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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是新中国最早布局重型装备工业的地区之一黑龙江省是新中国最早布局重型装备工业的地区之一，，历史悠久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基础雄厚，，特别是国家特别是国家156156项重点工程中的项重点工程中的2222项工程和项工程和1616个个
““南厂北迁南厂北迁””项目的落户项目的落户，，奠定了我省装备工业的基本框架奠定了我省装备工业的基本框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省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高端装备研发生产基地之一我省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高端装备研发生产基地之一。。
先进发电装备先进发电装备、、重型成套装备重型成套装备、、高档重型数控机床高档重型数控机床、、特种轨道交通装备特种轨道交通装备、、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市场占有率和技术水平持续保持引领地位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市场占有率和技术水平持续保持引领地位，，先先
后建有被誉为后建有被誉为““国宝国宝””的第一重型及的第一重型及““两大机床两大机床”“”“三大动力三大动力”“”“十大军工十大军工””等一大批等一大批““国之重器国之重器”，”，燃气轮机燃气轮机、、超超临界汽轮发电机超超临界汽轮发电机、、超超临界超超临界
燃煤锅炉燃煤锅炉、、重型高档数控机床等大国重器全国领先重型高档数控机床等大国重器全国领先，，上天上天、、入海包括探月入海包括探月、、天宫等领域天宫等领域，，都有都有““龙江制造龙江制造””的贡献与担当的贡献与担当，，在切实维护国家在切实维护国家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视察龙江，为龙江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擘画蓝图。在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省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改造升
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装备制造领域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成果显著，一批龙江重型装备擎起“大国重器”的使命担当。

近日，记者再次走进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中国一重、中车齐车、七〇三所，见证我省以服务保障国家产业安全为根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重点企业为依托，坚持制造
能力提升，主动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优势领域深耕细作，持续巩固重型装备制造行业领跑地位的生动实践。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要提高竞争
力，要靠实体经济。

——加强自主创新，练好内功，不断
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永远掌握主
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
重，是一个现代化大国必不可少的。

秋日清晨，走进中车齐车集团齐
车公司铁路货车整车疲劳与振动试
验室，这里刚做完改进棚车门锁的试
验，技术工人忙着调整试验台，为测
试出口澳大利亚的新产品做好准备。

作为我国铁路货车、铁路起重
机的设计主导单位和产品出口基
地，一直以来，齐车公司积极践行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装备支撑”的
历史使命，稳步推进科技创新体系、
平台建设，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形成
了一系列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行
业科技成果，在服务国家战略上展
现新作为。

“我们的试验台将整车振动与疲
劳合二为一，创新实现一个试验台具
备两种功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齐车公司技术开发中心主任贺茂盛
告诉记者，以前，都是“装车跑”，现在
利用这个试验台，只需一周时间就能
得到新旧对比结果，提前验证优化改
进后的方案能否满足用户新需求。

近年来，该公司在轻量化、绿色
化、智能化方面聚焦发力，先后完成

“时速 160 公里货运列车关键技术
及装备研制”“公铁便捷联运铁路货
运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制”等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累计开展科研计划项
目 900 余项，承担国家课题任务 7
项、省部级课题 18项、中车课题 63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23项、中车科技成
果奖25项；新增授权专利716项，其
中新增发明专利 389 件，国际专利
95 件；主持或参与起草国家标准 9
项、行业及铁总标准 72 项，国家及
行业工程研究中心全部落户齐车。

齐车公司研制出以C80E型通
用敞车、P80型通用棚车为代表的27
吨轴重通用货车，以C96型运煤敞
车和KM98漏斗车为代表的30吨轴
重专用货车，重载货车整体技术达
到世界领先水平。六年来，累计推
出 64 种整机产品，新造货车 67699
辆，出口整机7529辆，两次入选国家
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在中车齐车集团齐车公司锻造
车间里，一条智能化上心盘加工生
产线让人眼前一亮。上料、打磨、正
位、翻转、转运……从毛坯到成品一
连串工序12分钟即可完成，整个加
工过程不需要人为参与，生产效率
提高34%，产品质量明显提升，每年
仅人工成本就可节约350余万元。

走进转向架分厂生产现场，记
者看到，由该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内
首创车轴智能化精加工生产线快速
运转，天轨机械手代替天车吊运为
机床进行车轴上下料，空中及地下
传输线代替电动平车进行车轴转
序，实现了智慧物流，生产效率提升
近 40%，现场减员达 50%以上，车轴
制造的定位精度及表面质量也明显
提高，真正实现了减员增效。

