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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

□ 卢羡婷

近年来，广西柳州进一步

突出质量效益发展理念，走出

一条“新质量、新工业、新柳州”

的质量创新促进城市转型升级

之路，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

享格局。近日，柳州被命名为

“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

转型“出海”打开新市场

走进柳州，随处可见上汽

通用五菱公司研发的宝骏

E100新能源汽车。

过去，柳产五菱“神车”曾

以低廉的售价受低端市场欢

迎。近年来，通过质量创新，一

步步实现转型升级，由微型车

转到乘用车，由燃油车转到新

能源车，由低价位转到中价位，

由传统制造转向智能制造，打

开了新的市场。

柳州是老牌工业城市，近

年来，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不少

困难和挑战，为适应国内外经

济形势新变化，柳州实施“二次

创业”，推动产业从数量扩张向

质量提升转型。

如今，上汽通用五菱公司

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还在

海外建立制造工厂和知识产权

输出。“如果不坚持自主创新，

我们不可能像今天一样有‘船’

出海。”上汽通用五菱公司副

总经理练朝春说，自主创新让

公司不仅有了“安身立命”的

基础，还能够“驾船出海”，在

海外与国际汽车产业巨头同

台竞争。

本土龙头企业转型升级，

中小企业崛起，让柳州这座城

市更有底气。2014年以前，螺

蛳粉只是柳州街边特色小吃。

不满足于螺蛳粉的现煮堂食，

柳州人研发了速食袋装螺蛳

粉，加上“互联网＋”推动，螺蛳

粉变身为“可以快递的乡愁”，

销往全球。2017年螺蛳粉预包

装企业产值突破30亿元。

柳州市副市长何焕全说，

柳州有一群企业家致力产业、

产品的提质增效、升级换代，使

得传统产业焕发青春。

严守质量安全大门

质量强市是转变发展方式

的重要内容。柳州在守好质量

这扇安全门上下功夫。

2012年，柳州获准成为全

国第一批“全国质量强市示范

城市”创建城市之一。此后，柳

州出台相关办法，将行政政策

的强制性和技术手段的有效性

结合起来，创新建立政府质量

发展指标体系，并纳入地方党

委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考核

内容。

这些年，柳州不断完善计

量、标准、检验检测等质量技术

基础设施建设，2012年投入16

亿元启动全国第六大汽车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和汽车零部件国

家重点实验室项目建设。为促

进汽车、冶金、工程机械等产业

迈向中高端，柳州还建了多个

自治区级质检中心。

在柳州科路测量仪器有限

责任公司检验区，工程师正在

对每一个产品进行严格检测。

这是一个只有90多名员工的

企业，生产的铁路专用计量器

具产品却占据国内市场份额

60%以上。科路公司总经理黄

柳英说，“所有的产品都有精度

要求。”

质量是品牌的基础，品牌

是实现质量溢价的途径。柳州

把大力培育创新品牌作为提高

企业质量效益、引领企业质量

发展的重要载体，逐步建立了

从产品、企业、产业到城市的梯

次品牌培育体系。

共享转型升级成果

传统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

破坏，曾给柳州带来深刻教

训。上世纪 80年代末~90年

代，柳州是闻名全国的“四大酸

雨污染区”之一。近年来，柳州

市通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质

量，淘汰落后产能，推动“绿色

经济”加快发展。

如今的柳州，已摘了“酸雨

之都”的帽子，实现了“金山”

