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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每日甘肃网记者 马海俊

扫描今天的白银工业，有两“tai”让人印象深刻：一为“钛”，一为“肽”。

“钛”是落地白银的世界单体规模最大、国内第一条全自动钛白粉生产线；“肽”则是白银孵化培育的一家生物医药科技企业生产的多肽产品。

这是近年来作为老工业基地的白银，围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升级的发展实践与缩影。

时间回到 1956 年，随着矿山大爆破，一座因矿得名、因企设市的工业城市新星在西北的戈壁滩上冉冉升起，有色金属资源开发的序曲在这里唱响，连续 18 年

创造铜产量、产值、利税在全国第一的辉煌，白银市被誉为“中国铜城”。

在此后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白银历经沧桑巨变，从“惊天一爆”到蓬勃发展，从资源枯竭到转型跨越、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构建起了完备多元的现代工业体系。截至目前，白银市共有工业企业 288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280余家，规上工业产值迈上 900亿元台阶。

工业是白银的立市之本和强市之基。进入新时代，作为一座老工业城市，白银求新求变，坚持工业强市、产业兴市，创新发展，以兰白两区建设为核心，强龙

头、补链条、聚集群，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全市工业经济呈现存量优化、增量扩大、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走出了一条符合白银实际的产业

变革与焕新之路。

成势：新兴产业聚链成群

走进位于白银高新区银东工业园的甘肃东

方钛业有限公司，占地面积达 3500 亩的厂区里，

管道纵横、厂房林立，一辆辆运输车往来穿梭，呈

现一派繁忙景象。被称为“白色颜料之王”的钛

白粉就是在这里制造、生产和销往全国各地。

“钛白粉是公司‘硫—磷—铁—钛—锂—钒’

绿色耦合循环低碳产业的核心产品之一，主要应

用于涂料、塑料、油墨、造纸等行业。目前，我们

年产 20 万吨钛白粉粗品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已建

成投产，年产 30 万吨循环化钛白粉深加工项目

也于今年 1 月进行了带料试车。”甘肃东方钛业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朱树人介绍。

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

上市公司中核钛白的全资子公司，先后获得国家

专利 67 项，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甘肃省专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 ，位 居 全 省 民 营 企 业 前 50 强 。

2023 年生产钛白粉 17.16 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

20.82 亿元。

“公司选址并落户白银的一个重要考量，是

白银有钛白粉生产所需的浓硫酸、盐酸、蒸汽等

配套原料要素。”朱树人告诉记者，“我们依托白

银集团、银光公司、靖煤集团生产的废副产品，以

循环产业为突破口，相互融合、互为原料、变废为

宝，实现了钛白粉、磷酸铁锂、全钒液流电池三大

产业的耦合共生。”

俯瞰整个厂区，一座座储罐、一条条管道、一个

个车间立体呈现了这一循环化工产业的“化学方程

式”，也让这条白银市的重点产业链有了具象。

“我们作为产业链的头部企业，积极与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目前与原辅材料供

应商、能源供应商、设备及配件供应商、办公用品

及后勤物资供应商等已开展合作的企业总数达

100 余家。”朱树人说。

2023 年，东方钛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15

亿元，完成产值 20.48 亿元，工业增加值 4.96 亿

元，入选全省重点产业链优秀链主企业。

眼下，东方钛业年产 50 万吨磷酸铁锂电池

正极新材料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当中，该项

目分两期开展，一期 10 万吨已建成投产，今年计

划生产 7 万吨。

“东方钛业是白银市重点培育的锂电池产业

链正极材料的链主企业。当下，我们正在着力构

建‘正负极、集流体、电解液材料—电芯—电池’

全产业链，聚焦产业链上下游精准招商，推动锂

电池产业配套成链、聚链成群、集群成势，打造西

部重要的锂电池产业基地。”白银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副局长沈渭忠说。

培育睿思科、时代瑞象、银高储能等新能源

电池企业 11 家；先后建成 9000 吨电子级氟化

锂、5000 吨锰酸锂、2000 吨超纯碳酸锂等电池

材料产能；2 亿平方米 PET 复合铜箔、8 吉瓦时

磷酸铁锂电池、10 吉瓦时储能一体柜等一批延

链补链强链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近年来，白银市加快实施有色冶金产业向高

端延伸、电池新材料集群发展等专项突破行动，

全力推动产业集群发展，打造了有色金属、稀土

新材料、循环化工、新能源、生物医药等 12 条重

点产业链和 42 条子产业链，特色产业规模持续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扬优：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繁复的流程、复杂的工艺、严格的参数，在白