未来，中车齐车集团齐车公司将
以持续引领铁路货运装备技术发展
方向为目标，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
向，围绕提升重载、突破快捷、发展联
运、培育特种、集成智能绿色环保，不
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在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
〇三研究所干净整洁的车间内，一排

排数控机床平稳运行，一个个性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的关键部件整齐摆放。这

里，成功自主研制了适用于天然气输送、
海上平台发电、分布式能源、应急发电等

领域的多型高端能源装备，实现了我国工
业燃气轮机从无到有的跨越式突破，为保障
国家能源安全贡献了“大国重器”。

作为天然气长输管线 30兆瓦级燃驱压
缩机组国产化研制中低排放燃烧室及燃料
系统研制负责人、海上平台25兆瓦级双燃料
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双燃料燃烧室及双燃料系
统研制负责人，8年来，七〇三所燃气轮机事
业部部长李名家勇攀科技高峰，挑战更多“不
可能”。2023年，七〇三所完成 7台燃气轮机
生产并交付，标志着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核
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七〇三所市场开发多元化发展，
民品产业迈上新台阶。近 5年，实现国内中
小型燃气轮机市场占有率约 40%，并成为国
内首个实现燃气轮机产品批量出口至海外
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品牌影
响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走进七〇三所成型焊接中心，记者看
到七〇三所燃气轮机事业部高级工程师

王继鑫正在车间管路弯曲区和团队成员
商量规划数字生产线。每个设备放在

什么位置、设备基础信息参数如何
采集、如何将信息传送到信息化

系统……大家各抒己见。
“成型焊接中心主要制

造燃气轮机火焰筒，有
30 多道工艺，数字化

车间的建设对整个
工艺体系的完整

控制、产品质量的提升、生产效率的提高具
有重大意义。”王继鑫说，他始终致力于将数
字化生产制造融合到燃机部件的生产中，充
分发挥自己在生产一线的经验优势，与七〇
三所信息化部人员一道推动车间的数字化
转型升级，近5年来，先后完成了机加数字化
升级、电火花打孔数字化升级、激光加工数
字化升级以及焊接信息采集系统的搭建等5
项数字化改造项目，使各个环节的生产效率
提高了2~5倍，作业环境明显改善，生产质量
实现可追溯。

“下一步想把数字化单元连接成数字化
线，与公司的信息化系统全面融合，最终建
成数字化工厂。”王继鑫说，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
深度融合制度”，他希望通过数字化技术创
新和模式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

“我见证并参与了工业燃气轮机从无到有
再到批量生产的全过程，感到很自豪。”七〇三
所燃气轮机事业部高级工程师朱金鸣告诉记
者，目前燃气轮机生产的智能制造水平不断提
高，并培养出了一批成熟的高级技能人才，生
产效率比最初建厂时提高了50%以上。

朱金鸣说，车间的很多数控机床都是从
国外定制生产，在操作过程中，随着对设备
的熟悉和理解，他带领技术工人总结形成定
制设备的需求和想法建议，并与国内厂家紧
密沟通，从而不断提高国产设备水平。

8年来，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七
〇三所以高水平科研成果为支撑，打造自主
完整、安全可靠供应链，把维护国家安全贯
穿产业链建设全过程，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与安全水平。通过基础技术、应用技
术与产业化有机融合，推动高端能源装备产
业深度转型升级，从传统制造向数智制造、
绿色制造转变，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进一
步催生新质生产力。

本版稿件均由吴桂欣 刘廷禄 本报记者
孙昊 薛婧采写

记者手记

“全球首台、世界领先、关键核心技术……”这是近期
深入中国一重、中车齐车采访听到的热词，它令人振奋，让人

自豪，也诠释了新时代“国之重器”高质量发展的“密码”。
一架架重型机床轰鸣，一座座超大试验台运转，一个个科技成果

诞生……多年来，中国一重、中车齐车高质量完成多项国家重大技术装
备项目，实现了装备中国、走向世界。在这里，每一个忙碌的身影背后，都
有故事正在发生。这些身影，普通却坚韧；这些故事，平凡却深情。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通过多天的采访，我看见一项项解决“卡
脖子”问题的科技成果，了解到一项项国际先进的新技术，感受到他们打破关
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困境的艰辛与执着。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一重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百万千瓦整
锻低压转子。在加工它的时候，外国专家认为，我国根本没有能力加工这么
高精尖的产品。中国一重的工匠们暗下决心，一定要突破这个技术难关。
他们苦心钻研，开槽用了100多天，随后仅用60多天就加工出来，打破了
常规岛整锻低压转子全球唯一供货商——日本JSW的技术垄断，使该
产品价格从8000余万元降到2000万元左右，彻底扭转了相关装备制

