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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机器作业忙，鱼戏水中鸟飞翔。

曾经煤灰飞扬的淤泥海岸，如今华丽转身，成

为全球首个实现煤炭装卸全流程智能化的煤炭港

口，以及国内首家煤港 AAA级工业旅游景区。

日前，中央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联建互助

第四组第二次活动走进我国最大的煤炭下水

港——黄骅港。记者跟随此次活动探寻了黄骅港

发展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加快打造多功能、综合

性、现代化大港的秘诀。

一人监控整条作业流程

漫步黄骅港，随处可见各类无人化、自动化作

业装备。

翻车机房里，满载煤炭的车厢依次被环形翻

车机自动翻转，煤炭瞬间倾泻而下；煤炭堆场上，

自动化取料机伸着长长的“手臂”，从高高的煤垛

上取煤……

“以前一个人操作一台机器，不停地干活。现

在机器自动化作业，一个人监控一整条作业流

程。”谈起黄骅港智能化转型之路，国家能源集团

黄骅港务公司共享服务中心经理王霞这样总结。

在黄骅港生产二部集控室里，只见几名操作

人员紧盯电脑屏幕，密切关注屏幕上翻车机、堆料

机、取料机、装船机的作业状态。“操作人员主要负

责监控，只需点击开始和结束按钮，各个流程会自

动化作业。”国家能源集团黄骅港务公司生产二部

值班经理王道波告诉记者。

今年 3 月底，国务院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召开 2024 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

也正是黄骅港发展智慧港口的重要途径。

2020 年 4 月，黄骅港打通智能化作业的最后

一个环节——装船机智能化作业，填补了世界散

货港口自动化装船作业的技术空白；2023年 6月，

黄骅港通过综合应用 5G、人工智能语音识别等先

进技术，全面投入应用语音装船技术；今年 4 月，

黄骅港发布国内首套散货港口智能生产操作系

统，它打通了港口上下游数据，可实现生产计划、

设备管理、来港车船信息等内容在线分析。

“我们坚持作业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改造，推动发展提速、提效、提质。通

过自动化改造，煤炭堆场的工作人员减少了 62%，与此同时，港区堆存能力提升

10%，取料作业效率提升 10%，工作强度大大降低。”国家能源集团黄骅港务公司

科技信息中心数字运营科副科长许童童表示。

煤炭大港“运煤不见煤”

沿着朔黄铁路，滚滚“乌金”源源不断进入黄骅港，又从这里装船南下。作

为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重要枢纽港口，黄骅港的另一大特色是“运煤不

见煤”。

“以前在码头工作一天，下班后全身只有牙齿是白的。”一位国家能源集团黄

骅港务公司工作人员笑称，现在即便穿白衬衣上班，下班时也干净如初。

这得益于近年来黄骅港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持续打造绿色环保港口的努力。

“瞄准煤炭港口煤尘治理难题，我们打出了抑尘、降尘、集尘‘组合拳’。”

许童童谈道，黄骅港创建了煤炭港口“翻卸、堆存、转运、取装”全流程煤尘治

理技术体系，自主研发本质长效抑尘技术，根治了长期困扰煤炭港口的煤尘

治理顽疾。

以翻车环节为例，当列车车厢被自动翻转，满车煤炭倾倒而出的同时，翻车

机两侧会喷洒出细密的水雾。这些水雾由干雾抑尘系统生成的直径 3微米到 10

微米、不断振动的水颗粒组成。它们分层喷洒，有效附着在煤尘颗粒上，抑尘率

可达 98%。

在黄骅港露天煤炭堆场，煤炭堆成连绵不尽的小山丘。不时可见空中薄薄

的水幕喷洒而下，煤尘却难觅踪迹。

“针对露天煤炭堆场粉尘难以控制问题，我们设计了智能水幕系统。它的应

用使露天煤炭堆场总悬浮微粒物浓度降低 40%，常年保持在国家标准限值的

18%以下。”许童童说，去年 10月，黄骅港“绿色港口建设”交通强国试点项目通过

现场验收。

智能技术和绿色技术的创新运用，为黄骅港的能源保供工作提供了强大支

撑。2023年，黄骅港完成煤炭装船 20948.6万吨，煤炭装船和卸车量均超 2亿吨；

今年 1月至 4月，黄骅港累计完成煤炭装船量 7244万吨，同比增长 8.7%,占我国煤

炭下水总量的 31.3%，有效保障了我国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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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受高压脊和暖气团东移发

