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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无时闲青年酒业啤酒灌装车间 宝鸡中车时代专业化轨道工程机械整机制造基地 西凤酒制曲车间

（上接第二版）
在采访中，一位在宝鸡发明

专利行业工作近 40 年的“老兵”

告诉记者，在他看来，悠久的历史

早已为这座城市播下了创新的种

子，厚重的工业基础丰富了创新

的土壤，而火车为这座城市拉来

了“天南海北”的思想碰撞，所以

这座城市的人骨子里一直都有爱

发明、爱创新的基因。

叶  茂

 敢于攀高的创业精神

“创新之花”，总是绽放在最

陡峭的高崖之上。

正是因为宝鸡人有一种敢于

攀登高峰的创新创业精神，才让

宝鸡创新“枝繁叶茂”。

早在抗战初期，很多西迁

的工厂和企业都选择落脚宝鸡，

在这里孕育创新的种子。国家

“一五”“二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期

间，一大批国有企业落户宝鸡。而

近年来，随着我市创新城市的深入

推进，一大批富有创新创业精神的

新型企业在宝鸡不断涌现。

“我是2005年来宝鸡创业的，

宝鸡有很多老牌工业企业，产业链

完备，可以说背靠大树好乘凉。”四

川人吴四建，与记者谈起了这些年

在宝鸡的创业历程。他原本在国企

有一份稳定工作，在闯荡诸多城市

后，他把创业的基地选择在宝鸡，创

办了宝鸡市博磊化工机械有限公

司，并始终把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在创业初期，他带领团队利

用4年时间，成功研发了八列对称

平衡式大型往复压缩机，并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为公司带来了源源不

断的订单。后来随着我国能源结构

不断优化，吴四建带领企业研发团

队紧紧抓住市场机遇，不断为这些

支柱产业提供所需的压缩机，逐渐

从一家小企业成长为宝鸡的专精特

新企业。如今，他们公司研发生产的

压缩机不仅销往国内29个省区市，

还远销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伊朗

等国家。

深厚的工业基础、勇于创新

的城市氛围，吸引了一大批企业

来宝鸡落地生根。 

初冬的一场降雨，空气中吹

来阵阵寒意，而宝鸡天联汇通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却是

一幅“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

该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压输氢非

金属管材管径产品，由于填补了国内

同类产品空白，一上市就受到市场青

睐，为公司赢得了来自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伊朗等多个国家的大订单。 

宝鸡天联汇通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与吴四建的创业经历有相似

的背景，都是外地创业者在考察了

诸多地方后选择了宝鸡这片沃土。

氢能是公认的清洁能源，但输氢管

道却一直是制约氢能产业链的“卡

脖子”难题。这家企业通过自主研

发，成功进行了国内首次高压力非

金属管道纯氢爆破试验，自主研发

的高压输氢非金属管材管径和承

压等级分别达到250毫米和6.3兆

帕，填补了国内同类产品空白，为

我国大规模、低成本、远距离输送

纯氢提供了重要装备与技术支撑。 

“我们每年都要拿出 5%的营

业额用于产品的创新研发，而且与

很多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

合作关系，并专门设立省级技术中

心和陕西省重点实验室。加之宝鸡

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所以企业用

了不到 10年时间，就占领了同类

产品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该企业负责人杨先生说。

为了进一步鼓励企业创新发

展，助力产业链企业破解高精尖

“卡脖子”问题，我市已连续 3年举

办宝鸡市高价值专利培育大赛，

并围绕钛及新材料、传感器、数

控机床等重点产业链开展科技服

务，让每一颗创新的种子都有机

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

已有国家级、省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 29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34 家，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突破 200 家，全市涌现出

一批创新能力强、专业化水平高

以及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国内

前列、实现进口替代、填补国内空

白、突破“卡脖子”等创新技术：

宝钛集团子公司宝钛金属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经过两年多技术

攻关，成功研发出高性能锆—钢

双层复合板，打破了国外技术垄

断，解决了“卡脖子”难题；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的核心部件——有载分接

开关用真空灭弧室，确保了“西电东

送”水电站平稳运行，而且新产品以

长电寿命和长机械寿命的“双长”可

靠性，让国外同行刮目相看；

宝石机械与西北工业大学联

合开展的大锥度复杂异形环盘件旋

轧成形新工艺取得成功，实现了国

内先进塑性成形技术工艺的新突

破，首次采用冷锻工艺，锻造稀贵金

属“铌”，特殊材料加工技术实现“破

冰”，填补了国内制造方法空白……

绽  放

放眼全球的发展视野 

“你知道吗？就这一份擀面皮

上就有 62 项发明专利。” 

