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铁产能过剩，一家钢企却实现了 256%增长；纺

织产能过剩，一家纺企却以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的技术换来 35亿元产值；身处化工行业，一家化工企

业却用一年从亏损 1亿元走到盈利 1亿元。

钢铁、纺织、化工，包括轻工和冶金是山东省滨

州市的支柱产业，其代表企业打出了漂亮的“翻身

仗”。身背着难以突破的发展“天花板”，身绑着成本

与环保的“红线”，传统产业为主的这座城市是如何

突围的？

5月，科技日报记者在山东省滨州市进行了为期

3 天的调研，从企业的转型实战中，寻找城市悦活的

脉搏，探寻产业摆脱同质化竞争和过剩“陷阱”的示

范路径。

365天强势扭亏，成本控制
是“硬活”

7 分钟非常短，但在化工生产中却是降本的关

键。以硫氢化钠研发为主业的雅美科技，关键工序

上节约 500秒，一年就能节约成本 40万元。

雅美科技生产运营总监梁翌这两年对关键的黄

化工序进行了改革。以往精研磨后的溶解胶被送到

溶解桶后，利用溶解循环泵打到精研磨机中，耗时

3600 秒。梁翌等人提出让精研磨电机与溶解循环泵

电机缩短 500秒工作时间，工艺改革之后原液一期车

间在精研磨上节省近 40万元。

向关键的、固有的设计挑战，有风险但也有进步

的机会。作为内部挖掘的人才，梁翌在管控风险和

实现收益上发挥了“老人”的长处，让企业获得收益。

莱新格则是外来人才，2014 年 2 月 14 日，雅美科

技 CEO 莱新格博士心中有一件比过情人节还高兴的

事情——第五条线即 E 线成功重启。随着纤维丝头

缓缓进入二浴槽、到牵伸、到切割、到精炼……一包

厚重踏实的粘胶纤维成品包走下输送带。

“成本，成本，还是成本”，作为雅美科技通过猎

头公司从海外引进的行业顶级人才，莱新格明白自

己的使命：通过技术研发和管理流程的梳理，再造竞

争力。“这次试车，一是质量居历次试车新高；二是前

后两批减少废胶浪费，大概 10 万元左右。这次新增

25%产能，成本大饼将摊薄。”

激活人才，从节本中打突围，这家一年前还处于

亏损 1 亿元状态中的企业，一年后强势扭亏，实现 1

亿元盈利。

钢铁产能过剩？是供给侧不足！

2015 年 1 月 5 日，西王特钢与中科院金属所正式

联姻，签订股权授予和技术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

科院金属所将以 10 项核心技术入股西王特钢，成为

这家香港上市公司的新股东；双方将致力于建立起

从“供—产—学—研—售”的合作模式。

西王特钢更看重的是中科院的人才储备。国内

钢铁产业落后的关键在于纯净度，而中科院金属所

的研发优势也在于此。这 10项核心技术在西王特钢

的落地，瞄准了中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领域所需

的中高端工具钢、模具钢、海工钢等装备。中科院金

属所所长杨锐表示：“这只是开始，后期我们还要根

据需求继续研发。通过西王特钢这个点的提升，带

动中国钢铁这个大面的转型升级。”

西王特钢技术中心主任胡小强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双方合作的第一期产品串起了山东省乃至国内

的一条高端产业链——可代替进口的西王钢锭被送

入中国规模最大的曲轴生产商威海天润曲轴，后者

的曲轴再装入位于潍坊的潍柴动力，制造发动机，这

些发动机被送入位于烟台、青岛乃至全国的汽车、轮

船制造厂。胡小强说：“以西王特钢产品为起点，这样

的高科技产业链共有五条。”

纺织业“寒冬”？科技突破
唤回“春天”

在衣服上“印花”一直受限于“24 套色”。“传统圆

网印花是将颜色预先调好再印在织物上，最多只能同

时印 24套色。”愉悦家纺董事长刘曰兴说，“高精度印

花可实现成千上万套色。”我国印花面料产量占世界

总量的 50%以上，印花面料的需求亟待这样的突破性

技术。2015 年，这项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组织专

家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的项目晋升为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

基于此，愉悦家纺建成了国际上首条高精度圆

网印花生产线，已在国内 30多家企业推广应用，近三

年内可累计实现直接经济效益 34.77 亿元，同时减少

能耗 1.7万吨标准煤，减少废水排放 155 万吨。

实际上，“高精度圆网印花及清洁生产关键技术

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由愉悦家纺牵头，天津工业大

学、青岛大学等 7家单位共同完成。“国家科技奖的摘

取和逆势而上的效益有两个‘着力点’，一个是高、

大、上的平台，另一个是集成创新能力。”愉悦家纺董

事张国清说，愉悦家纺现拥有一些重量级的创新平

台，“你看看这个技术的完成单位名单就知道，纤维

材料专家、印染专家、绿色化学品专家、智能装备专

家……纺织行业的院士学者都聚齐了。”

