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崔 爽

大禹节水是一家在甘肃酒

泉成立的公司。西部地区，大漠

戈壁，“节水”是该公司董事长创

始人王冲和哥哥为之奋斗大半

生的事业，作为水利专家的哥哥

甚至把生命献给了这项事业。

“2011年，因为天津市的招商引

资政策我们来到天津投资设厂，

选择走出来，就是为了借助京津

冀地区的优势，实践证明，我们

这个选择是对的。”王冲说。

让他认为“对了”的决定性

因素是2013年9月22日揭牌

成立的“院士专家工作站”。“人

才可以带动创新。西北太偏

远，那些年也招了很多行业专

家和管理人才，但都留不住。

天津公司成立之后，我们去和

康院士谈，一谈就同意了。”王

冲口中的“康院士”是节水灌溉

行业资深专家康绍忠。在王冲

看来，能和康绍忠院士顺利合

作，既是大禹节水的幸运，也是

对公司实力的侧面印证。“作为

一家涉水、涉农企业，我们选择

的合作院士均涉水、涉农专业，

其所研究的课题及成果均与企

业发展切合度高，对科技创新

提高、成果转化及节水灌溉产

业化帮助极大。”王冲说。

从康绍忠起，王光谦、茆

智、王浩3位院士相继被引进。

对于“节水灌溉设备的首

部过滤器”的创新，王冲介绍

说，过滤器是一个所有节水灌

溉设备中必不可少的器件，传

统的过滤装备都是钢制件，在

康绍忠院士的建议下，公司开

始研发轻便的塑料制件，容易

搬运、耐磨性好。

“薄壁滴灌带用轻量化内

镶片式灌水器”项目同样是在

院士和专家团队帮助下完成

的，“项目对滴灌带及灌水器的

集成配套进行试验研究，研究

出与滴灌系统配套的精准、稳

定、轻量、柔软的灌水器。达到

优化灌水器结构、减轻重量、降

低成本、提高滴灌系统整体使

用性能的目的。”王冲表示。

通过“产、学、研”合作，院

士工作站大力开展节水灌溉技

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先后

承担国家863计划、948计划、

国家火炬计划等重大课题的研

究任务，累计完成科技成果3

项，国家重点新产品1项，授权

专利65项。王冲表示，凭借出

色的工作，在“2016年推进院

士专家工作站建设项目”评选

中，该公司还在全国3000多家

院士专家工作站中脱颖而出，

荣获“2016年全国示范院士专

家工作站”。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
速增长，三一重工从
起步研发混凝土泵
车，到成为有着“世界
泵王”之称的全球最
大混凝土机械制造
商，仅用了 13年；三
一挖掘机从国内市场
0.5%的占有率，到销
量排名第一，超过卡
特彼勒、小松等国际
巨头，只用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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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田田

湖南省长沙市经开区，晚

上，三一重工连片大型厂房依

旧灯火通明。企业控制中心的

大屏幕上，全国各地三一机械

设备的开工运行数据——“挖

掘机指数”不停跳动着。

今年前三季度，三一重工

实现营业收入410.8亿元，同比

增长45.9%，净利润48.8亿元，

同比增长170.9%。被看作中国

经济晴雨表的“挖掘机指数”也

在高位增长。这些数据，描绘

出三一重工由“小城小厂”成为

“世界泵王”的发展轨迹。

产业报国
踏着时代步点

三一重工最独特的精神气

质是什么？其总裁向文波回

答：“产业报国的情怀。”

时间拉回至 1986 年。距

长沙 100 多公里的县级市涟

源，梁稳根、唐修国、袁金华、毛

中吾4个年轻人，怀抱着创业梦

想，放弃国企“铁饭碗”，拿着从

亲戚朋友那里凑来的6万块钱，

在茅塘镇道童村创办了一家焊

接材料厂。

据老员工回忆，创业之初，

梁稳根对他们说，要做中国企

业改革的试验田，要走出中国、

走向世界。当时，很多人觉得

是天方夜谭。

机会给了有梦想的人。

几年后，涟源焊接厂产值突破

亿元大关，成为当地最大的民

营企业，并于 1989 年正式取

名为“三一”，含义是“创建一

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

一流贡献”。

上世纪90年代初，三一感

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春江水

暖”，提出“双进”战略：进入中

心城市、进入大行业。1994年，

三一重工落户长沙，开始了工

程机械设备的研发与制造。

向文波认为，三一重工成

功，是因为赶上了中国三大红

利：人口红利——制造业具

有 劳动力成本优势；市场红

利——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

的巨大需求；政策红利——改

革开放政策为民营企业创造了

生存空间。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

长，三一由一家地方小厂，发展

为排名世界前十的工程机械龙

头企业。其从起步研发混凝土

泵车，到成为有着“世界泵王”

