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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孙铭阳

干净整洁的车间内，一台无人值
守的柔性生产线正在自动运行，其工
序交接由一台6轴关节机器人自动完
成，机械手从上料台将产品运送托抓
取到立式加工中心，自动装卡后进行
零件精加工。这里是一重集团（黑龙
江）专项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一重专项）的专项产品数字化制造
车间。

老工业基地转型，老牌央企重焕
新生，走在转型前沿的中国一重很早
就将目光聚焦在数字化转型。

实现关键业务数据 100%进入系
统，提升产品异地网络化协同能力，
研发周期缩短 40%，车间资源效率配
置提升50%，关键工序质量100%可追
溯……这是数字化转型为一重专项
带来的变化。而这变化背后要从专
项产品数字化制造车间的建设说起。

一重专项制造中心副总经理毛
哲说，专项产品数字化制造车间的初
衷就是扩大产能，车间在设计之初就
考虑了数字化所需要的硬件。

以排屑为例，毛哲说，机械加工过
程中会产生很多铁屑，传统的车间里
会有排屑器将铁屑集中收集起来，再
由车辆统一运走。而一重专项的车间
在地下设计了排屑通道，机床加工完

零部件，将自动排屑系统打开，铁屑就被自动收集走，在车
间里完全看不到铁屑，实现了全厂房的集中排屑。

“不仅如此，建设过程中，我们还将监控、网络设备等
内嵌到厂房内，留有接口，未来可不断进行数字化升级改
造。”毛哲说。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硬件与软件缺一不可，需要二者
的有机结合。

毛哲介绍：“在软件方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生命周
期管理平台（PLM）和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系统
（MES），前者可以实现从生产零件的毛坯开始，到加工、
装配、出厂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后者可以针对车间的工作
量进行分配。同时我们对基于 MES 系统的质量管理系
统和供应链管理系统也进行了信息化的互通。”

同样进行了软件和硬件全面优化升级的还有中国一
重铸锻钢事业部炼钢厂内的大型铸锻件洁净钢平台。通
过一张大屏，可以清晰地看到各项生产数据以及炼钢厂
内主要炉台的实时生产画面。

炼钢厂设备科点检员张瑜说：“我们把原来的炼钢数
据进行信息化整合，由纸质报表整合到 MES 系统，工艺
数据管理和查询更加方便，检化验试样从检测到结果传
输更加便捷，使各工序间协作配合更加透明，缩短了各环
节的生产周期，优化了生产工艺，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中国一重龙申（齐齐哈尔）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一重龙申）的生产车间内，S11叶片的模具正在安
装。“模具安装完进入到生产阶段时，我们会同步对5G数
字化项目进行试运行，全流程参与到叶片的生产环节，通
过这种实际应用来检测是否需要进行系统的改进优化。”
一重龙申技术部副部长李永江说。

李永江所说的 5G 数字化项目，是一重龙申在 2023
年上马的新项目，可以将传统的业务模块整合到企业资
源管理平台（ERP）中，从订单签收到计划生成再到执行、
工艺流程等都在系统中生成，可通过电子大屏查看生产
中每个项目的具体情况。

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中国一重推动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关键路径。铸锻钢事业部炼钢厂获评 2023 年黑
龙江省数字化（智能）示范车间。前不久，一重专项的专
项产品数字化制造车间获评为 2024 年黑龙江省数字化
（智能）示范车间。

其实不仅是炼钢厂和一重专项，行走在中国一重的
各个厂区，这里的大型设备已大多接入5G专网，研发、设
计、管理、制造信息实时精准交互，运行分析和辅助决策
的系统性、精准性、及时性、科学性不断提升，关键设备、
软件国产化替代率不断提升……

一张数字工厂的蓝图已经清晰绘就：3年内，中国一
重的研发设计要实现跨地域、跨专业的并行协同，生产单
位将全部建成数字化车间和智能生产单元，车间生产效
率将再提升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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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王少华
本报记者 孙铭阳

上线 400 多天，隐患巡检、整改等
数据智能分析发挥显效，节约管理时
间约26.13万小时；危险作业审批时长
从线下60分钟缩减至线上10分钟，节
约线下人工审批时间2.1万小时，间接
节约人工成本约 62万元；关键工艺设
备和重点区域监测监控率 100%，设备
隐患适时发现及时消除，有效避免了
设备隐患向事故的转变。

这是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建龙西钢）数字化安全风险智
慧管控平台运行一年多来交出的“答
卷”，而让安全风险与事故隐患无处遁
形并不是这个平台给安全管理带来的
全部。

如今，“高效”“智能”已经成为建
龙西钢数字化安全风险智慧管控平台
的重要标签。

建龙西钢的“1234”数字化安全
管控模式，即：“一个”管控平台，“两
个”管理标准——冶金安全标准化与
危化品安全标准化落实，“三个”管理
目标——人员行为管控、设备设施管
理及工艺参数预警管控，“四项”工作
支撑——风险作业分级管控、安全专
业专项、安全教育培训、安全履职测
评，实现了安全与数字化平台的管理
融合。