“就滨州而言，纺织、油盐化工、机械制造、电解

铝等传统产业具备雄厚的基础，”对于城市的“家

底”，滨州市市长崔洪刚了然于心，5 月底，滨州市召

开科技奖励大会，提到了三个“逆生长”案例，他说，

家底是掘之不尽的宝藏，“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

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不能忽视高科技对传统产

业的改造提升。加大力度深挖其潜力远比单纯发展

新行业的收益更大。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抓住了人

才，也便抓住了创新升级的关键。”

“传统”中突围，他们用了关键一招
□ 本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王如松

山东省滨州高新区的愉悦家纺集团建有8个产品研发室，建有功能及产业链完整的中试及打样车间，实现了现场研发、快速研发、多样
研发，累计生产万余款新产品，已获国家专利83项，企业的高精度圆网印花项目今年1月8日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图为工人在生
产线上忙碌。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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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空间谋变革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海滨）5 月 24 日至 25 日，山

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深入太原经济区、高新区、交通科

学研究院、省科技厅，就科技创新进行专题调研，听取

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创新驱动放在核心位置，大

力推进科技创新、全面创新，培育新产品，创造新供

给，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调研中，王儒林深入企业、科研机构，考察实验

室、生产车间、孵化基地，详细了解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能力提升、成果转化等情况。在中国煤科天

