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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江铃重汽新上市的“威龙”

江铃高端重卡牵引车在武汉车展上凭借高颜值、低油耗、低

排放的优势，被评为“2018中国年度卡车”。

这款汇聚全球 1800名设计师智慧的江铃重卡，发动机

核心的钢体和钢盖采用了山西企业开发的新材料蠕墨铸

铁，与传统灰铸铁相比，这种新型材料抗疲劳强度增强近一

倍，发动机重量减轻 10%到 20%，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

未来这里每年将有 80000台发动机和 80000辆整车下线。

山西绛县的亚新科公司为“威龙”提供了蠕墨铸铁技

术，实现了工艺的国产化并将这款产品销往欧洲市场。一

辆汽车有 3000多个零部件，涉及到 300多家供应商，汽车产

业也成为一个引领经济转型发展的龙头支柱产业，有着吸

收科技成果强、带动面宽、拉动劳动就业量大的特点，因此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重点引进并支持汽车龙头企业及配套

项目落户。园区内还将落地重汽产品研究院，形成了龙头

企业加配套产业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以科技创新新动能

共同引领综改示范区汽车产业集群加速成长。

而在山西大运汽车新能源实验室，一台仪器正在进行

整车控制的柔性测试，仪器的另一端连着一个方盒子。“它

就相当于汽车的大脑，包含了整车安全运行、能源管理、电

磁兼容等 20多项科学创新技术，这些创新技术使整个车辆

的性能更好，安全系数更高。”大运集团研发一部经理张晓

说，“我们建立了山西省唯一的一家新能源实验室，我们的

新能源车型已经应用了我们十几项新技术。”

在整车车间，大运4.5吨电动物流车每天下线100台。这

些车通过不断的优化和多项技术创新之后，和过去相比较整

部车的轻量化减轻了3%，同时它的里程数也提高了5%左右。

今年，大运集团生产新能源汽车超过3000台。通过不断调整

产品结构和技术革新，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

长点。目前已取得新能源汽车技术专利9项，已经投入生产的

有微型面包车、微型重卡、微型客车等100多种车型。

每年都能把 500到 600个新车型推向市场，每年的销售

额都在以数十亿元的速度递增。漂亮的成绩单来源于企业

不断提高的核心竞争力，如今坐拥 600 多项专利技术的大

运集团今年还将在设备、厂房等方面追加 5亿元投资，继续

扩大生产。

今年前三季度山西汽车产量增长 9.8倍，其中新能源汽

车增长 1.4倍。10月份，汽车产量增长 5.7倍，其中新能源汽

车更是增长了15.5倍，山西汽车产业正在全面加速。按照规

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山西汽车产业发展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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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廉君）近日，河北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联组会