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控室，一切尽在智

能运行系统的“掌握”之中。

“ 这 是 我 们 公 司 2022 年 建 成 投 产 的 年 产

6000 吨电子级氟化锂生产项目，通过智慧生产

系统，可以远程实现对工艺流程、参数调整、生产

安全、人员定位、环保跟踪等多方面的控制，控制

中心与生产车间可以实现实时联动和高效绿色

生 产 。”白 银 中 天 化 工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副 总 经 理

董海鹏说。

白银中天化工前身是原核工业部国营二七

九厂，始建于 1968 年，1985 年开始停军转民，氟

化盐成为支柱产业。2005 年，白银中天化工成

立 ，开 始 致 力 于 氟 化 盐 产 品 的 研 发 、生 产 与 销

售。2012 年，和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完

成增资扩股合作。

为顺应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适应新能源市

场对锂及锂产品的市场需求，2021 年，白银中天

化工组织实施装备技术升级改造清洁生产项目，

对原有 2000 吨电子级氟化锂工艺进行了优化改

造，产能提升至每年 3000 吨，同时通过科技成果

转化，新建年产 6000 吨电子级氟化锂生产项目。

“公司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锂电池新基础材料

生产基地，2023 年年产电子级氟化锂 9000 吨，

实现营业收入 25.35 亿元，今年上半年完成产值

10.06 亿元。”董海鹏告诉记者。

白银中天化工是白银老牌工业企业的代表，

其实施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极具代表性。

近三年，白银中天化工已投入 2.6 亿元用于技术

创新、工艺优化及能源提升。

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统筹做好“改旧”

“育新”文章，白银市聚焦企业生产工艺优化、过

程管控、节能降耗、安全环保等关键环节，持续推

进传统产业“三化”改造。“今年上半年我市实施

‘三化’改造项目 20 项，有色、化工、煤炭、电力等

主导行业增加值增长 19.9%。”沈渭忠说。

白银集团铜业公司运用云计算、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建设具有工

艺流程优化、动态排产、能耗管理、质量优化等功

能的铜冶炼智能生产系统，推动全产业链数字化

转型升级，铜冶炼智能工厂成功入选国家“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名录；

白银集团白银炉技术创新升级项目融入工业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智能装备等多项先进技

术，实现了生产过程自动化、智能化、模块化；

银光公司建成行业首条“黑灯工厂”生产线，

DNT 生产实现了从原料领用到最终成品生成过

程现场无人化、机械自动化、管控远程化；

西北铅锌冶炼厂熔铸车间建成 5G+数字化

车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4 倍，入选工信部 5G 工

厂名录；

康视达集团自主设计研发的全自动智能化

隐 形 眼 镜 全 模 压 生 产 线 建 成 投 产 ，产 能 提 高

30%，生产效率提高 22%，日抛彩色隐形眼镜产

品步入全自动化生产阶段；

宏达铝型材公司建成了智慧仓储数字化车间；

……

工业是白银经济的晴雨表和稳定器。随着

“三化”改造在白银的深入推进，智能工厂、数字

化车间遍地开花，白银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全市铜产能达到 40 万吨，有色金属产能历

史性突破百万吨，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 8 户，省

级绿色工厂 15 家。

布新：科技引领创新驱动

“肽”或许不为大众所熟知，但作为治疗糖尿

病的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中间体，或者作为化

妆品成分的蓝铜肽，名气就大多了。

在白银，有一家公司便是以生产此类产品为

主，它就是深圳瑞德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甘肃瑞德林生物有限公司。

“我们公司成立于 2020 年，致力于研究酶催

化技术、固相合成技术、光催化技术、生物合成等

前沿技术应用于多肽及多肽分子砌块领域产品

的开发，产品覆盖特色原料药、化妆品功能原料、

保健品特色原料、功能性分子砌块等领域。”甘肃

瑞德林生物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亮说。

甘肃瑞德林是白银科技创业孵化基地的一

家在孵企业，入孵以来建成了多肽药物固相合成

研发平台和干燥、冻干 2 栋车间，形成了多肽中

间体及其分子砌块的合成、纯化、质量研究的研

发体系，具备公斤级多肽中间体和吨位级分子砌

块规模生产能力。

据 王 亮 介 绍 ，甘 肃 瑞 德 林 研 发 人 员 占 比

50%，研发中试成功转移多肽项目已达 40 多项，

拥有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去年销售

额达 5000 万元，先后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甘肃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甘肃瑞德林是我们成功孵化培育的快速成