地煤机装备公司，王儒林观看了软岩采掘机、全自动

锚杆机、快速掘进系统、井下防爆车辆等先进装备产

品。在中国化学赛鼎工程公司，王儒林听取了甲醇制

汽油、煤气化等示范工程介绍，了解工艺路线、成本效

益，就煤炭综合利用研究方向、技术路径与专家进行

探讨，他强调，在煤炭遭遇“寒冬”、石油价格走低的形

势下，想走出困境、实现转型，根本要靠科技创新。

他说，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潜力巨大，要加快

从实验室向中试、批量化生产的转化步伐，以股份为纽

带，积极探索高科技人才的紧密合作模式，吸引更多创

新人才，实现技术要素资本化、科研成果产业化。加快

科技创新必须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要借

鉴先进经验，健全体制机制，完善配套服务，对接院所、

企业、人才需求，为双方合作提供平台，让更多科研成

果在山西转化，让更多创新人才圆创业梦。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

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潜力巨大

作为现代中药的领军企业，天士力集团每年都

要接待很多来访者，有国际知名药企的高管、药业同

行还有政府官员。参观后，人们常常发出这样的感

叹:真没想到，中药生产竟然达到如此现代化的水

平！就连美国 FDA 的官员参观后都禁不住竖起大

拇指，表示称赞。

的确，天士力中药生产是全国乃至世界一流

的。然而在这一流水平的背后，铸就了一大批生产

一线创新能手，这其中王凯就是一名杰出代表。

王凯，天士力制药集团一名高级钳工技师，1999

年加入天士力，参与设备革新项目有 190多项，编写

上百台套，几十万字的技术培训资料，从 2011 年以

来 共 完 成 70 多 项 技 术 成 果 ，在 管 理 上 率 先 推 行

TnPM、OPL 措施，为公司节约成本，创造产值累计

千余万元。为此，他在 2010年获得天津市有突出贡

献的技师奖励；2011 年获得天津市技术能手的荣誉

称号；201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补贴；同年获得

“国防工业系统的五一劳动奖章”；2016 年获得“天

津市国防工匠候选人”称号。

走进天士力您会听到许多有关王凯创新的故

事，看到一件件由他创造的科技成果。

事例一：养血清脑颗粒是天士力的一个拳头产

品，如何让这一产品的生产过程连续化，作为一名高

级技师，王凯参与了养血清脑颗粒生产线研发中

URS、DQ、IQ、OQ、PQ 以及后续的 AM、PM 等环

节，涵盖了从设计研发到设备改进，再到运行维护的

全过程的生产流程，突破了中药连续化生产的瓶颈，

实现了中药现代化生产质的飞跃。统计显示：王凯

在这条生产线研发中完成的技术革新部分直接经济

效益 85 万元。此外，他还研发出具备 PE 瓶定位翻

转及智能剔除制具，保证了 PE瓶按照既定轨道顺序

排列，实现了新型制具可以自动补充和自动剔除的

功能。使外观不规则的各种小瓶可以准确定位。他

还设计出一套防止药品泄露的装置，设计安装后当

年就减少了价值约 85 万元的损失，累计创造价值

200万元。

事例二：在中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中，需要引

进国外关键设备，但设备的工艺转化和效率转化始

终是困扰中药行业的一大难题。王凯通过不断钻研

和大胆创新，实现了行业一个又一个的突破。

随着天士力中药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新旧设

备的交替摆上了日程，新的生产线上马是否就将老

设备全部淘汰，还是通过技术改造实现新老设备连

线，作为一线高级技工王凯大胆提出了新老设备的

连线改进方案，成功地实现了即将被淘汰的德国乌

尔曼设备和意大利 CAM 设备的连线生产，节约设

备采购金额 800 万元。与此同时，在他的主持下还

实现了进口的 IMA 设备与淘汰设备的乔富小袋机

之 间 连 线 生 产 ，节 约 设 备 采 购 费 用 260 万 元 。

作为天士力一线高级技师，王凯是一个敢于向洋设

备挑战的人，善于在许多细微之处对洋设备进行巧

妙布局和改进。比如：在他的主持下，他们设计了一

套用于生产线的小盒自动转向装置，巧妙地实现进

口生产线的 U 型生产线布局，节约了厂房面积。在

安装设备中他发现国外引进设备无法在线自动续

料，为此，他研发设计出一套自动加药装置，按照设

备的使用频率自动控制下药的数量，使生产效率提

升了 30%，当年为公司节约成本 12万元。

事例三：在中药国际化的进程中，天士力一直为

中药生产现代化、智能化实践着。在生产实践中他

们采用国内领先的垂直物流的生产模式，避免了以

往的国内企业药品生产因采用平面物流模式和人工

搬运输送物料模式所形成的工人劳动强度过大和效

率低下的现象。为了让这种生产模式更加有效，身处

生产一线的高级技工王凯不断对设备和工艺技法进

行改进。他主持设计了 DXD80 包装设备的照相系

统，提高了生产效率20%，引领药机行业的发展，实现

收益71.36万元/年。他研发出凹凸模修磨技法，这套

方法推广后大大延长了凹凸模的使用寿命，仅此一项

每年节约部件采购费用 28.8万元。他带领团队完成

了设备生产线由半自动化向完全自动化包装的顺利

过度，实施后当年节约生产成本6.88万元；同时，他还

设计开发了通用模具，适应多种不同规格的产品在同

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当年创造经济收益约 13 万元。

此外，他还参与了复方丹参滴丸二代智能滴丸机的研

制，在大型滴制线的研发、建设、运行维护方面提出

近 20项改进意见，年节约成本约 20万元。

事例四：在现代中药生产中，天士力一直起着行

业引领作用。为此，无论是生产工艺还是在设备开

发都需要自主创新，这就更需要一线人员大胆创新

和不断实践。正是这样的环境和条件，给王凯提供

了一个尽显才华的机会，让这样一个小技师创造出

大的效益。他们通过研究、推广的模块化设备，实现

了“一机多能”，也就是同一套设备既可以包装颗粒

剂又可以包装丸剂，实现了一条生产线可生产多个

产品的技术突破。他们研发出定制孔位法数粒计量

灌装设备——新型数粒机，即采用孔位法进行计量，

同时应用照相系统对计量情况进行复核，保证数粒

准确。以上这两项成果都填补了世界制药领域的核

心技术空白。自研发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已为公司

创造了上亿元的经济效益，并成为行业标杆。

事例五：在天士力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王凯班

组。他们在车间管理中率先实施“TnPM 全员生产

维护”体系，创建了手摸、耳听、眼看的“王凯工作法”，

使 PM 工作由静态保养转变为行之有效的实时动态

保养。通过TnPM、OPL等管理措施节约了生产及其

他各项成本共 300余万元。在这个班组通过传、帮、