议就关于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

露天焚烧进行专题询问。

有人把这次问询比作是对《河北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

焚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一次“体检”。

2015年，河北省出台这一《决定》走在了

全国前列。11 月 14 日至 18 日，河北省人大

常委会组成执法检查组，对全省贯彻实施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决定情

况开展了执法检查。

河北是农业大省，全省每年秸秆资源量

约为 6176 万吨。露天焚烧秸秆也成为河北

的“心肺之患”。

《决定》实施以来，经过疏堵结合，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监管，建立了“全面

覆盖、网络清晰、分级管理、层级负责、责任

到人”网格化属地管理体制，县乡村层次签

订责任状，把禁烧责任落到每一个村庄角

落、每一个田间地头、每一个责任人。2017

年，河北全省秸秆综合利用率预计达到 96％

以上，其中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料化

和原料化利用分别占 66.6％、25％、5.1％、

1.4％和 1.7％。由此，不难看出其综合利用

上仍然存在不合理的现象。

河北省人大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范照

兵说，这“五化”的比例，显然是不合理的，

66％的秸秆还田不仅影响了土地的耕作，还

大量地浪费了资源，绝不能一烧了之，还须

把综合利用与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结合起

来，延长秸秆利用产业链，使之变废为宝。

询问过程中，询问人员既询问又献策。

河北省发改委、科技厅、财政厅、环保厅、

农业厅、林业厅、金融办的主要负责人就制定

有利于促进秸秆综合利用发展的财政、投资、

用地、用电、信贷、保险等扶持政策和科技支

撑回答了人大常委、专委和代表的询问。

河北省副省长李谦表示，坚决打赢蓝天

保卫战，努力把小秸秆做成大产业。

解决“心肺之患”再不能一烧了之

今年河北秸秆综合利用率将达96%

■聚 焦

11 月 30 日，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茫茫戈壁滩上，

气温已经接近零下二十摄氏度。

但人们的心却是火热的。当日,由中冶集团核心子

企业——中国五冶集团（以下简称“中国五冶”）承建的

青海一里坪盐湖锂矿锂硼钾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30 万

吨/年氯化钾项目（以下简称“一里坪盐湖项目”）主体

工程落成并启动试车。这意味着中国五矿集团和中冶

集团战略重组后，在国内矿产资源市场的首次深度合

作结出硕果。

逐梦柴达木，鏖战一里坪。身穿“中冶蓝”的五冶

人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在广阔的戈壁滩上谱写了一曲

壮丽的高原礼赞！

不负重任
以优质履约体现中冶实力

时间回到 2017 年 2 月 24 日，一则喜讯从远在青海

的五矿盐湖有限公司抵达成都，中国五冶集团成功中

标一里坪盐湖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采输卤、盐田及矿区

防洪工程，30万吨/年氯化钾生产装置及配套办公生活

设施工程，外部供水工程以及外部供电工程等四部分。

喜讯的背后更有重大的意义。该项目是中国五矿

集团和中冶集团战略重组后在国内矿产资源市场的首

次深度合作，也是当地实现“效率海西”的重点工程项

目，将推进一里坪盐湖资源的综合开发，加快打造锂、

钾、硼等多种元素开发产业集群，助力柴达木盆地国家

级循环经济试验区建设，为青海省、海西州的经济发展

作出贡献。

重任在身，不辱使命！中国五冶集团精心组织，科

学安排，选派精兵强将，2017 农历新年还没有结束，项

目人员就陆续进场开始 117km 外部供水管线、57km 外

部输电及钾加工厂施工生产工作，转战方圆百余公里。

这是一场硬仗，仅是钾加工厂装置占地就接近 90

万平方米，包括综合利用、工艺生产装置、生产辅助等

40 多个建筑物，涉及专业多，基础防腐要求高、工序复

杂。此外，钢结构、非标设备制安量达 6400 余吨，工程

量大、种类多，工艺设备种类多，安装时间集中。

这也是一场苦战，以外部供水工程为例，从水厂到

项目驻地全线总长达到 117.6 公里，途经沼泽地、湿地、

草原、沙漠等地区，不仅大大增加了建设难度，更对施

工人员的体力和精神提出了巨大的考验。

以最快速度推进，自 2 月底进场施工到 6 月，项目

团队在清一色的无人区架起了中国五冶有史以来最长

的输电线和最长的输水管线，保障了后续钾加工厂及

盐田施工的顺利推进。

以过硬质量履约，为克服供水线湿地、盐碱沼泽

段管沟开挖时塌方和流沙问题，项目团队彻夜研究制

定施工作业方案，动员可动员的力量，确保开挖——铺

管——焊接——回填有效有序实施。而在建设钾加工

厂的过程中，项目团队则采用分区同步推进，交叉施工

的方式进行作业，提升效率。

一个个节点，一幕幕瞬间，项目人员一天也不耽

误，一天也不懈怠，精化、细化、优化每一个项目管理流

程和细节，经过九个多月的奋战，在盆地深处建起一

座现代化工厂，在广袤的戈壁上勾勒出中冶实力！

艰苦奋斗
在大漠戈壁展现中冶精神

恶劣的环境，是该项目的最大挑战。

这是中国五冶有史以来条件最为艰苦的项目，在

项目推进过程中，项目团队克服无水、无电、无通信和

缺氧等诸多困难，经受了烈日、干旱、寒冷、狂风、流沙、

沼泽、沙尘暴等多重考验。

在项目尚未通水通电的前期，这种艰苦尤甚，没有

淡水，员工们一个月才能洗一次澡。饮食上也没有新

鲜食物，每逢出工，工作人员只能带上馒头和矿泉水，

馒头又干又硬，矿泉水也透心凉。

在外部供水线路勘查过程中，项目人员随时要面

临沼泽、沙地、盐碱地等未知地理环境的挑战，当汽车

实在无法前行的时候，项目工作人员就毅然跨出车

门，肩扛设备，手提物资，徒步前行十几公里勘查，饿

了就搪塞几口馒头来充饥，渴了就抿几口矿泉水来止

渴，来回二十几公里的路程，虽然鞋被擦破，脚磨出了

水泡，他们仍积极奔走，硬是在短时间内摸清了全线

的情况。

