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石墨烯通过融合技术
“添加”到润滑油基础油中，
产品性能会发生哪些变化？
我省石墨烯企业遇到俄罗斯
专家，将开启怎样的合作之
旅？在鹤岗市的黑龙江省华
升石墨股份有限公司，正在
发生中俄技术合作的“化学
反应”。

石墨是我省尤其是鹤岗
市的重点产业，华升公司按
照鹤岗市政府全力打造“千
亿级石墨产业城”的总体部
署，积极抢占世界石墨产业
科技前沿阵地，全力打造石
墨烯科技产业链。目前，国
内关于石墨烯与润滑油融合
技术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石墨烯在润滑油中的沉淀与
分散不均等技术问题有待解
决。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
分院化学研究所研究人员谢
柳京等人对碳纳米管应用技
术领域已经做了 10 年的研
发，巴尔菲诺夫专业研究石
墨提纯技术，两年前团队开
始进入石墨烯应用技术领
域。“我们此前将碳纳米管应

用到润滑油技术已经取得很
好的效果，正在开发的石墨
烯润滑油，将具有更好的性
能。”谢柳京说。

2016年 4月，华升公司与
省科学院高新技术研究院、
省对俄工业技术合作中心开
展技术合作，建立了石墨高
新技术研发中心、中俄纳米
碳材料应用研发中心和中俄
石墨烯孵化基地，与俄罗斯
相关单位开展全面技术合
作。同年 7 月，鹤岗市政府、
华升公司、俄罗斯西伯利亚
研究院、莫斯科大学等共同
参与，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
等地签署了建设“中俄石墨
烯研究院”合作协议，形成鹤
岗市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平
台及技术服务平台，成为石
墨烯行业权威的综合性科研
中心。

去年以来，华升公司与俄
罗斯西伯利亚科学院共同合
作研发设计，建设 500吨氧化
还原法石墨烯生产线，并由
哈尔滨理工大学提供废液处
理技术。与哈尔滨工程大学

共同合作研发设计电弧法石
墨烯生产线，已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电弧法阳极放电装
置、氧化还原罐新工艺等石
墨烯技术等十余项专利。在
建成两个石墨烯制取项目
后，华升公司把目光投向石
墨烯应用领域，打造石墨烯
下游产业链，其中与哈尔滨
工程大学合作研发的石墨烯
导电浆项目近期投入生产，
石墨烯润滑油项目在年底前
达产。

“对俄合作是一个
大课题，俄罗
斯 科 学

院西伯利亚分院是俄罗斯科
学院下属三大科学院之首，
开展技术合作对我省乃至石
墨烯产业意义重大，并且与
俄方的合作不仅是技术引
进，还在俄罗斯创建研发中
心，成立润滑油公司，有利于
将我们的产品打进国际市
场。”华升公司总经理李厚福
说。

坦诚合作，务实发展，华
升公司正在冲向石墨烯技术
和产品的高点。

俄罗斯专家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邵晶岩摄

这里是阿穆尔工业园区，
位于俄罗斯犹太自治州斯米
多维奇地区阿穆尔河畔镇工
业大街 9号，是龙跃林业经贸
合作区的主园区，距哈巴罗夫
斯克边疆区 11公里，过了阿穆
尔人民大桥，就是哈巴罗夫斯
克市。

“从这里到机场和哈巴罗
夫斯克火车站都只需半个小
时，园区自备铁路专用线与西
伯利亚大铁路相连，货物运输
和出行都很便利。”园区主任
贾久先介绍说。经过 11年发
展，园区已进驻 8家企业。

园区内的生产红红火
火。百叶窗木片每月生产 500
立方米。裹有岩棉层的彩钢
苯板整齐地摆放在货场，即将
发货。胶合板厂还在紧张生
产，中俄员工在车间里各司
其职。据介绍，这里生产的
彩钢苯板保温性能好，并使
用阻燃材料生产，用做活动
板房和厂房的墙体。“来了两
年了，每个月工资 6000 元左
右。”在生产线上，来自海林
市的工人李业平说。

尽管这里也曾是工业
区，但基础设施并不完善。

经过多年建设，目
前已完成约 40万平

方米土地平

整及水、电、道路、天然气站、
供热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建
成办公楼、员工宿舍、餐厅、
标准厂房，总建筑面积 4.75
万平方米。2015 年，园区对
电路进行改造，新增 1000 千
伏安的变压器。新建园区排
水管主干道 500米，新修建砂
石路面 4000 平方米，平整场
地 50000 平方米。在犹太自
治州政府的支持下，园区新
建天然气站一座，保证彩涂
厂正常生产用气。

在建筑钢构厂内，自动
焊接设备正在工作，用自动化
设备比人工操作焊缝更为均
匀。2014年 6月，记者曾在这
里采访，当时正在安装焊接设
备底座，如今钢构厂已投产两
年多。故地重游，有幸见证一
个个企业从建设到生产，就像
看到茁壮成长的年轻人，正散
发着生机和活力。