带，培养出了一支高素质的蓝领队伍，其中有19人取

得技师资格证书，并且有37人已经成长为工序长；他

的徒弟董跃斌在全国性大赛中获奖。2013 年“王凯

班组”被天津市国防工业系统评为“工人先锋号”。

在天士力像王凯的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像王凯

这样的人物也绝非一个。深入班组您会发现，许多

班组每月都要举办一次研讨会，研究技术革新，激活

创新思维。今年天士力又在分布国内外的 34 个班

组中展开了技术创新竞赛。他们通过制度设置，激

活班组技术创新能力，凝聚员工士气，让平凡岗位发

出的创新光芒更加璀璨。

来 自 一 线 的 创 新 能 手
——记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技师王凯

□ 本报记者 冯国梧

■聚焦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马慧芳）日前，仲恺高新区举

办以“计量—提质增效新优势”为主题的研讨会。会

上，科技创新局与惠州市质计所签约共建“仲恺高新区

公共检测技术服务平台”，并对 2015推出的“科技创新

券”具体内容做了详细介绍。

“一个高端的产品不一定是高价格，但一定是高品

质的，企业想降低运营成本，其中产品标准是关键，”惠

州市迪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宣炯华表示，企业

产品标准要靠计量检测数据，而产品合格与否要通过

计量来检测。

区委常委、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区科技创新局局

长周章玉表示，希望更好地普及质监计量知识，增强企

业计量法律意识，在企业中营造好的计量工作氛围。

惠州仲恺高新区创建公共检测技术服务平台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向奇志 沈建
龙）铁建重工日前与埃森哲（中国）在长沙达成战略合

作，打造国内首个地下高端装备领域开放式工业物联

网云平台。

“通过该平台，产品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业界

专家、用户均可纳入平台进行产品数据的共享和利

用，打通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形成全方位智

能服务生态体系和创新服务模式，从而促进整个行

业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刘飞香说，双方合作将以数

字化建设为基础，加速企业产品、制造、服务、管理四

方面的智能化进程。

未来，该公司将进行产品智能化布局，集中进行单

体装备智能化研发，特别是机器人控制技术等。此外，

还将积极打造高度柔性化的智能制造车间和智能服务

生态体系，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和制造过程绿色环保，并

建成行业智能服务云平台。

地下装备行业走上“云平台”

有一部电影《钢的琴》，讲述

钢厂下岗工人，用钢铁为女儿打

造钢琴的故事。

小故事窥探大背景，我们由

此看到了钢的城、煤的城、油的

城、纱的城……这些以传统产业

为“骨架”的城，从计划经济走向

市场，如今却成为沉重、沉疴甚

至沉痛的代名词。

“钢价落到了 20 多年来的

最低水平，”济南钢铁贸易商会

会长高其友说。2015 年钢材价

格从每吨 3000元降到 2000元。

煤炭大省山西，此前进行了

民营收编的大整合，现在占据大

半边天的七大国有煤炭集团负

债总额超过万亿元。

“经济下行，出口受阻，我们

到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

究所所长任兴洲这样界定现在

的传统产业“行市”。

多家媒体调查报道显示，这

些走向市场的传统产业，并没有

完全“走进去”，往往无法按市场

规律办事。例如，市场需要的产

量、产品类型，根本无法反馈到

生产端。“以销定产”是一个最理

想的状态，而事实上过剩的传统

产业几乎是反其道行之。它们

不约而同地拥有大干快上的阶

段，产能急速扩张，其中不乏政

府推动——有些项目难批的时

候 ，政 府 帮 着 跑 ，甚 至 边 干 边

批。笔者采访时每每遇到这样

的经验介绍，都是政府工作执行

力的一个证明。

这些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

它们的转型不仅仅是企业、行

业、产业的事，而是要剥落一个

城、甚至一个省的“沉重”。

“传统产业具备雄厚的基

础，”本期报道调研的滨州市市长

从“沉重”中看到了坚实的后盾。

在山西，2015 年出台了《关于实施科技创新的若

干意见》，提出以科技创新城核心区为依托，推进煤基

科技攻关重大突破，引领支撑煤炭产业“六型转变”。

是时候转型了！这个共鸣不断在各地达成。产业

本身急需摆脱沉重是一方面，国家层面的体制机制创

新更透进了市场的活力。

混合所有制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提出，为转型构建

了制度保障。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的指导意见》提出稳妥推动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

制。改革能够帮助企业获得“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和

“完全的市场化身份”，涉及到人才的身份、股权的分

配、投资的规范和运行的制度性。

“将很大地提升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资源配置的效

率。”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严学峰撰文说。

可见过去地方政府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指导将无法实施。

供给侧改革对应的则是市场需求和产品结构的升

级。以钢铁为例，中国处于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

的中低端，特种钢产量仅占 5%。供给侧改革强调的科

技创新的投入，有针对性地提高我国产业技术的水平，

增加产业整体在国际上的议价权、定价权和竞争力。

诚然，剥落“城的沉重”远不是几个创新科技所能

承载的，“去产能”背后还涉及去与产能关联的人等诸

多领域的问题，作为科技媒体，我们这里只关注创新引

领和推动创新的机制体制破冰，而企业和政府的承担

比这里讨论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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