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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晖

乌海：借智借力打造氢经济示范市

如何让科研团队、高等院校的科技
成果落地乌海，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动能？科技创新中心是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有效平台，是提升区域竞
争力的有效手段。大会期间，自治区首
家盟市级科技创新中心——乌海市科
学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揭牌运行。

“乌海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
市，能源优势是乌海市的最大优势，
能源产业也是乌海市最有特色的产
业。因此，集聚能源发展新优势，加
快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能

源体系，将是乌海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必由之路，而这些都离不开科技创
新。科技创新中心的成立，将为乌海
科技创新增添活力，为经济转型添加
动力，为乌海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贡献巨大力量。”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金涌说。

近年来，通过产业升级和结构调
整，乌海市两大基地产业链延伸效果显

著，形成了以煤焦、氯碱化工为两大引
擎，精细化工、装备制造、有机硅等为主
导产业的新格局，为科研提供了丰富的
原材料，让许多团队的目光看向乌海。

余木火专家科研团队和乌海市
东源科技公司联合建立了特种纤维
及复合材料联合研发中心。谈及为
什么选择乌海，该团队的东华大学博
士孔海娟告诉记者：“我们考察过很

多地方，相比而言，乌海具有丰富的
资源，原材料来源方便，极大降低了
生产成本，希望与企业共同建设完备
的生产线，进行稳定化攻关，提高产
品稳定性，制备出合格的高性能对位
芳纶产品，力争实现芳纶产业化。”

目前，金涌院士、南志标院士、武
强院士科研团队以及其他 3家专家团
队、1家中介机构入驻乌海市科技创新
中心，金涌、严纯华、武强、王建国等多
位院士专家学者受聘为乌海科技特别
顾问。他们将自己的专业知识、科研
成果与乌海矿山、煤化工等方面的可
持续发展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产学研
合作和科研成果转化，为乌海产业转
型升级提供创新力量和技术支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近
年来，乌海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统领，
逐步形成了“1+4”的科技创新政策体
系，以《乌海市科技发展规划（2019-
2023年）》为基础，出台了《乌海市人民
政府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
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释放科技活力
的政策措施。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完善创新激励引导政策。

敢于无中生万有，能凭海阔纳百
川——既是乌海的城市精神，也是乌
海的独特天赋。乌海将始终秉持开
放包容的精神，永葆创新创业的激
情，全力以赴搭建平台、优化服务、真
心实意聚才引智、聚能纳贤，努力打
造内蒙古西部创新高地、创业洼池，
为推动乌海煤化工产业、氢能源经济
转型升级、绿色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智慧金点子 开花结果

自治区首座加氢站

。

一场圆桌会议，4 场论坛，近 40 位专家发言交流，超过 500 位企业嘉宾参与。前不久，2019 中
国西部煤炭化工高端论坛暨氢能源产业发展大会在乌海顺利举行。3 天的时间，专家演讲、技术
交流、企业参观和一次次提问，凝聚了专家、学者、企业家的共识——唯有科技创新、技术落地，方
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力促进煤化工产业绿色转型，有效助推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如何高效、绿色利用煤炭资源使
乌海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这是我们在
乌海召开论坛讨论的原因之一，也是
我们多年研究着力要做好的事情。”

这句话是与会专家、学者、企业
家共同期愿。

大会期间，国内多位煤化工领
域、氢能源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精
英齐聚乌海，从不同侧面、不同维度
介绍我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转
化的进展情况和发展思路，为乌海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分享了
最新科技成果。

乌海，在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时，没有丢掉“传统动能”家底。
乌海把改造升级传统产业作为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转型发展示
范区的重要抓手，通过“科技提升转”

“嫁接改造转”“增量注入转”“结构调
优转”“重组做强转”等举措，不断激
发出传统产业的发展潜能。

泰和煤焦化集团公司作为当地一
家大型煤焦化企业，在推动传统煤焦产
业发展的同时，做深做细煤炭产业的外
延，积极打造绿色发展循环产业链。

焦炉煤气用作生产玻璃纤维燃

料，矿井疏矸水变成可以喝的“纯水”，
煤矸石等矿山废渣加工成新型建筑材
料⋯⋯如今，在泰和煤焦化集团，煤炭
可以说被“吃干榨尽”。绿色发展，让
这个传统煤焦化企业尝到了甜头。

如今，挖煤卖煤的场景早已成为
过去时。乌海市煤焦化企业不仅全
部达到年产百万吨的生产能力，而且
技术装备水平先进，过去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焦油、煤气等副产品全都成了

“宝贝”资源。
近年来，以乌海为中心的小三角

地区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氯碱化工
和煤焦化工基地，已初步形成了“煤
—电—化—新”为一体的产业链结
构。经过不断发展，煤焦化产业不仅
形成了一定规模，下游产业也延伸出
了几大系列 70 多种产品，焦炭产能
已达到 1800 万吨，起点规模均在年
产 100 万吨及以上，焦炭产能占自治
区的 44%，焦化企业全部配套建设了
利用焦炭副产品生产加工化产或煤
气利用的下游产业。

大会的成功举办，是乌海“借智”
转型强动力、“借力”升级增实力、“借
梯”登高谋发展的重要契机，为高质
量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创新驱动 绿色发展

乌海，正在着力打造全国氢经济
示范城市。“氢能源产业发展论坛”为
乌海把握新理念、对接新技术、寻求
新合作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

论坛上，8 位来自氢能源领域的
学术专家、行业精英，围绕氢能产业
发展、氢能燃料电池技术改进、氢能
储运体系构建等发表了精彩的主题
演讲，分享了氢能利用最前沿、最专
业的技术和实践，带来了一场氢能利
用的思想盛宴。

氢能源资源是煤化工尚待发掘
的又一座“金矿”，成为不少地区实现
能源转型发展的新举措。乌海，在氢

能源汽车方面已经先行先试，并取得
了积极进展。

乌海为全国重要的煤焦化生产
基地和氯碱化工生产基地，焦炉煤气
和电石炉尾气资源丰富（氢气是主要
成分）。以目前形成的 4460 万吨的
煤炭产能和 1800 万吨（乌海及周边
产能 2900 万吨）的焦炭及副产品产
能，以及氯碱化工产业为基础，发挥
其 80 亿立方米的氢气规模优势，整
合发展下游氢能源产业，遵循差别化

多元发展原则，以车用燃料替代以及
其它前沿领域为发展方向，着力打造

“乌海氢能源”品牌。
2018 年，乌海作为氢经济示范

市已纳入到《内蒙古自治区现代能源
经济发展规划》中。

2019 年 1 月，乌海批复乌海化工
有限公司 8 座加氢站项目；5 月，第一
座加氢站在乌海化工工业园区建成，
已具备加气条件，是内蒙古自治区第
一座示范型加氢站；8 月，乌海成立

氢能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标志着氢能
产业进入快车道。

“十四五”期间，乌海将充分利用
副产氢能资源，开展氢能应用示范，
建设氢经济示范城市。

论坛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研究员符冠云很是看好乌海发展氢
能源，他说：“作为煤炭、光能、风能等
资源相对丰富、煤化工产业较为集聚
的西部地区，乌海当前应牢牢把握住
氢能产业发展机遇，发挥自身优势，
促进制氢、氢能相关产业链延伸发
展，为地区经济转型、社会发展提供
新动力。”

大咖齐聚 共话氢发展

中国西部煤炭化工高端论坛

暨氢能源产业发展大会现场

。

乌海市科技创新中心揭牌。

与会嘉宾参观中介组织——八戒科技服务中心。

科技创新发展圆桌会议。

产业科研合作签约。

乌海市科技创新中心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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