之称的全球最大混凝土机械制

造商，仅用了13年；三一挖掘机

从国内市场0.5%的占有率，到

销量排名第一，超过卡特彼勒、

小松等国际巨头，只用了6年。

敢为人先
坚持自主创新

三一重工智能制造车间

“18号厂房”外的展厅，陈列着

一台机身斑驳的37米混凝土泵

车。它生产于1998年，是国内

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长

臂架泵车。

在此之前，市场上90%的

长臂架泵车都是“洋品牌”，关

键零部件更是被“卡脖子”。比

如，拖泵“心脏”集流阀组的制

造技术一直为国外企业掌握，

且筑起了技术门槛；泵车臂架

所需的高强度钢，只能从欧洲

一家公司进口。

“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

是买不来的。”三一重工技术

创新带头人易小刚说，三一从

一开始就坚持走自主创新道

路，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

为了突破高强度钢的瓶

颈，三一研发团队潜心攻关，

从钢材配方到加工工艺，历

经两年时间上万组试验，终

于成功。如今，三一中源新

材料公司生产的钢材基板经

特 殊 处 理 ，强 度 最 高 可 达

1800 兆帕，成本相较进口降

低了60%。

在三一重工，能深切感受

到浓厚的“创新文化”。三一重

工消防装备研究所所长陈添明

介绍说，三一人从来不说两句

话：“行业都是这样的，所以也

要这么做”“国外还没这么做，

所以不能这样做”。常说的两

句话是：“学习，但不模仿”“宽

容失误，但不许重犯”。

目前，三一重工技术研发

人员超过2000人，研发投入约

占销售收入的5%。截至今年6

月，累计申请专利12,070项，授

权8751项，均位居行业第一。

持续不断的创新，三一重

工诞生了世界最长钢制臂架86

米泵车、“神州第一挖”200吨液

压挖掘机、“全球第一吊”3600

吨履带起重机、亚洲首台千吨

级全地面起重机……

实现“裂变”
贡献世界级品牌

三一重工也遭遇过低谷、

瓶颈，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

他们不断“打破边界”，最终实

现“裂变”。

今年，三一重卡诞生，全部

线上销售，不需要代理商。3

月，首批500台三一重卡53秒

售罄；6月，第二批500台46秒

售罄，创造了重卡行业互联网

销售的纪录。

据了解，当下，三一从高管

到普通员工，都在如饥似渴地

学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知识。

“互联网战略”被确立为三

一第一大战略，“一切数字业务

化，一切业务数字化”理念深入

人心。由三一重工孵化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连接了45万台设

备，其中工程机械设备 30 万

台，服务的细分行业超过 60

个。平台上大数据，为产品的

智能化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

“赋能”。

打破商业边界的同时，三

一还在不断突破市场边界，由

“单一国内市场”向“国际化”