园区管委会两年前开始
筹建，制定了《阿穆尔工业园
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规范

入园企业经营、管理等活
动。依据俄罗斯联邦及犹太
自治州的法律法规，从经营、
生产、生活、消防、环保、安全
培训、员工管理、劳动保护、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多角
度、全方位建立健全各项规
章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入
园企业安全生产和依法合规
经营。建立健全生活、文体
类，营销、结算类，财务、会计
类，法律、政策类，涉外相关
手续等配套服务和咨询服
务，全方位解除投资企业后
顾之忧。

“犹太自治州对园区发展
非常关注，同时我们又具有毗
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区
位优势，园区的承载力和吸引
力正在逐渐增强，我们愿意为
来这里投资的企业做好全方
位的服务。”贾久先说。

据了解，预计到 2020 年，
园区招商入园企业将达到 15
家，计划投资达到 8 亿元人
民币。

园区彩钢苯板生产车间。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最近，谢柳京等几位俄罗斯专家带着加入石墨烯和碳纳米材料的浓缩液再次
来到鹤岗市华升石墨烯研发中心，选用中国的基础油进一步测试。“不久前我们在
俄罗斯用研制出的石墨烯润滑油在汽车中进行测试，一氧化碳排放减少25%，在旧
汽车中更为明显”，谢柳京教授介绍说，“石墨烯润滑油会让钢材的接触表面吸附上
一层抗磨石墨烯膜，将大幅减小机械摩擦系数和磨损率，节油、节电，延长机械使用
寿命。”

中俄技术合作发生“化学反应”
□黑龙江经济报记者 孙新 本报记者 邵晶岩 董新英 连占海

哈巴城边工业园区“初长成”
□黑龙江经济报记者 孙新 本报记者 邵晶岩 董新英 连占海

“这根木片将从这里搭乘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我国绥芬河口岸入境
回到海林市，二次加工后，再从大连港出发，搭上西行的轮渡，最后挂在伦敦某写
字楼办公室窗前。”在一间厂房里，企业负责人张树华拿着一根1.5厘米宽、两米长
的木片，向记者介绍。“这是我们做百叶窗的半成品，曾为宜家供货，已经开始销往
伦敦。”

在我省边境口岸互市贸
易区，经营俄罗斯油画的并
不少，可直接开设油画工作
室的还很鲜见。口岸油画交
流，从单纯的买进画作，晋升
到开办艺术创作基地，辟建
跨越国境的“画廊”，从艺术
交流到商业模式，都给人留
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随着出关的人流，杜巴
索娃急匆匆赶向工作室。放
下行囊，立即拿出一卷前几
天在中国网购的画布，蹲在
地上剪裁起来。

杜巴索娃 1988 年毕业于
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艺术
设计系，现在专门从事自由
创作。她的油画主题是花、
城市风景画、教堂风貌，参加
过很多城市和地区的展览，
是哈巴罗夫斯克“茶歇”艺术
创作联盟成员，作品曾被俄
罗斯、日本、中国、澳大利亚、
美国、法国的爱好者收藏。

在采访过程中，杜巴索
娃拿起手机打开相册，向记
者展示她创作的作品。艺术
作品的视觉交流跨越了语言
的障碍。她告诉记者，这个
工作室展出的主要是俄罗斯
哈巴罗夫斯克边区“俄罗斯
艺术家联盟”的画家作品，这
些画家中，有的是功勋艺术
家，有的是美协会员。现有
100 多幅作品，价格从几千元
到几万元不等。工作室刚刚
设立，联盟的画家会轮流到
此工作，将来会有更多的联
盟画家作品在这里展出。期
间除了负责工作室的运营
外，他们还进行创作、写生，
与中国艺术家和油画爱好者
交流。

杜巴索娃来这里时间不
长，但已经喜欢上这里的环境
和热情的小镇人。她在名山
镇租下两室一厅，离互市贸易
区的工作室不远，每天步行上

下班，还能欣赏黑龙江沿岸的
风景。生活上得到了同在互
贸区工作的邻居董灿的照顾，
董灿为她解决生活上的难题，
她指导有点美术底子的董灿
学油画。

说起在互贸区开设油画
工作室的事，萝北县商务局局
长马传玉说，在筹建互市贸易
区时，他多次去抚远、饶河考
察学习，借鉴他们的经验，琢
磨怎么办出萝北特色。在招
商过程中，他与俄罗斯马克西
姆集团公司总经理辛航不谋
而合。辛航是佳木斯人，当年
在哈巴罗夫斯克上大学，已经
加入俄罗斯籍 20 多年，在中
国注册成立欧亚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多年从事中俄经贸合
作，有着丰富的人脉资源。他
们邀请哈巴罗夫斯克画家协
会主席科尔尼茨基·伊利亚来
萝北考察，经过多次洽谈，敲
定了此事。

马传玉介绍，俄罗斯油画
工作室深受游客和艺术爱好
者的欢迎，开业不到一个月，
已经售出多幅油画。除了展
览销售油画作品外，将来要以
工作室为基地，广泛开展艺术
交流、创作培训、油画鉴赏等
活动，在两国举办画展，同时
探讨俄罗斯油画的网上销
售。就在记者采访当天，一位
油画爱好者买走了工作室内
的最贵的“画王”。

