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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发展
汇集“原动力”

一个核心部件的成功研发，帮

助宝鸡企业掰开了被国外技术卡

住脖子的手；

一个标准样件的生产投用，弥

补了国内锆铪行业质量检测没有

标准的空白；

一粒蔬菜种子的优质培育，

为中小企业赢得了不错的市场份

额……

这一项项科技成果从“实验

室”走向“生产线”，将科技成果切

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技术交易分为开发、转让、许

可、咨询、服务 5 个类别，我市的技

术交易主要集中在技术开发合同

上，占到合同交易总额的 85% 以

上。”市科技局科技体系建设科杨

文博拿着我市技术合同交易情况

分析报告介绍说。

技术开发合同占比高居榜首，

可以看出各行业对新技术的迫切

需求与渴望。其中针对“卡脖子”技

术的开发，更是我市重点产业链、

重点行业企业转型发展的着力点。

对此，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简称宝鸡中车时代）的相关

技术负责人深有感触。

“进口产品，不仅要价高，而且要

看别人脸色，被卡住脖子的滋味真不

好受！”宝鸡中车时代探伤检测产品

主管张永超说，他们公司是我市轨道

交通装备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肩负

着轨道交通产业集群谋“新”重“质”

的大任。然而多年来，其重要产品之

一的钢轨探伤车核心部件却长期受

国外垄断的控制。

宝鸡中车时代承接的国铁集

团“大型养路机械关键技术装备自

主深化研究”项目，就是研制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钢轨伤损检测装

备的“破冰”之举。

2015年，该公司承接了这个项

目。前后两年时间，“GTC-80 ⅡJ

型钢轨探伤车”历经研发、试制、试

验、考核等程序成功投用。该车不

仅实现了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还

降低了 30% 的产品成本。记者了

解到，目前这一钢轨探伤车整机生

产已实现批量化、产业化，为企业

带来了超 5 亿元的产值，也带动了

宝鸡及周边产业的发展。

解决大企业的“卡脖子”问题，

是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强盛

之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围绕企

业在创新路上的“难点”“堵点”，

从政策、资金及人才引进上大力倾

斜，鼓励扶持企业大胆破冰，以科

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新质生产

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让我市越来越

多的企业通过技术交易汇聚起发

展动力。

在宝鸡市聚和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一侧机

械臂翻飞，另一侧数台数控机床整

齐排列。公司生产技术主管李永录

说，他们公司是分步实行现代改造

的，企业的现代化，必须是设备的

现代化、智能化！

第一步，用焊接机器人替代人

工焊接，实现生产线智能化；第二

步，用数控机床替代人工镗铣钻，

完成数字化改造 ；今年该公司在

技术研发上又投入 2500 余万元，

对产品进行轻量化改造升级。

李永录说：“通过技术交易促

进技术产品商品化、产业化，我们实

现了产量翻番，销售收入从原来的

不到 1亿元增加到 2.4 亿元，还获

得了 11 项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

利。企业也从传统制造企业，直接进

入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行列。”

技术交易在推动工业企业发展

上大展拳脚，在提高农业产量、降低

种植成本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时值冬日，气温骤降，然而在

位于陈仓区东关街道西高泉村的

宝鸡鲜尔美农业有限公司蔬菜大

棚里，却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公司与中国农科院合作种植的富

硒油菜薹首批进入采收期。公司负

责人鲜宏刚说：“这次富硒油菜薹

如果试种成功，培育种苗的经济效

益会大幅提升，同时还能解决拱棚

因冬季气温低而闲置的情况。”

这已不是鲜宏刚第一次享受

技术带来的红利。

2020年，鲜宏刚投资建设10座

日光温室，打算在培育蔬菜苗上干一

番事业。结果培育出来的蔬菜苗高低

不齐，移栽后长势不均匀，影响种植

户管理。控旺成了鲜宏刚育苗面临的

首个难题，他专门跑到山东寿光，请

当地育苗专业技术人员来指导。两年

时间，前后花了近30万元买技术、学

技术。有了技术，菜苗成活率高、质量

好，下订单的人越来越多，第一年就

把买技术的钱挣了回来。

不管是工业也好，农业也罢，

锚定服务发展的目标，技术交易的

触角已经伸向各行业。宝鸡技术交

易额从 2011 年的 1.91 亿元，提升

到 2023 年的 45.17 亿元。杨文博

说：“今年我市技术交易额预计将

达到 54 亿元。”

（下转第三版）

在宝鸡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已经汇集起

一支扬帆出海的“联合舰队”……上千家高

新技术企业千帆竞发，360 个多元化创新研

发平台动力十足，石油装备、钛及钛合金等

13 条重点产业链如一艘艘“舰船”劈波斩浪，

全市技术交易额正以每年不低于 20% 的“航

速”不断提速。

技术交易活跃程度，既是体现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的“温度计”，也是反映区域科技创

新活跃态势的“晴雨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今年 1 至 11 月底，我市技术交易额首次

突破 50 亿元，位居全省前列。

“生意”如此红火，这不但彰显出全市技

术交易市场的巨大潜力，也为各个领域勾勒

出一张全新的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深层次反

映出一个地方研发、创新的底气和方向。

从这一点来看，“50 亿”背后，凝结着市

委、市政府坚持追赶超越、久久为功的拼劲，

凝结着企业、科研人员坚持技术研发、主动求

新求变的执着，凝结着全市人民渴望发展向

好、城市腾飞的期盼。

位于中国版图的西北地区，又非省会

城市的宝鸡，如何在克服自身不足和突破人

才、平台桎梏的同时走在全省前列？这背后

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记者进行调查与

走访，看看宝鸡如何实现技术与产业的“双

向奔赴”。

本报记者 胡红玲

从实验室到生产力——

宝鸡技术交易宝鸡技术交易
何以           声一片？“涨”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李国强和他研发的光伏板清扫机器人控制系统 宝鸡中车时代

宝鸡市博磊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往复式空气压缩机

▲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开发的注塑机
工业机器人产线集成设备

宝鸡鲜尔美农业有限公司工人在
蔬菜大棚里培育芹菜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