转型。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

全球混凝土机械老牌巨头——

俗称“大象”的德国普茨迈斯

特，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标志

性事件。

目前，三一重工拥有5个海

外研发制造基地、180家海外代

理商，业务覆盖150多个国家和

地区。2017年，三一重工实现

国际销售收入116亿元，占企业

营收的比重约为30%。

向文波说，未来的三一

要与世界“共舞”。他们的愿

景 是 ，海 外 营 收 占 比 达 到

50%，为中国贡献一个世界

级品牌。

□ 潘 清

叉货、搬运、摆放……上海

某物流仓库几天前举行了一场

特殊的比赛。6辆无人驾驶叉

车与6位资深叉车驾驶员在入

库、出库两大环节展开较量。

在调度系统的统一指挥

下，由无人驾驶叉车组成的车

队平稳行驶、默契配合。最终，

凭借3米/秒最高行速，以及良

好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安全性，

无人车队胜出。

“人机大战”背后，高科技

正对传统物流行业进行“改

造”，令后者变得越来越高效、

越来越“聪明”。

近年来，我国电商、快递等

行业快速崛起，为物流行业创

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与此

同时，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也

使得这个高度依赖人力的传统

行业面临严峻挑战。在业界看

来，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打造“智慧物流”，已经

成为物流行业转型升级的大势

所趋。

物流智能化获得了来自

政策面的有力支持。2017 年

出台的《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

产 业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对智能制

造关键技术装备的率先突破

提出要求，其中包括了提升高

速分拣机、多层穿梭车等物流

装备的智能化水平，实现精

准、柔性、高效的物料配送和

无人化智能仓储等。

在产业政策引导和市场需

求驱动下，高科技逐渐渗透仓

储、运输、配送等产业链各个环

节，通过对物流行业的“改造”，

助力后者降本增效。

智久（厦门）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张龙以叉车领域为例分析说，

叉车司机长时间工作难免出现

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无

人驾驶叉车可以始终保持高

效、稳定、精准的工作状态。经

过多年探索，无人驾驶叉车的

综合效率已具备向人类驾驶员

“挑战”的实力，其多机调度、多

车协同、行走路径优化等优势，

对于物流仓储企业而言具有重

要意义。

无人仓、无人叉车、无人

机……各种与“智慧物流”相关

的新技术、新设备次第亮相，创

造出令人惊叹的应用场景。继

首个无人分拣中心落户江苏昆

山后，京东联手多家车企打造

的无人驾驶轻型货车悄然亮

相。智久无人驾驶叉车也将率

先在德邦快递上海浦东分拨中

心“上岗”。据张龙透露，未来

智久机器人还将与德邦快递在

智能物流技术、自动化装备等

领域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社

会物流总费用高达 12.1 万亿

元。“全球最大物流市场”对智

能化的旺盛需求，也吸引着全

球业界的目光。

今年11月上旬在上海举行

的“2018亚洲国际物流技术与

运输系统展览会”上，自动引导

搬运车、物流机器人、机器视觉

等十大主题展区吸引了630家

中外企业参展。德马泰克、霍

尼韦尔、TGW等知名跨国企业

纷纷携最新技术、产品和解决

方案亮相，表达对中国“智慧物

流”的浓厚兴趣。

本报讯 记者华铭 张海帝

报道 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孵化

器（众创空间）从业人员培训暨

合肥高新区科技创新孵化发展

论坛上获悉，合肥高新区科技

局正式发布了《合肥高新区科

技创新孵化载体管理办法》以

及高新区科技创新孵化载体信

息化管理平台，从孵化载体备

案、绩效考核、支持政策、大数

据管理等多方面系统全面地讲

解了区级管理制度，通过“制

度+平台”两手抓，共同推动全

区双创升级版工作。

近年来，合肥高新区积极

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号召，通过构筑大载体、提

供大服务、完善大政策、建立大

制度、优化大环境，不断营造良

好的双创生态体系。全区各类

众创空间37家，其中国家级

12家；孵化器22家，其中国家

级9家，包括创新产业园、明珠

产业园等加速器在内，全区孵

化载体面积达200万平方米，

服务企业3000余家。

据悉，该区一大批区内上

市公司都是早期经过孵化器培

育不断发展起来的。新时期，

科技孵化体系工作将把握以培

育创新型企业为最大出发点和

最终落脚点，以“高水平、高质

效，科技化、市场化、国际化”为

建设总目标，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为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

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本报讯 近日，从安徽合肥

庐阳经济开发区传来消息称，

经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辖

区合肥市久环给排水燃气设备

有限公司、合肥天际智能卡科

技有限公司、安徽沃特普尔节

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亿纵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正远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天维仪

表有限公司、安徽雅格立展示

用品有限公司、合肥炭素有限

责任公司、合肥市康富机械弹

簧厂9家企业成功入选2018年

安徽省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

据悉，2018年庐阳经济开

发区共组织辖区46家企业申

报高新技术企业，已获公示27

家（第一批28家通过公示18

家，第二批18家申报通过公示

9家）。今年新增“高企”数量

为历年之最。截至目前，庐阳

经济开发区有效高新技术企业

保有量同比增长39%，总数已

达63家，总量占庐阳区60%，

增速居全市开发区首位。

近年来，庐阳经济开发区

高度重视科技型企业的培育，

制定并落实促进企业科技转

型、提档升级的一系列政策和

措施。开发区呈现出“成长型、

骨干型、示范型”三类企业有序

分布、梯级式发展格局。截至

目前，庐阳经济开发区入选庐

阳区科技型中小企业126家，

市级知识产权示范企业11家，

创新型企业17家，市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7家。

庐阳经济开发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创新是转型升级的“内

燃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开

发区已在原有形成的出版印

刷、电工电气、金属加工等支柱

产业的基础上，依托园中园建

设和人才引进，一批科技含量

高、创新能力强的高新技术产

业也陆续进驻，形成了大数据、

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和医学检

测为代表的新产业集群。

（赵 明 张海帝）

有了“创新桥头堡”
专家技术变企业收入

从“小城小厂”到“世界泵王”
三一重工从创业之初就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由一家地方小厂逐渐发展为

排名世界前十的工程机械龙头企业

“人机大战”背后：高科技改造传统物流行业

通过“制度+平台”推动双创升级
安徽合肥高新区科技创新孵化载体管理办法出台

创新成转型升级“内燃机”
安徽合肥庐阳经开区63家企业获国家“高企”认定

河北乐亭河北乐亭：：科科技创新技创新
助推农业提助推农业提质质增效增效

近年来，河北省乐亭县着力加强

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通过深化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改革，在

蔬菜、果品等主导产业中转化采用或

自主研发新技术、新模式，壮大创新

型农业经营者队伍，提高农业产业效

益。图为乐亭县新寨镇的菜农对采

用丰产新模式种植的茄子进行管理。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