长科技企业之一。”白银科技创业孵化基地总经理

高文龙告诉记者，“基地通过搭建物理空间、共享

基础服务设施，打造了生物医药中间体研发检测

平台、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还引进

各类科研机构和创业导师服务队伍，目的就是降

低在孵企业创业风险，提高创业成功率。”

白 银 科 技 创 业 孵 化 基 地 成 立 于 2012 年 ，

孵化场地面积 8.8 万平方米，是西部欠发达地区

探索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发展新模式的示范基地。基地以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培育科技型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为宗旨，以

生物医药、新材料、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发展方向，组建了“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科技创业孵化链条，构建了“创新创业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梯次培育体系，着力打造“产学研用”

四位一体的创新创业生态综合体。

中检普泰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是目前在孵的

一家企业，主要为医疗服务机构提供放射诊疗设

备、医学检测设备、辐射测量设备的校准、检验及

检测服务。2018 年入孵，今年 10 月预计正式投

产运行。

“这家企业比较特殊，它需要的实验室标准

较高，我们基地配套的实验室不达标，需要重建，

而 且 所 需 的 检 验 检 测 资 质 获 取 周 期 相 对 比 较

长。”高文龙说。

好饭不怕晚。七年里，白银科技创业孵化基

地给予了企业大力支持，中检普泰建成面积达

6780 平方米的实验室综合楼，顺利完成实验室

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取证等工作。运行后，预

计年平均营业收入达 5600 万元。

白银科技创业孵化基地自成立以来累计孵

化科技型创业企业 276 家，在孵企业拥有各类知

识产权 286 件，形成了集聚新材料、先进制造、生

物医药领域的科技企业培育体系，呈现出创新资

源逐步聚集、创业环境不断优化的良好发展态

势，先后 7 次获得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考核优

秀（A 类）评价。

抓科技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近

年来，白银市以兰白两区建设为统领，着力打造

创新平台、培育创新主体、加速成果转化，推动科

技创新“关键变量”成为经济发展“最大增量”。

我国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白银炉技术创

新升级项目顺利竣工投产，形成关键技术和创新

点 10项；聚银公司联合高校自主研发的硅氧烷聚

碳酸酯生产技术有效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西北

矿冶研究院 1.5吨高纯铼条制备项目建成投运，填

补甘肃省高纯铼金属材料制备技术空白……

截至目前，白银市有研发活动的规上企业达

到 62 家，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预计 7 亿元，有效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698 件、居全省第 2，培育创

新型中小企业 134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59

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 家，建成省级

以上企业技术中心 34 个、工业设计中心 10 个，7

项成果获甘肃省科学技术奖。

白银市以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为强工业和高

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设立“白银企业家日”，开展

“白银企业家日”系列活动；实施工业企业包抓联

全覆盖，为企业纾困解难增活力；全面深化落实

商事制度改革，做到企业登记注册 0.5 个工作日

“一窗办理”；全面推进“拿地即开工”，有力保障

工业用地……

“我们还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继续优

化营商环境，在要素保障、项目用地、能耗环评审

批、企业用工服务等方面建立企业和项目精准服

务清单，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真正让‘好企业不

缺服务、好项目不缺保障、好产业不缺空间’。”沈

渭忠表示。

在多年的耕耘与经营下，白银的工业“金字

招牌”历久弥新，先后被认定为全国规模最大的

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国家有色金属新材料

及制品特色产业基地、全国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等。

正是坚定、长足、高质量的发展，为白银积攒

了如今坚实的工业“家底”，也为白银走好当下和

未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积蓄了磅礴之力。

白银：老工业基地焕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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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白银集团铜业公司生产车间抓紧生产。

白银高新区科技孵化基地。 本版图片均由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田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