更大市场带来
更好机遇。

像这样的企业，在宝
鸡诸多科技型民营企业中
属于佼佼者，他们具有开
放思维，愿意“走出去”寻
求更大市场合作，且对前
沿科技敏感，能利用科创
基金使自身获取更多资
源，从而得到快速成长。只
有脚踏实地且目标远大的
企业，才能行稳致远，愿宝
鸡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勇
于创新，善于嫁接资本，获
得长足发展。

科技赋能农作物良种推广，让百姓——

鼓了粮袋子  满了菜篮子
本报讯 早熟优质高产的宝椒

1号，外形美观、品质优良的秦薯 5

号……近年来，农作物良种的试验

推广，让我市老百姓充盈了“粮袋

子”，丰富了“菜篮子”，也促进了高

效农业的发展。

日前，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

到，“十三五”以来，市科技局充分发

挥科技在农作物育种和推广中的

引领作用，围绕粮食、果业、蔬菜等

特色优势产业，组织实施“优质小麦

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辣椒深加

工技术产业化开发”“大豆轻简化栽

培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优质抗逆

小麦新品种选育及生产技术集成示

范”等省市级农业科技创新专项；

通过国、省审定（登记）小麦、玉米、

甘薯、大豆、油菜等新品种。这些项

目的实施，引导全市推广了优质专

用小麦、大豆、甘薯和优质玉米等良

种良法，延伸了农业产业链，加快推

进了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提高了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竞争力。

除此之外，市科技局发挥“两

地三方”农业科技战略机制，先后共

建西农大千阳苹果、眉县猕猴桃、凤

县花椒、太白高山蔬菜和陇县核桃、

奶山羊、奶牛、旱地农作物等试验示

范站（基地），发挥 24位市聘农业科

技顾问“智囊团”作用，以及科技特

派员专业技术团队的力量，进行实

验成果推广和技术培训。

位于眉县的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猕猴桃试验站，主要围绕猕猴桃

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开展研究，试验

站里的专家兼任当地的科技特派

员，为果农进行专业技术指导。横渠

镇西寨村果农胡建设谈起专家的好

就赞不绝口：“冬季特派员给我们

指导修剪，春季指导我们施肥打药，

使我们果农年年都有大收益。”

“两地三方”合作累计筛选引

进新优品种 285 个，实施中省重大

项目 20 多项，培训技术人员 8000

余人、农民 2.2 万人次，攻克了一

批育种“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了农作物育种科技成果转化

速度。

巨头鲸创客空间——

跻身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行列
本报讯 近日，科技部根据《科

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经地方

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评审推荐，审核

并公示，确定 133 家单位为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其中，宝鸡巨头

鲸创客空间榜上有名，成为此轮陕

西四家上榜孵化器中唯一一家宝

鸡创业孵化基地。

巨头鲸创客空间创业孵化基

地由陕西巨头鲸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聚焦创业孵化和中

小微企业创新创业服务业务，旨

在打造以软件信息和电子商务为

主要方向的专业型科技企业孵化

器。基地内在孵企业有 100 多家，

累计孵化中小微企业 206 家，是

宝鸡乃至陕西规模较大的创业孵

化基地之一。

特别是在创业孵化服务、知识

产权服务、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

跨境电子商务技术支持和运营服

务领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核心

竞争力，并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

务领域孵化出多家具有影响力的

创新型企业。公司现已形成了完整

的互联网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

和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

的创业孵化体系，成为高新区“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产业集聚的

大型综合性服务平台。

（本版稿件、照片均由本报记者魏薇采写、拍摄）

创客们在一起讨论项目

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用 3D 技术呈现历史故事

客户在丝路机器人公司考察焊接项目

专家在田间地头给农民传授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