造受制于人的局面。
牢记总书记嘱托，中国一重、中车齐车就这样苦练内

功、做好自主创新，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
用科技与信念，保障了国防安全、科技安全、能

源安全、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

科技与信念

中国一重：
建强
“中国制造业
第一重地”

9月 2日上午，金色的阳光洒进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轧电制造厂
高大的厂房，400吨数控机床机台长
王宏祺看着新完成的百万千瓦常规
岛整锻低压转子，脸上写满了自豪。

中国一重，以笃行实干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
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以攻坚
克难、装备中国、走向世界的生动实
践，开辟了“中国制造业第一重地”的
奋进之路、创新之路、跨越之路。

走进铸锻钢热处理厂，全国技术
能手、中央企业劳动模范、热处理三
班班长王国峰正在检查支撑辊的硬
度及均匀性。王国峰告诉记者，作为
国内唯一的支撑辊差温热处理设备，
去年建成的低频感应一体化加热冷
却设备让生产更高效，产品使用寿命
更长。

中国一重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重
型机器厂，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机械
产品600多万吨，开发研制新产品435
项，填补国内工业产品技术空白 534
项，创造了数百项“第一”。

“今年我们先后完成了百万千瓦
常规岛整锻低压转子3件、分锻低压
转子6件，在百万千瓦核电电机转子
的加工中，成功将两个架口的形位工
差保证在 0.01毫米的精度要求。”王
宏祺说。

2020年1月18日，我国第一条热
轧重型H型钢生产线热负荷成功。

2021年 6月 1日，全球首台 3000
吨级浆态床锻焊加氢反应器启航。

2023年7月13日，中国一重承制
的全球首台海南昌江“玲龙一号”反
应堆核心模块竣工发运……

全球首台“华龙一号”、全球首台
“ 国 和 一 号 ”、全 球 首 台“ 玲 龙 一
号”……从国内最早开发生产核能设
备的企业到完全掌握第三代、第四代
核电一回路主设备全套制造技术，中
国一重成为中国核岛装备的领导者、
国际先进的核岛设备供应商和服务
商，生产出了目前在建核电站80%以
上的核电锻件、70%以上的核反应堆
压力容器。

从 2020年 6月全球首台 3000吨
超级浆态床浙江石化锻焊加氢反应
器的完工发运，到今天3000吨超级浆
态床裕龙石化锻焊加氢反应器的即
将交付，中国一重以12台超级浆态床
批量化制造的优良业绩，稳稳迈上了
3000吨级的新台阶。同时，“7000吨
高速冲压线”项目打破了国内现有冲
压线最高生产节拍极限，2680mm不
锈钢热连轧生产线创造了世界单体
产量最大、产品宽幅最大的纪录。目
前，我国 1250mm以上轧机 80%均由
中国一重制造，高端冶金装备市场占
有率在60%以上。

六年间，中国一重创造48项首台
套新产品，开发出64项新技术，高质
量完成4项国家重大工程，8项“1025
工程”攻关项目取得阶段性突破，在
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制造国产
化的道路上相继实现“零”的突破，成
为国务院第三批双创示范基地，勇立
新时代的潮头。

中车齐车：
科技创新为科技创新为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积蓄澎湃动力积蓄澎湃动力

七 三所：
为保障国家为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能源安全

铸造铸造““大国重器大国重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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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重百万千瓦整锻低压转子中国一重百万千瓦整锻低压转子。。图片由中国一重提供图片由中国一重提供 中国一重中国一重400400吨数控机床机台长王宏祺在检查槽子尺寸吨数控机床机台长王宏祺在检查槽子尺寸。。
图片由中国一重提供图片由中国一重提供

中国一重全景中国一重全景。。图片由中国一重提供图片由中国一重提供

七七〇〇三所燃气轮机事业部高级工程师王继鑫三所燃气轮机事业部高级工程师王继鑫（（右右））与焊接工程与焊接工程
师讨论燃烧室倒流套筒激光辅助引导技术师讨论燃烧室倒流套筒激光辅助引导技术。。 本报记者 苏强摄

在中车齐车铁路货车组装现场，操作工人正在进行焊接作业。本报记者 孙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