一碗色、香、味俱佳的宝鸡擀

面皮能够飘香世界，离不开科技

创新的“烹调”。

在电子商务和现代化物流快

速发展的当下，宝鸡擀面皮早已

成为“网红”美食。但擀面皮要保

持原汁原味，就得当天制作当天

食用，隔夜就会发酸发硬，口感骤

降。为了让擀面皮飘香“世界餐

桌”，宝鸡人很早就开始研究如何

延长擀面皮的保鲜期限。宝鸡“宝

宝面皮”是一家备受市民喜爱的

面皮店，几个年轻人把擀面皮当

成自己的“宝宝”一样呵护，让“宝

宝面皮”从一家小小的餐饮店逐

渐成长为我市现代化大型面皮企

业的佼佼者。为了用科技创新解

决擀面皮的保质锁鲜问题，该企

业邀请食品专家教授，并专门成

立研发团队，建立了工作室，从原

料、制作、口味等方面改进提升技

术，实现了在不添加防腐剂的情

况下延长保质期。其中，他们研发

的“擀面皮非真空锁鲜发明技术

项目”，在 2022 年宝鸡市高价值专

利培育大赛中获得了优秀奖。

“擀面皮是自带流量的‘网红’

食品，但是想把地方小吃卖到全世

界，首先就要用创新技术解决储存

期短和口感变硬的问题。”“宝宝面

皮”负责人王毅告诉记者，“经过不

断改良设备、不断优化包装环境，

储存期和口感还原率这块短板终

于被弥补，现在的宝鸡擀面皮最长

可以储存 180天，而且口感还原率

可以达到95%以上。”  

有了创新技术的加持，宝鸡

擀面皮出口订单剧增，销售额翻

倍增长，国际市场逐步打开，2023

年宝鸡面皮出口额总计达到 6000

多万元。“杂八得、宝宝、秦圣、岐

正香”4 家面皮企业拥有出口资

质，每个月全市都会有 3万至 5万

份面皮订单远销日本、新西兰、韩

国等国家，进一步扩大了宝鸡擀

面皮的海外市场。   

为何生活在内陆城市的宝鸡人

有放眼全球的发展视野？可能跟这

片土地独特的区位优势有关。宝鸡

地处秦岭山脉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

带，是连接东西部的重要交通枢纽，

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必经过宝鸡；

欧亚大陆桥上宝鸡承东启西，国家

交通大十字宝鸡连接南北，造就了

这里的人们早就有看世界的发展眼

光。近年来，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行、

公路干线四通八达、宝鸡机场进入

建设阶段，宝鸡人无论是眼界还是

格局，都在不断破局延展。

每年秋分时节，眉县金渠镇宁

渠村的一片有机猕猴桃果园里，饱

满圆润的猕猴桃“簇拥”在一起，散

发着淡淡果香。果农们穿梭于藤架

之下，将成熟的果实熟练地从藤上

摘下，分拣装箱。但不同于传统猕

猴桃“吃软不吃硬”，这片猕猴桃收

获后，可以通过“即食”技术，让顾

客买到猕猴桃就能马上吃。 

“硬着不能吃，软了吃不及”