恐怖的沙尘暴袭来时，狂风卷起漫天灰沙，几米外

不见人影，沙子打得脸生疼，空气呛得人张不开嘴。虽

然施工人员“全副武装”，但是风沙还是时不时的钻进

他们的耳朵或者脖子里。数十里外送来的可口饭菜，

一打开便有细沙钻进去，每当吃着夹着细沙的饭菜时，

大伙儿就会打趣地调侃，吃在嘴里的滋滋啦啦响声，显

得饭菜更有嚼劲，工作起来也更带劲。

此外，这里的天气异常多变，昼夜温差极大，中午

时大伙还穿着单衣滴着汗珠在干活，而晚上时大伙都

得穿上厚棉袄和大棉鞋，有的还在安全帽里戴着棉帽，

如果实在太冷就得生起煤火来取暖。

敬业、忠诚、团结、进取。在柴达木盆地的腹地，方

圆数百公里茫茫戈壁上，只有施工处的机器轰鸣，却好

似一曲动听的旋律，演奏者恰是这 28 位平均年龄 38 岁

的中冶人，项目团队呕心沥血，勇于奉献，在与风沙、严

寒、缺氧的搏击中，谱写了一部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

动人篇章。

“我是首批入住项目的青年员工，在这里，我们大

家亲如兄弟，齐心协力，不为外部恶劣环境和困难所击

倒，积极为项目的履约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更好展现

自我价值。”青年员工刘洋如此评价这段难忘的经历。

张吉祥是老五冶人，几个月下来，他的脖子上全是

大大小小的疤痕。“都是沙尘暴打的，很疼，不过忙着忙

着就不疼了。”老张朴实憨厚，不仅做到爱岗敬业、不负

使命，还为年轻项目管理人员树立了榜样。

项目部白色的围墙上，印刷着“一天也不耽误 一

天也不懈怠”朴实厚重的中冶精神，格外醒目。

大力支持和关怀员工，中国五冶多次对项目员工

进行慰问，送去了防晒霜、双肩包、防暑药物、保暖物件

以及各类鱼罐头和水果罐头，在项目上开展了形式丰

富多彩的趣味活动。

紧密合作
打造国企改革样板工程

亲如一家，是项目建设过程中，中国五冶与业主五

矿盐湖有限公司双方最真切的感受。

以国企改革、“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新机遇为契

机，中国五矿与中冶集团实施战略重组，有效推进企业

内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开拓内部市场，重新优化

连接了产业链各个环节，形成了全产业链贯通的比较

优势，在全球金属矿业领域率先打通了从资源获取、勘

查、设计、施工、运营到流通、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形成

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冶五冶积极落实中国五矿集

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冶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国

文清在“打造千亿内部市场”专项推进会上的相关要

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谋求与中国五矿集团下属

相关单位合作，投身于“千亿内部市场”建设。

作为双方战略重组后在国内矿产资源市场的首次

深度合作，该项目为上述独特的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作

出了最有说服力的样本。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中国五冶和五矿盐湖有限公

司紧密配合，特别是在艰苦的条件中，五矿盐湖有限公

司全力支持项目部在草原戈壁及其他无人区的临设组

建，线路勘查，材料运输及当地牧民协调管理工作，有

效地推动了输水管线在复杂地质地貌、环境恶劣、资源

匮乏的情况下推进工作。同时，五矿盐湖领导班子长

期到现场盐田采卤、外部输电、钾加工厂等各个作业面

进行带班检查、工作指导、职工慰问，了解复杂环境职

工的生活工作情况，提出宝贵意见，共同解决具体问

题。而项目团队也不负重托，工程获得了甲方、监理的

一致好评。

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中国五冶与五矿盐湖有限

公司再续前缘，承建一里坪盐湖 200 吨/年碳酸锂中试

项目。这进一步深化中冶集团与中国五矿集团的内部

市场合作，同时也进一步使得中国五冶集团融入了“千

亿内部市场”建设。

戈 壁 上 的 蓝 色 礼 赞
——中国五冶集团青海一里坪盐湖项目建设纪略

王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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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三天的“2017中国科学院（河南）科

技成果发布暨项目对接会”近日在郑州闭

幕，中科院 30 多个研究所向河南省发布了

500余项最新科研成果。其中，“非烃气体光

谱录井仪”等多个项目现场签约。

这已是中科院在河南举行的第 8次全省

规模的“成果发布暨项目对接会”。目前，中

科院已有 59 个研究所的 470 项科技成果在

河南转移转化，使河南地方企业新增销售收

入由 2009年对接前的 35亿元增长到 2016年

的 332 亿元。中科院今年 3 月公布数据显

示：河南地方企业新增的 332亿元销售收入，

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江苏和广东，显示了

河南企业旺盛的技术需求和强劲的成果转

化能力。

吸引 15名院士、572
名研究员和637名博士来
豫工作

河 南 是 一 个 科 技 资 源 相 对 较 弱 的 省

份。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希望省科学院围

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化与国内外知

名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合作，争取中国科学

院在豫设立研发机构，弥补河南创新短板。

2010年 4月 19日，河南省政府与中科院

共建“河南省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中心”，作为综合性技术转化机构。2012 年