建龙西钢安保处处长李智超说，
建龙西钢智慧安全管控平台将隐患排
查方式分为岗位日常扫码巡检、安全
管理专案检查、专业检查组检查和综
合检查 4 类，将 1385 个风险点按日、
周、月的频次自动分配岗位人员，岗位
人员执行扫码巡检并录入现场安全隐
患。同时立足冶金煤气、熔融金属、有
限空间等22个安全专案，细化相应类
别的专案检查模式。结合消防、特种
设备、能源介质等9个专业小组，按周
期开展检查并进行隐患信息录入。
2024 年年初以来岗位巡检率实现
99.8%，初步实现风险点位巡检与隐患
排查专业支撑全覆盖。

“现场实际应用场景”对高炉、转炉、加热炉、储
罐、煤气净化设施、煤气附属设施等关键设备579处
生产工艺及联锁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实现了分
级发送、专业处置，可以实现对企业内检验类设备进
行动态跟踪，随时调阅设备检验周期内有效信息，检
测前预警，完善设备设施周期管理。

“建龙西钢数字化风险管控平台的应用，不仅有
效解放了现场管控的人力资源压力，大幅提升了管
控效果，平台智慧化还大幅拓展了安全管理效率、安
全工作发展空间，为企业生产经营本质化安全、系统
化安全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方法。”李智超说。截至
目前，该平台已实施风险作业审批16805次，监管中
高风险作业项目 14259 起，轻微伤及以上事故发生
率为零，安全管理效果显著。

安全管理始终在路上。李智超说，建龙西钢将
进一步完善数字化风险管控平台各项功能，利用安全
智慧管控手段将碎片化、无序化的现场管理信息，整
理生成可供参考利用的数据管控模型，构建起严密的

“安全数字牢笼”，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智
能
风
险
管
控
筑
牢
安
全
﹃
防
火
墙
﹄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的《中国专利密集型产业统计
监测报告》中显示，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创新能力强、发展潜
力大，集聚了全国企业近五成的研发经费投入，产出了七成左
右的发明专利。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知识产权是新质生产
力中的关键要素，不仅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
演着关键角色，也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力发展知识产权密集型产
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更好保护和激励高价值专利，培
育专利密集型产业。

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规模稳步壮大，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元，2018至2022年，年均
增速为 9.36%，作为新兴产业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及
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4.86%和10.23%，实
现两位数增长。 稿件来源：新华社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
创新能力强

产业动态

建龙西钢数字化安全风险智慧管控平台。

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

新字号新字号加速崛起加速崛起
□本报记者 桑蕾 孙铭阳

近日，一组工业数据的公布再次让龙江人振
奋——2024年1~8月，我省制造业增速4.1%，比1~
7月提高1.5个百分点，年初以来持续正增长，其中
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4.3%、
3.8%。作为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
量，制造业持续向好是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的
关键。黑龙江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通过转型
升级，通过转方式调结构，老工业基地奋发向前，热
血依旧，青春不老。

白鹤滩水电站，是仅次于三峡电站的世界第二大水电
站。2021 年，当由哈电集团副总工程师覃大清团队研发的、
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 100 万千瓦白鹤滩水电机组投产发电
时，全体哈电人热泪盈眶。

100 万千瓦是世界水电机组的“珠穆朗玛峰”，代表着我
国水力发电装备技术登上了世界之巅。

“100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体现了对称之美、协调之美、
力学之美等十项设计之美。”在黑龙江省首届工业设计大赛的
现场，覃大清用美来形容这一组组庞然大物。

“全球首个巨型长短叶片转轮‘零配重’，一根手指就能拨
动338吨重的转轮转动。堪称一颗完美的心脏。”

“15 长+15 短的长短叶片转轮，要精确每一对叶片的位
置，这种设计提高了机组稳定性，同时将白鹤滩转轮的最优效
率提升96.7%。”

覃大清的每一句话都透露出科研工作者语言的精准，传
递出的信息更让专家们大为震撼，评审们被 100万千瓦水轮
发电机组背后设计的精妙、制造的精准所征服。

大家恭喜他的成就，覃大清却说，“百万”已经是过去时。如
今，中国水力发电技术在国际上全面领先，“新的挑战正等待着
中国人，而这一次我们瞄向的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

作为一家老牌装备制造企业，哈电集团一直在持续创新：
攻克准东煤高效清洁燃烧技术等世界难题，使新疆准东数千
亿吨煤田变废为宝；研制三代核电反应堆冷却剂泵，为“华龙
一号”全球首堆提供核心动力……70多年来，累计创造280余
项“共和国第一”。