辛航说，他在哈巴罗夫
斯克的公司经营餐饮娱乐、
汽车维修、加油站、农场等
项目，来萝北投资，就是看
好了这里的口岸优势、良好
的投资环境和县领导务实
的工作作风。他负责互市贸
易区 17 个厅的对俄招商工
作，目前多数招商工作已经到
位。他希望通过他的牵线搭
桥，让俄商在萝北找到更多的
商机。

画家杜巴索娃在油画
工作室创作。

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

记者一行首先来到坐落
于比罗比詹市区的普希金音
乐学校。这家以诗人普希金
的名字命名的音乐学校创办
于 1937 年，是和城市同龄的
一所国立学校。学校针对少
年儿童进行音乐基础教育，课
程设有西洋乐器、本民族乐器
和舞蹈。俄罗斯小学实行半
日制，学生在普通学校读完半
天课程，就来到这里学习音
乐、舞蹈等艺术知识。220 名
在校学生主要来自比罗比詹
市区。学院规模不算大，却在
俄罗斯联邦颇负盛名，名列俄
罗斯前 50名。“学生来这上课
主要是为了提高音乐素养，接
受音乐启蒙。其中会有一部
分学生将来把音乐作为自己
的事业，有的毕业生学有所
成，在莫斯科教音乐。”副校
长奥尔加介绍说。学校有 27
名教师，师生比例在 1:8 左

右，这让师生交流更为充
分。在教师的悉心指导下，
学生们得到过很多奖项。“很
多教师把一生的精力都放在
这里，有的教师小时候在这
里学习，现在成了这里的教
师，音乐对于这座城市来说，
更重要的是传承。”

学校举办旅游音乐节，让
学生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音
乐文化。也会到其他国家演
出，参加音乐交流活动。在一
间教室，学生在用手风琴演奏
流行乐《雨》。手风琴这个俄
罗斯民间乐器，已经融入到民
族的血液之中。

比罗比詹市文化宫是这
里的艺术中心，一座典型的苏
联时期的老建筑。参观了演
出厅、排练室及各种设施，文
化宫工作人员指着中国友好
城市赠送的核桃工艺大花瓶、
舞台上的电子屏，向我们讲述

了其中凝结的中俄深厚友
谊。市立舞蹈学校成立于
1963年，在校长伊丽娜的办公
室，摆放着普京总统签字授权
的纪念章。这里有合唱团等
多个艺术团体，曾到我省伊
春、同江等地演出。去年比罗
比詹市庆期间，鹤岗代表团曾
到这个文化宫来演出。伊丽
娜听说是中国客人，很高兴地
讲述了她到鹤岗演出时的情
景。她和学生一起，在珍藏的
碟片中找出了当年演出的
CD，给我们播放两地音乐人
合作创作并共同演唱的《比罗
比詹-鹤岗》这首歌的演出录
音。伊丽娜的儿子在比罗比
詹电视台工作，前不久曾到鹤
岗市采访当地的企业。

据了解，哈尔滨音乐学院
的音乐教师中有不少是来自
俄罗斯的。两国的文化艺术
交流和经贸交流合作一道，协

奏出生动的乐章。
军人之家 2号养老院最大

的特点是突出“家”的概念。
90岁的薇拉，房间在养老院五
楼，卧室、厨房、客厅，干净整
洁。院长丹妮娅告诉记者，军
人之家养老院是国立养老机
构，80%以上的老年人年龄在
80岁以上，接收的老人大多数
是没有住房或是住房比较陈
旧。在这里，老年人既可以自
己做饭，也可以由工作人员提
供买菜、洗衣服、修理下水等
服务，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记者注意到，这家养老院每一
层都有休息室，方便老年人平
时会客或者彼此谈心。在一
些老人家的门上还贴有“美好
祝愿”话语的便利贴，让人倍
感温馨。丹妮娅说，这些都是
来看望老年人的孩子们贴上
的，表达着他们对老年人的良
好祝愿。

比罗比詹市文化宫里，
孩子们在排练舞蹈。

本报记者 刘心杨摄油画工作室
进驻互贸区

□黑龙江经济报记者 孙新
本报记者 连占海 邵晶岩 董新英

走进萝北口岸边境互市贸易区，俄罗斯油画工作室最先进入人们的视线。透

明的玻璃墙上，粘贴着俄罗斯艺术家类似中国剪纸的装饰；墙上的油画在暖色调的

灯光映衬下，焕发出艺术品特有的光芒；画架和地上摆放着正在创作的作品……即

使不走入室内，人们的目光也会忍不住投向这里

比拉河畔荡起
美妙音符

□黑龙江经济报记者 孙新

本报记者 邵晶岩 董新英 连占海

当一段流水式的音符从琴键上飞出，像粼粼的波光从比拉河面荡向远方，美妙

的音符穿透时间的局限，也曾跨过国境到过意大利、德国，以及我省的伊春、鹤岗等

地。“音乐无国界”，在俄罗斯采访，感受更为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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