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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链集聚，注入强大智力支撑创新链发力，破解产业发展瓶颈

责任编辑：王艳蓉 961400688@qq.com
视觉编辑：林丽琼

8新时代 新永安2022年8月11日 星期四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发展壮
大，离不开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我们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第一要素、第一
推动力’的发展理念，突出产业化引才需求导向，不断
拓宽引才渠道，打造创新创业平台，吸引各类人才向园
区集聚。”林海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博导
……站在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的人才展厅前，看着

“智汇永安、才聚燕城”板块，着实让人震撼，一个产业
园区为何可以吸引50多名高端人才为我所用？

答案，可以从每位人才关联的企业中去寻找。
目光定格在翔丰华。从2015年5月落户永安，到2020

年 9 月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翔丰华只用了短短 5 年时
间。这个“烯宝宝”从一落地，就快速成长为三明和永
安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发展的“领头羊”“金娃娃”。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而人才是创新之源。
在翔丰华，有着一支阵容强大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团队，主要成员均来自于清华大学、中科院等知名院
所，公司研究院院长白宇就是其中一员。

从本科一路读到博士后，白宇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
历都与“材料”二字紧密关联。2018年，白宇进入翔丰
华，主持石墨负极、石墨烯等新型碳材料开发，锂离子
电池性能研究等工作。

这是一支40余人的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二十七八岁，
年轻富有活力，大家满怀激情，铆足劲儿一起攻坚克难。

2018年，公司牵头的“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用石墨和石墨
烯材料”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白宇带领的研发团
队荣获第十五届“福建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标兵”称号。

五年弹指一挥间，研发团队成绩可圈可点：翔丰华
自主研发并拥有49项专利授权，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等称号，公司 12 名员工和 1 个团队获评国家、
省级人才。

对于像白宇这样的产业人才，永安市和园区及时出
台各种人才政策“福利”。翔丰华已享受永安市人才首套
房购房补助160万元、人才公寓10套，10名企业人才享
受子女自主择校入学等政策优惠。

翔丰华是园区引才聚才的一个缩影。随着越来越多
企业落户园区，永安石墨和石墨烯产业的行业影响力逐
步扩大，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园
区先后引进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理
工大学、中科院等20多个创新创业团队。

围绕“产业链”构建“人才链”，激活“人才链”提
升“产业链”，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成为人才洼地。

扬帆起航正当时，踔厉奋进再出发。立足新起点，永
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阔步新征程，“链”上再发力，
接续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做大做强特色园区侧记

“链”上聚力

●本报永安记者站 魏兴谷 文/图

7 月 27 日，福建沪碳半导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实现量产，公司厂房外墙上，挂满了业界同行祝贺的
大型条幅。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再添得力新
成员，产业聚集效应日益凸显。

“链”上聚力，打造工业经济新引擎。近年来，永
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强化创新驱动，坚持以人
才链促进创新链、以创新链服务产业链、以产业链集
聚人才链，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着
力破解制约产业发展瓶颈，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加快
推动项目落地，园区高质量发展底色更厚。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走进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展厅，在琳

琅满目的展品中，一块黑色微晶石墨矿石格外引
人注目。

“永安市已探明的微晶石墨矿储量超9000万
吨，居全省首位，但微晶石墨的产业化开发应用
目前仍是世界技术难题。” 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
产业园管委会主任林海说。

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才能赢得未来。永安市
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锚定发展目标，直面问题，
迎难而上。

“园区成立了本地微晶石墨产业化应用攻关
课题组，联合石墨负极全球头部企业，共同出资
5000万元，重点研究本地微晶石墨在石墨负极、
导电炭黑等方面的应用。” 林海说。

借智推动产业登高，微晶石墨产业化应用课

题攻关取得新突破。
“目前矿产品分析和微晶石墨负极材料小试

阶段顺利完成，项目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永安
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管委会党工委书记潘捷
说，这是实现南方微晶石墨产业化应用的重要
突破口。

为了加快推进课题攻关，园区与石墨负极全
球头部企业共同投资1200万元，在深圳建设中试
生产线。眼下，厂房装修、设备进场等工作有序
推进，预计今年10月投入试生产。

根据项目合作规划，课题组要在3年内突破
微晶石墨产业化应用卡脖子问题，推动石墨矿资
源向高附加值微晶石墨负极和石墨烯等碳材料产
品转化，变石墨为黑金，朝着打造全球微晶石墨
负极材料主要生产基地迈出坚实步伐。