“青山”共赢发展的转型升级。

一个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交相

辉映、现代工业与绿色生态融

合发展的城市正在形成。

通过示范市的创建，柳州

持续改进产品、工程、服务和生

态环境四大质量；坚持政府统

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主

体责任、群众参与监督、全社会

广泛支持的监管模式，近几年，

柳州未发生重大产品质量安全

事故，未出现系统性、区域性质

量安全问题。

□ 王辰阳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

责任。”这是“两弹一星”功臣

袁承业生前经常讲的话，也是

他的行为准则。近日，著名有

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中科

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

员袁承业因病医治无效，在上

海逝世，享年94岁。

袁承业1924年出生在浙

江省上虞市小越镇的一个知

识分子家庭，自小喜欢化学，

并最终选择了化学研究的人

生之路。

从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

国药科大学前身）毕业后，

袁承业在上海人民制药一厂

任技术员。1951年5月，袁承

业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6

月被调入上海磺胺药厂筹备

处工作，7月中旬赴苏联留学。

在苏联，语言不通，袁承业

突击学俄语，最多每天学7个

小时。在莫斯科全苏药物化

学研究所学习期间，袁承业基

本上每天最后一个离开实验

室。4年后，袁承业以优异的

成绩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科学

副博士学位（苏联学制）。

袁承业1955年学成归国，

被安排在化工部当管理干部，

然而，他钟爱化学研究，希望

能在科研一线工作。几经努

力，1956年秋袁承业从化工部

调到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

究所工作。这次工作调动是

袁承业人生的转折点。

多肽合成、电离辐射化学

防护药物、防毒浸渍剂……

袁承业在中科院有机化学研

究所工作取得了一系列进

展。随后，国家安排的一项更

重要、更艰巨的任务落在了

袁承业肩上。

1959年下半年，“两弹一

星”等国防任务有急切需要，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承担了核燃料萃取剂研究任

务。“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

责任。”强烈的理想信念打消

了袁承业对改行的疑虑，他决

心自力更生为我国原子弹的

研制贡献力量。

经过一年多努力，袁承业

带领研究组胜利完成了核燃

料萃取剂的研究任务，成功研

制出一系列关键萃取剂。

1964 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两弹一星”元勋

钱三强后来评价：上世纪60年

代初，提取铀用的萃取剂研究，

在当时是对国防建设起关键作

用的。没有它就提不出铀。

承担核燃料萃取剂研究

任务是袁承业研究方向的一

次关键性改变，也是他人生旅

途中的又一个重大转折。此

后，袁承业组织社会调查，根

据国家建设需要，自选研究课

题，开展了军转民用的萃取剂

研究。

“立足基础，着眼应用”

是袁承业始终坚持的原则。

袁承业和他领导的研究团队，

通过几百个化合物的合成和

萃取实验，找到了一系列性能

良好、品种齐全的萃取剂，其

中有11个品种实现了工业生

产。“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研

究纯粹的、经典的、单一学科

的课题已经很少了，大多数被

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

综合性学科所取代。”袁承业

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言行合一，他在科研的道

路上不断创新实践。袁承业

带领学生开展具生物活性有

机磷化合物的新研究。他在

九旬高龄时，还关心着钍基熔

盐堆盐湖战略资源及锂同位

素萃取分离等国家重大项目

的研究，并为此向中国科学院

提交《院士咨询报告》。

袁 承 业 还 有 一 个 身

份 ——国务院首批批准的

博士生导师，他先后培养了

40 多位研究生。袁承业把

研究生的培养看作自己科学

研究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他坚持“研究生注重

的是培养，不是当劳动力使

用”和“研究生的培养不能

只靠导师，还要靠导师研究

团队的集体智慧”。

“作为科学家，在他生命

的最后一刻，也应该问问自

己，我这一辈子为国家做了哪

些有用的贡献。”袁承业常用

保尔·柯察金的话来要求自己

和激励年轻人。这句话是对

他一生最好的注脚。

本报讯 记者袁小峰报道

近日，记者在黑龙江省科技厅

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2017年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企