装备制造业被誉为“工业之母”。黑龙江厚重的工业底蕴
孕育了哈电集团、中国一重等一批装备制造业领军企业。近
年来，这些企业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将国之重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产业瞭望

A 把“大国重器”握在手中

B 让“四大引擎”发力加速
传统产业向“新”而行的同时，黑龙江也在加快布局新

兴产业。
2023 年，当天津中科智能识别研究院投资龙江建设

“数字龙江智算中心”项目落地后，张堃博博士就成了来往
于京哈的“空中飞人”。

每次 3 天的行程，张堃博形容自己像急行军一样奔走
在项目、政府与合作伙伴之间。

还记得今年 3 月的一个上午，他刚下飞机就和数字龙
江智算中心院长栾红燕一同前往中国一重协商合作项

目。中途，他们接到齐齐哈尔市政府的邀约，于是，两人兵
分两路，分别商谈合作。下午汇合后，又从齐齐哈尔回到
哈尔滨去省发改委谈三期项目。而那时，数字龙江智算中
心一期刚刚挂牌，二期正在开建。

“感觉一年干了好几年的事，黑龙江政府部门的办事效
率相当高效。”说起三期项目，张堃博信心十足，就在阿什河
边，将建成一座座智算中心、产业大学和科学家俱乐部。

重振老工业基地雄风。黑龙江省把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作为振兴发展的重中之重，把目光瞄准数字经济、生
物经济、冰雪经济和创意设计产业，打造四大经济发展新
引擎。

敢于无中生有，善于有中生新，黑龙江正加速竞逐新
赛道，换道超车、跨越发展。

C 让更多科研成果“落地”
一年前，我国首颗平板式新体制通信试验卫星——“龙

江三号”发射成功。每次仰望星空，工大卫星的年轻骨干张
冀鹞都会想起和“龙江三号”卫星团队成员在时间紧、任务重
的压力下一起奋斗的日子。

有“中国航天第一校”美誉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深耕卫星
研制 30年，科研实力雄厚，工大卫星就是由哈工大培育孵化
出来的一家商业航天公司。

“龙江三号”的成功发射给了张冀鹞和伙伴们不断向前

的勇气。今年企业预计的全年目标是发射20颗卫星。
订单饱满，前景可期，工大卫星在哈尔滨新区投资两亿

元建设了工大卫星研发试验总部基地，如今正在如火如荼地
施工中。“未来我们将具备年产百颗500kg量级卫星能力。”总
经理助理王然满怀激情。

包括工大卫星在内，目前已有40余家航天卫星领域相关
企业汇聚哈尔滨新区，卫星制造、卫星应用服务等多个领域
成果不断涌现。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振兴。黑龙江拥有 78 所高校、120
家独立科研院所，更多科研成果正走出“深闺”，科技创新资
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2023年，黑龙江重大科技成果转化589项，高新技术企业
和“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2％以上。

“低空经济一头牵着制造业，一头连着数字经济、新消
费业态。”黑龙江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让远在深圳的
联合飞机集团董事长田刚印看到商机：“黑龙江是老工业
基地，上下游产业链配套齐全，还有大森林、大界江、大田
地这些能让无人飞机大显身手的地方。”仅一个月，他就决
定要在此投资建厂。

2024 年初开工的哈尔滨联合飞机大型无人机产业基
地仅用 126 天就封顶。“堪比深圳速度。”田刚印逢人便向企
业家朋友推介。

7 月 25 日，联合飞机把全国几百家供应商聚集到黑龙
江，田刚印希望更多企业来黑龙江投资、配套，努力打造在
龙江造飞机、搞基建、抓应用的链条，把龙江低空经济全产
业链条发展起来。

9 月 1 日，2024 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黑龙江）

上，田刚印又来到哈尔滨，并为这里的营商环境点赞。一
同前来的石药控股集团董事长蔡东晨也表示，石药集团和
哈兽研共同建设了哈尔滨恩维生物，“黑龙江省为我们成
立了专班，配备专人随时为工程建设服务，创造了石药集
团工程建设的新纪录。”返乡创业的宁波江丰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姚力军更是总结了三句话：黑龙江是成就创
新创业梦想的好地方，黑龙江正成为人才聚集的新高地，
黑龙江正在构建具有东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他在
发言的最后说：“投资就到黑龙江，成就事业好地方！”

前不久，《黑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和《黑
龙江省未来产业孵化加速计划》相继印发，黑龙江大力发
展航空航天、新材料、先进制造、人工智能战略性新兴产
业，前瞻布局深空、深海、深地等未来产业，加速打造新增
长极。

创新引领，甩掉“黑大重粗”的旧标签，黑龙江正用新
技术、新赛道、新环境赋能老工业基地的发展，一批“新字
号”产业项目在黑土地上以星星之火呈蔓延之态，让人们
看到新龙江和新希望。

D 让营商环境为龙江加分

无人值守的柔性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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