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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耀州区耀顺工贸有限公司公章（编码：

61 0 2 0 4 0 0 3 3 5 0 4 ）、原法人（郝淑恒）名章（编码：

6102040033500）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倪反美居民身份证（证号：610202195011010029）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竺培丽居民身份证（证号：310106197812233247）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李硕男居民身份证（证号：310112200506146630）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铜川市耀州区锦阳路街道杨家庄村扶贫互助

资金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1610204MJU462014P）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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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君县华杨购物广场现向工商登记机关

申 请 注 销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10222305644018C，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到原公司清理债权债务手续，逾期

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注 销
公 告

　　从1.2亿元到35亿元，看似简单的数字变化，实
则是内部肌理之变。
　　深莞交界处，茅洲河与京港澳高速之间，一幢
醒目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与周边低矮的旧工业
楼形成鲜明对比。这里是全至科技创新园，深圳

“工业上楼”的实践版本。
　　园区满眼翠绿，空间错落有致，120多家机器
人、智能装备等科技企业入驻在23层摩天大楼里，
一年贡献35亿元产值。
　　这个前身为茅洲山工业园的全至科技创新
园，几年前也是其貌不扬的“矮个子”。原有的39
家企业从事五金制品、模具销售、配件包装等传统
产业，年产值总共约1.2亿元。
　　如今，这里楼层高度增至99.8米，打造成集研
发办公、高端生产、生活配套于一体的产业综合
体，工业空间面积从5万平方米拓展到15.5万平
方米。
　　“工业上楼”的内涵远不止于此。
　　“围绕产业链招商，全至科技创新园做到了
‘一栋楼就是一条生产链’。”深圳市国人光速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新伟介绍，在这栋楼里，公司有
3家客户、5家供应商，楼上楼下的企业既是“邻
居”，也是合作伙伴。
　　长期以来，由于工业不连片、产业不成带、聚
集度不高，导致制造业产业链短、竞争加剧、成长
性差等问题。夯实制造业“基本盘”，需要解决产
业发展空间难题。

　　2022年，深圳打响先进制造业“空间保卫战”，
提出将连续5年，每年建设2000万平方米高质量、
低成本、定制化的厂房空间，打造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融合”型制造业园区。
　　面对土地难以为继，“工业上楼”成为深圳释
放高质量发展潜力的有效抓手。截至目前，深圳
共有72个“工业上楼”项目，用地面积854.8万平方
米，厂房面积2306.5万平方米，产业空间正从“存
量”向“增量”转变。
　　变，是工业发展永恒的主题。只要市场有需
要，经营主体就能不拘形态地发展裂变，这是深圳
制造业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所在。
　　位于深圳坪山区的比亚迪集团全球总部，总
装车间的工人满负荷操作，保持每60秒下线一辆
新能源汽车的生产速度。据统计，比亚迪汽车今
年5月销量24.02万辆，1至5月总销量102.29万辆。
　　今年1至4月，深圳全市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81.7%，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140.1%，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2.4倍，各项数
据均位居全国前列。
　　以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为代表的深
圳外贸产品“新三样”，今年以来在海外持续“走
俏”。海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深圳“新三样”合计
出口额219.4亿元，同比增长120.6%。
　　从互联网、电子信息到新能源汽车、光伏产
品，每一次经济“风口”，深圳都能抓住产业裂变的
机会，诞生众多“全球销冠”和“行业冠军”。如今，

在人工智能、8K、基因测序等众多领域，涌现出云
天励飞、汇顶科技、英飞拓、奥比中光、优必选等一
大批新锐企业。
　　培育新动能，提升新势能。超前布局“20+8”
产业集群，发布工业“30条”政策，高标准建设20个
先进制造业园区，深圳努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今年二季度，深圳新开工项目263个，总投资
约3491.8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58个。
　　走进深圳市润鹏半导体12吋集成电路生产线
项目工地，中建三局科技厂房建设公司的800余名
工人正在加紧施工，现场一派忙碌。该项目总投
资约220亿元，建成后将形成年产48万片12吋功率
芯片的生产能力。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坪西国际低碳城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低碳智造核”产业，项目建成
后依托深圳国际低碳城培育绿色低碳产业孵化集
聚空间，为广东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探索有
效路径。
　　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工业对深圳全市经
济增长贡献率接近50%。今年1至4月，深圳工业投
资增势强劲，同比增长40.4%，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51.7%，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43.9%。目前，深圳
拥有31个制造业大类，基本形成梯次型现代制造
业体系，制造业占GDP比重超过30%。
         （新华社深圳6月11日电）

新空间、新裂变、新势能
——— 透视深圳特区工业“三变”