业增至929家，比上一年增长

20.96%。

据介绍，哈尔滨莱特兄弟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销

售收入达3000多万元，黑龙江

省科技厅主动上门提供专业化

服务，帮助该公司在2017年成

功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助

其进一步打开市场，截至目前，

该公司 2018 年订单已超过

5000万元，实现了开门红。

一年来，黑龙江省科技厅

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的重要抓手，积极转变

工作作风，改革创新，2017年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数量实

现了大幅增长。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高企

认定管理工作机制，建立了上

下联动的工作体系，从省到地

市都由专人负责高企培育与申

报服务。推动省内高新技术企

业试点地市建立由科技、财政、

税务部门组成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联合工作机制。引导哈尔

滨、大庆、七台河等9个地市出

台政策，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补贴1万元~50万元不等，

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申报高新技

术企业的积极性。

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服

务体系。以“千户科技型企业

3年行动计划”累计培育的上

万户科技中小微企业、创新基

金立项企业、高企过期企业、龙

江企业家培训企业等为对象，

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一对一帮

扶，深入挖掘高新技术企业申

报资源，并扩大政策宣传培训。

通过建设省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服务网、微信公众平台、交

流工作群等，借助现代信息手

段为企业提供申报咨询服务，

确保企业提出的问题都得到准

确、及时的答复，打通了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信息发布、信息沟

通、信息反馈渠道。2017年高

企认定工作由2016年的一个

批次，增加至4批次，大大缩短

了工作周期，方便企业及时申

报，提高了企业认定通过率。

“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

黑龙江高新技术企业增至929家
比上一年增长20.96%

质 量 创 新 促 城 市 转 型 升 级

□ 闫 平 白涌泉

许多人或许还不知道，相

当于“天眼”的“肌肉和神经”、

使其得以灵活自如地观测深空

的馈源索驱动系统，是大连重

工·起重集团承制研发的。

从绿色环保的智能取料机

到举世关注的“天眼”，近年来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产

品深深地打上新时代烙印，助力

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党

的十九大以来，他们开始谋划如

何开辟向智能装备转型的新

领域，请院士“把脉”、建国家研

发中心、确立新的发力点……创

新的脚步一刻也没停歇。

拨动“眼球”擦亮“天眼”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一间

会议室的墙上，挂有一幅“天

眼”建造现场图。仔细看会发

现，在有500米口径、约30个

足球场大小的巨型“大锅”上

方，有6条钢索牵引着信号接

收机。

这项由大连重工·起重集

团为“天眼”工程配套研制的馈

源索驱动机构，实现了超大口

径射电望远镜建造等相关技术

的重大突破，它的研制成功让

世界最大“天眼”能灵活自如地

观测深空。

“天体辐射的信号极其微

弱，70多年来，所有的射电望

远镜接收的天体辐射能量连一

页书都翻不动。”作为“天眼”

团队的主要参与者，大连重

工·起重集团设计院院长助理

武荣阳说，通过蛛型机器人等

办法解决了支撑和精度问题

以后，又一个问题摆在眼前：

如何对各种杂乱信号进行屏

蔽、避免接收天体信号时受到

干扰，以保证信号正常传输？

科研人员大开脑洞，通过采取

间壁屏蔽、动屏蔽等技术，最

终解决了这一世界级难题，让

“天眼”工程首席科学家南仁东

松了一口气。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董事

长丛红对此颇为自豪，从2011

年参与“天眼”建造，到2016年

竣工，5年里大连重工·起重集

团“天眼”团队攻破了柔性支

撑、复杂控制、多物理场电磁屏

蔽问题等多项世界性难题。

院士“会诊”企业理思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

撑。”丛红说，“创新就是我们今

后的发力点。”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邀请10名

两院院士和部分行业专家学者

来到企业，围绕高端装备制造

与行业创新发展，着眼当前掣

肘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

题，请专家建言献策，现场“把

脉会诊”。

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连理

工大学校长郭东明说，企业要

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为企业服

务，联合外部专业技术创新团

队建立技术创新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澄

认为，智能制造过程一定有人

工智能的特征，能够分析、决策

和控制，使全部生产过程处于

最优状态。“大连重工·起重集

团应该努力使生产具有更高柔

性，最大程度实现互联互通。”

“实现智能制造，在重视

‘后服务’的同时，还应重视‘前

服务’，包括收集和整理、分析

相关信息。”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众托说。

院士专家现场“把脉”，为

企业开出了几十个“药方”，使

企业员工开阔了视野、理清了

发展思路。来自装卸事业部的

副总经理王鹏说，与会专家提

到稀土永磁电机的发展，其实

我们在工作中已有所应用，目

前正联合开发新型专利产品，

有了专家的认可，更加坚定了

我们的信心。

瞄准绿色 加快智造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明确

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报

告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

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

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大连重工·起重

集团总经理助理孙大庆表示，

一个企业要想取得可持续、高

质量的发展，就要按照党的

十九大报告的要求，持之以恒

地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形

成新动能。

近年来，他们已开始这方

面的探索，2014年，大连重工·

起重集团为澳大利亚罗伊山铁

矿项目研制的世界最大的

14,400t／h 取 料 机 投 入 使

用。环保、绿色是这款取料机

最大的特点。

丛红说，在我国华北地区，

一些大型料场是造成空气质量

差的重要因素之一。究其原

因，就在于产能的落后与粗放

式的生产方式。“2018年，我们

要率先实现突破，建设绿色环

保的智能化料场，这方面市场

潜力很大。”

他说，我们新研制的焦炉

机侧除尘系统实现了全程无

烟、无火、无味、无噪，达到世界

最高环保标准，开启中国焦炉

设备绿色制造的新时代，2018

年要在此基础上实现智能

制造。

“上个月，我们成立了智能

装备研究院，确定了传统装备

向智能装备转型的五个研究方

向。下一步，我们会把力量集

中在其他企业尚未曾涉及的新

领域，围绕智能化、新能源装备

等找到新的突破点和发力点。”

孙大庆说。

擦亮“天眼”传美名 院士“把脉”再出发
—— 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新时代创新之路

广西柳州走出一条“新质量、新工业、新柳州”之路，形成全社会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从绿色环保的智能
取料机到举世关注
的“天眼”，近年来大
连重工·起重集团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关键技术和产
品深深地打上新时
代烙印，助力我国现
代化经济体系发展。

江苏南通新型海洋江苏南通新型海洋
原原油转驳船出海试航油转驳船出海试航
近日，由江苏南通中远船务为挪威船东

设计建造的海洋原油转驳船出海试航。该船

采用可变速柴油机等新技术，可在海上快速

安全转驳原油。此次出海试航将进行航行测

试、动力定位系统测试以及原油转驳等测

试。图为原油转驳船在启东出海试航。

新华社发（许丛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