微晶石墨产业化应用课题攻关，是园区借智

引力，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加快资源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的生动例证。

成立于2018年1月的永清石墨烯研究院，重
点搭建“三个中心”，即检测认证中心、技术开
发中心、创业孵化中心，依托清华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在石墨烯及新能源储能材料领域研发、技
术、人才的优势，共同建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立足当前，放眼长远。除了帮助园区企业解
决技术瓶颈外，永清石墨烯研究院以永安为圆
心，面向全省、全国不断拓展服务范围。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永安市石墨和石
墨烯产业园锚定“一纵三横”产业发展路径，
从石墨提纯到石墨负极、等静压石墨与石墨烯
产业链，再到产业化应用全过程、各领域，一
个个技术瓶颈正在被突破，一股股创新活力正
在园区迸发。

引进一个项目，带动一批企业，促进一个产
业，这是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做大做强园
区的又一亮点。

“石墨烯材料因其超高导热性、超强导电性
等特性，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小到服装、保暖产
品，大到电子芯片、生物医学、新能源汽车等领
域，都有石墨烯产品的身影。”干一行、专一
行，拿起展厅内一张手机屏幕大小的石墨烯导热
膜，潘捷介绍起来头头是道。

目前，石墨烯导热膜是石墨烯应用领域第一
个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产品，也是第一个以
石墨烯作为主要原材料的产品。

按照永安市石墨和石墨烯产业园 “一纵三
横”定位，石墨烯新兴应用产业链是园区“三
横”之一。

去年 2 月 7 日，福建烯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石墨烯导热膜研发及产业化生产项目落地园
区，这是一家专业从事石墨烯导热膜研发、生产
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计划投资建设年产100万
平方米石墨烯导热膜生产线。项目分两期建设，
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3 亿元，实现税收
1500万元。

如何串珠成链，延伸石墨烯新兴应用产
业链？

“园区抢抓机遇，以烯望新材料公司导热膜
项目为切入点，坚持以商招商、以产业链招商，
着力打造以石墨烯导热膜为主的热管理产业链
条。” 潘捷说。

在上游，园区引进泽源微波法宏量制备石墨烯
项目，这是一家采用微波物理法制备石墨烯的公
司，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具有高质量、强稳
定、低成本、无污染等特点。目前，项目已开工建
设，计划年内实现投产。

“目前我们与上海泓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
在洽谈氧化石墨烯制备项目，通过上游集聚项目，
降低生产成本，为做大石墨烯导热膜产业奠定坚实
基础。”潘捷说。

上游在壮大，下游在拉长。园区引进智泰石
墨烯与液态金属导热散热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这
一项目以石墨烯导热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的热
管理产品可以应用于 5G 基站、智能通信系统、
电子通讯等领域，主要指标在同类产品中处于技
术领先。

“烯望新材料等一批科技创新型企业入驻，
龙头示范带动效应明显，加快了石墨烯新兴应用
产业链上下游优质项目落地，园区正在打造‘石
墨烯制备——石墨烯导热膜——石墨烯与液态金
属’产业链条，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潘捷说。

产业链磁吸效应，引来大项目集聚。引进一
个项目，集聚一个产业，推动一方发展，这样的
故事还在园区演绎着。

2020年3月，福建福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吕尊华到园区考察。5月，公司注册。去
年年初，公司在园区投产。

今年1月，吕尊华与园区签订协议，成立福
建沪碳半导体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半年后，公司
实现量产，年产能2000吨，产值可达3亿多元。

“1家公司在江西，2家公司在园区，生产的
产品既相对独立，也可以作为自己的配套产
业。”吕尊华说，第一家公司生产的是生坯，经
过福碳、沪碳2家公司工艺流程后，产值翻了好
几番。

纵向串珠成链，横向配套产业发展。“沪碳
的生产工艺，可以为园区翔丰华、烯望新材料、
康碳等企业提供代加工服务，优势互补，抱团发
展。”吕尊华说。

铸链延链强链，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园
区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今年以来，园区完成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18.3亿元，比增32.37%，超永
安市产值平均增速22个百分点以上；固定资产投
资6.65亿元，比增35.65%；完成税收3100万元，
比增20%。

◀ 永清石墨烯研究院科技人员研发新产品
▼ 园区一角

▲ 石墨和石墨烯产品展示区 ▲ 项目签约
◀ 2020年石墨烯创新创业大赛现场

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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