12月，又设立中国科学院河南产业技术创新

与育成中心，与“河南省中国科学院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中心”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河南中心设立 7 年多来，在各省辖市又

建立区域分中心 13 个，组建专业分中心 7

个，工程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平台

16个，为中科院科技成果在河南转移转化提

供了有效载体支撑。先后吸引了中科院 15

名院士、572 名研究员和 637 名博士来到河

南，同时聚集了河南省内科研单位、高校、企

业的 1200 多名中高级科研人员开展联合研

发，形成了以项目为抓手，以中科院研究院

所为主导，省内科研单位、高校、企业参与的

协同创新的新格局。

河南省与中科院合作，不仅建设了完善

的成果转化体系，而且推介对接了一大批中

科院科技成果。还组织协调择优支持院地

合作项目、科技支撑项目、科学院联盟项目、

河南中心成果转化项目共计 136 项，先后获

得国家专项、中科院、地方财政经费共计

1.55亿元，引导企业投资 18.83亿元。

签署 10 个院市合作
协议，开展院企合作项目
近600项

目前，河南省科学院已与 10个省辖市签

订了全面合作战略协议，加强院市合作，开

展院企合作项目近 600 项，累计为 700 多家

企业提供了科技创新服务。

河南省科学院院长童孟进介绍，河南省

科学院在新时代确立了这样的发展目标：努

力建成全国有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中西部地区高层次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的集

聚高地、河南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基

地、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端科技智库，为

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针对企业的技术需求，他们与企业开展

了不同形式的合作：发挥在相关专业领域积

累的智力优势和信息资源，在深入调查论证

的基础上，帮助企业理清发展思路，制定研

发方向和发展战略；地市企事业单位发挥市

场渠道、经营管理、资金等优势，对符合需求

的省科学院系统研究所已有的技术，直接进

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

产品升级；地市企事业单位需要的技术，省

科学院系统研究所暂时没有，但经过论证，

有能力通过研发解决，与地市政府科技管理

部门组织协同攻关。

在实验室研发阶段，以企业投入为主，地

市政府配套投入；在中试阶段，以地市辖区内

企业投入为主，省科学院配套投入，直辖市适

当资助；在技术产业化阶段，以地市辖区内企

业投入为主，省科学院、地市政府双方适当资

助。取得的技术成果在地市企业转化，院所

通过技术许可与转让取得合理的收益。

对地市主导产业共性关键技术，河南省

科学院系统研究所研发力量不足以顺利解

决的，由省科学院利用长期积累的合作关

系，通过和中科院，以及国内外其他科研机

构、高等院校合作，联合地市辖区内的企业、

高校等，共同申请省部级科研计划项目，组

织开展“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对创

造的科技成果，按照合同约定在当地进行转

化，由各方分享收益。

中科院 59个研究所 470项成果在豫落地

把中国顶级科研机构“搬”到河南来
本报记者 乔 地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李献萍 记者王
建高）在课前，学生通过 PAD 快捷选择学

习资源，这些资源或由老师推送给学生，也

可以由学生直接从学校的资源平台中找

寻，为学习新内容储备知识。随后，学生可

自学提出问题，在课前将问题通过 PAD 反

馈给老师。上课时，学生能够通过 PAD，

根据之前的问题进行合作学习，掌握重点，

突破难点。这是青岛长阳路小学 PAD 课

堂教学活动带来“智慧教学”的魅力。

青岛长阳路小学校长李辉介绍，为了

推进信息化进程，学校创新“互联网+教育”

的新模式，在PAD课堂推进过程中，在互动

课堂、智慧管理和 APP 家校沟通方面取得

了很多成果，实现了技术让教学更智慧、让

管理更智能、让沟通更便捷。全员参与，先

学后教。学校既要求公开课或者比赛课使

用 PAD，更要求全体教师（不分年龄）都参

与学习、参与试用，执教PAD课。

图为青岛长阳路小学师生们利用 PAD
上课。 本报记者 王建高摄

学生“抱”着
PAD上云课堂

12月1日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目前，我国每年新发现艾滋病感染者在10万人以上，世
界新发现感染者达180万人。2008年，在国家发改委支持下，吉林大学成立了首个艾滋病疫苗国
家工程实验室。图为该实验室科研人员在动物实验区内观察小白鼠样本。新华社记者 许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