新华社记者 周科

　　在不久前举行的2023年黄河防洪调度演练现
场，一条“云黄河”奔涌在全景式数字孪生平台上，
直观反映极端天气下的险情分布情况。洪水演
进、滩区灾情损失等场景一目了然，使防汛会商的
效率大大提升。这条“云黄河”就是数字孪生黄河
建设的成果应用。
　　“简单来说，数字孪生黄河就是把母亲河‘装’
进计算机。通过类似全景建模的智能手段，构建
拟真的数字化场景，承载并运行实际治黄业务，支
撑黄河治理科学决策。”黄河实验室数字孪生团队
信息工程中心副主任吴丹表示。
　　202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发布《数字孪生黄河
建设规划（2022—2025）》，提出“十四五”期间加快
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
黄河。吴丹介绍，数字孪生黄河建设是对流域实
施智能化治理的重要支撑，将全面提升黄河流域

水安全保障能力。
　　从洪水演进、灾情评估到调度水库和生产生
活用水，随着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数字孪生黄河建
设已深度应用到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中，成为“主力
军”之一。
　　6月，黄河进入汛期。河南智慧黄河研究院工
程科科长王琴和她的团队增加了河道巡查的频
次，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锁定在坝根砌石堆处不起
眼的小“石头”上。“这些‘智能石头’是我们的‘侦
察兵’，它里头嵌入了一个MCU模组和一块电池，
坝石、坝体稍有异常，它就会发出预警。”王琴说。
　　据了解，这种“智能石头”是数字孪生黄河建
设的一个基础应用，今年汛前已经覆盖了下游河
段8处控导工程。
　　在预警系统的另一端，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黄河超算中心副主任李涛和团队正密切关注前方

发回的信息。
　　“坝体预警信息上传至水旱灾害防御部门后，
我们会第一时间接到指令，迅速启动数字孪生平
台，调取出险点的现场画面，获取水流、土体等相
关参数，综合研判出应急处置方案和未来6至12小
时的防汛调度方案建议。”李涛介绍。
　　据了解，今年汛期，黄河中下游的水文、泥沙
等信息将通过多种手段实时汇集到数字孪生平
台，实现在虚拟世界里为黄河“把脉问诊”，为防灾
救灾争取更多时间。
　　目前，数字孪生黄河建设正进一步集成优
化，以支撑黄河防汛、水资源调度管理、水土保持
和淤地坝管理等为主的治黄信息采集体系已形
成，古老的黄河拥有了“智慧大脑”，从治理走向

“智”理。
         （新华社郑州6月11日电）

数字孪生为黄河防汛装上“智慧大脑”
新华社记者 杨琳

　　新华社悉尼6月11日电 （记者 郝亚琳）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皇
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等机构科学家通过独特的合金设计和3D打印技术
研制了一类新型钛合金。新研究为更可持续地制造高性能钛合金提供
了可行方法，这类钛合金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医学、化学工程、
国防和清洁能源等领域。
　　悉尼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研究团队研制的钛合金由两种形式钛
晶体的混合物组成，分别称为α-钛相和β-钛相，每种钛晶体对应特
定的钛原子排列。传统钛合金是在金属钛中添加适量铝元素生产的合
金，而新研究使用氧元素和铁元素来制造钛合金。这两种元素储量丰
富、价格低廉，并且可以作为α-钛相和β-钛相钛晶体的稳定剂和增
强剂。
　　据研究人员介绍，用传统工艺制备钛氧铁合金面临两个挑战：一个
是氧元素对金属钛造成的脆化效应，另一个是添加铁可能导致形成大
块β-钛相钛晶体时出现严重结构缺陷，从而影响合金性能。
　　为了克服传统工艺生产钛氧铁合金的局限性，该团队设计出一种
独特的合金微观结构，并利用一种被称作激光定向能量沉积的3D打印
工艺，以金属粉末等为原材料制备出新型钛氧铁合金。相关论文已发
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论文通讯作者、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教授马前告诉新华社记者，研
究团队对3D打印工艺进行了大量数字模拟，明确了加工过程中的不同
影响因素，再结合性能要求在微观层面对这种新型钛合金的α-钛相
和β-钛相进行设计，然后通过3D打印工艺实现其设计，从而使最终获
得的钛氧铁合金具有独特的微观结构和性能。
　　论文主要作者、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研究员宋廷廷说，与传统方法
相比，用3D打印制造新型钛合金的方法具有明显环保优势，可以重新
利用通常作为废料处理的低等级海绵钛以及回收的高氧钛粉等。
　　研究人员还表示，氧气造成的脆化效应是冶金领域主要挑战之一，
新研究通过3D打印和微观结构设计为改善氧气造成的脆化问题提供
了借鉴。

澳科学家借助3D打印研制出新型钛合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