一直是宝鸡猕猴桃的痛点。

眉县齐峰猕猴桃外贸负责人

鲁文博告诉记者，他们在做猕猴桃

外贸出口时，就有客户对“硬着不能

吃”提出意见。为了打开国际市场，

2016年开始，眉县人就尝试探索猕

猴桃即食技术，通过联动省、市各方

技术力量，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的技术支持，组建研发团

队，着力攻克国产猕猴桃即食难关，

直到2022年才真正突破了这一技

术。即食猕猴桃的生产是通过变温

等手段让猕猴桃进入后熟过程，使

果实硬度变软，营养物质充分转化、

糖度提高，达到可食的程度，也正是

这一创新之举，让眉县猕猴桃敢于

和世界猕猴桃巨头佳沛等少数跨国

公司“同台竞争”。 

放眼全球的发展视野，早已

让宝鸡人对标世界前沿技术领域

生产好水果。如今，眉县猕猴桃种

植面积已发展到 30.2 万亩，年产

量 53.9 万吨，产品销往国内所有

省会城市和 80% 的中小城市，出

口到加拿大、俄罗斯、泰国、马来

西亚等 20 多个国家。一片片翠绿

的猕猴桃园如同镶嵌在关中平原

的绿宝石，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的“金钥匙”。 

硕  果

亟须强化的产权保护意识

有人说，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

一直是最大的难题，但在宝鸡诸多

业内人士看来，宝鸡的多项创新成

果本身就是为生产服务的。这些创

新的种子萌发在工厂、田间、车间，

成长的果实也都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生产力，所以转化率并不是最值

得关注的问题。业界一致认为，当

下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份亟待加强

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涉外专利

侵权纠纷，让很多宝鸡人深刻认识

到了保护知识产权的至关重要性。 

宝鸡华光铸造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是我市一家专业致力于铸造

用陶瓷浇道管、纤维复合型保温

冒口、纸质浇道管研发和生产的

企业。20 多年来，这家企业先后

获得 44 项国家发明专利，并成为

中国铸造协会会员单位和行业标

准起草单位、陕西省“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他们公司研发的铸造

用纸质浇道管，获得宝鸡市首届

高质量高价值专利培育大赛一等

奖，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使我国

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够生产铸造

用纸质浇道管的国家。   

但就是这样一家在行业内颇

有名声和口碑的企业，有一天突

然接到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寄送的

“日本花王株式会社诉其发明专

利权侵权纠纷一案”的传票和应

诉通知书，指控他们公司生产销

售的纸纤维铸造用浇道管等产品

侵犯其发明专利权，要求他们公

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100

万元。传票中所提到的这项技术

正是该企业的获奖技术，并且因

为质量优异、价格合理拥有广泛

市场，怎么突然间就侵权了呢？

维权和应诉的过程充满艰难，

宝鸡市知识产权局协调中国（陕

西）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组织

高校教授、业内知名律师、专利代

理师等多位专家，在西安召开维权

援助咨询研讨会，与会专家就涉案

产品是否落入请求人涉案专利保

护范围做出了咨询意见，并提出了

相应的解决思路方案。经过大量的

事实依据，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原

告日本花王株式会社自愿主动撤

回涉案专利侵权起诉书，且承诺不

再以涉案专利针对原告提起其他

民事诉讼、不对涉案的无效宣告请

求提起行政诉讼。至此，历时近两

年的我市首起“涉外”专利侵权纠

纷案，最终以双方和解结案。 

“如果这场官司输了，我们公

司就再也不能使用这项技术，企业

的损失将无法估量，赢了这场官司

也给了企业一个非常深刻的警示，

就是一定要注意知识产权权益的

保护。”宝鸡华光铸造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新平感慨地说。 

这场跨国的知识产权纠纷，不

仅仅警示了张新平，也警示了宝鸡

创新领域的很多企业和发明人。

宝鸡市知识产权中心主任苟

红东在业内工作 30余年，他告诉

记者，随着全球化发展，知识产权

已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近年

来，我市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的统一

部署，积极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

行动，不断提升与相关行政执法部

门的协作效能，积极推动综合治

理，普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知

识，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由于部

分企业和个人维权意识薄弱，认为

纠纷解决起来时间长、成本高，甚

至遇到侵权事件宁愿“忍一时”，助

长了部分侵权行为。市知识产权中

心一方面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的宣传，一方面通过加强新技

术运用，建成宝鸡数字化专利侵权

纠纷处理口审厅，制定专利纠纷检

验鉴定工作规范，有力提升了执法

办案能力和水平，就是希望能更好

地保护知识产权。

我市部分业内人士也建议，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要素，宝鸡科技创新氛围浓厚，

我市也出台了不少鼓励创新和保

护创新成果的政策，希望好氛围

可以激励更多企业勇于创新、善

于创新。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可

以出台更多的好政策，推动创新

思维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使

之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价值

导向、一种时代风尚，最大限度释

放创新创业创造动能。

创新之“种”遍地发芽，创新

之“花”绚烂夺目，创新之“树”枝

繁叶茂，创新之“果”累累摇枝，期

待“创新之城”宝鸡创造出更多令

人瞩目的成绩！

（照片由赵彬瑞、谢克强、赵志华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