展影响，我国京津冀、河南、山东及苏

皖北部等地高温迅速发展，截至 6 月

10 日下午，山东、河北有超过 20 个国

家气象站最高气温突破当地 6 月上旬

极值，河北南部、山东北部的部分地区

气温超过 40℃。

当前正是北方秋作物播种和苗期

生长的关键时期，多地面临高温干旱双

重“烤”验，做好抗旱工作对保障粮食安

全意义重大。

多部门开展联合行动

据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官方微

博消息，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 6 月

11 日联合发布农业高温干旱风险预

警：预计 6月 11日—14日，华北、黄淮有

持续性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

达 39℃ —42℃ 。 高 温 将 加 快 土 壤 失

墒，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东

部、河南大部等地玉米、大豆播种进度

以及出苗生长遭受高温干旱灾害的风

险较高，易导致缺苗断垄。

此外，网络上关于山东沂蒙山区

大旱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山东省蒙

阴县摸排受旱影响情况，细化供水用

水方案，做好抗旱技术指导，积极组织

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打井抗旱作业，适

时开展人工增雨等措施，全力确保人

畜饮水和农业生产灌溉需求；山东省

临沂市水利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

抗旱保供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用水稳定。

河南是此次旱情较为严重的省份

之一。6月 12日，河南省气候中心发布

干旱橙色预警：根据最新气象干旱监测

显示，河南省 16 个地市 72 个国家级气

象站监测气象干旱达到重旱等级以上，

并已持续 10天。

旱情就是命令。“我们已经下发紧

急通知，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迅速安

排部署，落细落实抗旱责任，已经出现

旱情的地区，要依据研判结果，适时启

动应急响应，为抗旱减灾赢得主动。”河

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说。

根据部署，河南省应急管理厅组

织防汛抗旱调研检查组指导做好防范

应对工作，加强会商调度研判，指导各

地对装备物资进行维修保养，做好拉

水送水准备；河南省水利厅加强灌溉

水源调度管理，根据下游抗旱灌溉需

要，加大下泄流量，最大限度保障灌区

灌溉用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

于开展秋作物抗旱抢种保苗的紧急通

知，派出 12 个工作组分包省辖市督促

指导；河南省气象局 6 月 9 日 8 时启动

了重大气象灾害（高温）Ⅳ级应急响

应；河南省电力公司优先保障抗旱用

电需求，提高对机井供电设施巡视检

测频次；中石化河南分公司、中石油河

南分公司加大油料储备力度，满足抗

旱需要，充分利用移动油车为抗旱提

供用油服务……这一套“组合拳”，打

出了河南抗旱保秋的决心。

科技“解渴”有妙招

在河北省正定县新安村麦田里，

“新农人”何建伟正顶着高温浇地抗

旱。记者见他将浇灌主管道顺着麦垄

铺设好，又横向铺设了数条支管道。“这

是我们新创的一种‘微喷带’浇灌方

式。”何建伟告诉记者，这种方式不仅

可以通过主管道控制支管，还可以使水

流顺着麦垄流动，以此提高浇灌效率，

减少用水量。在他流转的 7000 多亩麦

田里，全部铺设了这种“微喷带”。

“没想到这个探墒播种抗旱保苗技

术出苗效果这么好，再也不用以前那样

眼巴巴地盼下雨了。”在山西省晋中市

榆次区李坊村，村民韩明堂望着地里齐

齐整整的玉米小苗不胜欢喜。

今年，韩明堂在山西农业大学有机

旱作农业创新团队指导下，应用了“旱

地玉米探墒播种抗旱保苗艺机一体化

技术”。据介绍，该团队研发的玉米探

墒抗旱播种机不仅适宜山坡、山旱地、

小地块播种，而且最新改进的一代机器

还增加了种子镇压装置、施肥播种监控

系统、云平台监控系统，提高了智能化

水平。

科技让干旱变得“可预测”，也让预

判在抗旱中发挥了重要价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旱区节水农业

研究院教授任小龙告诉记者，结合往年

经验及遥感技术，他所在的团队已预测

到这一时期会有高温干旱发生，主要影

响陕西关中等“两熟区”秋粮作物，干旱

严重可导致夏播的复种玉米不能及时

出苗。“我们在玉米播种时就采用了相

应的旱作耕作及栽培技术，也提前预定

了无人机为示范田玉米喷洒药剂，补充

营养剂的同时，可以通过叶面补充部分

水分，降低叶面温度。”任小龙说。

战高温抗旱情 保育苗稳生产
——全国多地积极应对双重“烤”验

◎本报记者 孙 越 韩 荣 王延斌
陈汝健 王禹涵

强信心强信心 开新局开新局
◎本报记者 刘园园

近年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
金锁镇坚持党建引领，创新“共享
厂房”模式，破解各村资金、工业用
地、项目等不平衡难题，多方参与
共建厂房，实现收益共享，不断壮
大村集体经济，促进群众就业、企
业发展。

图为 6 月 12 日，在泗洪县金
锁镇一家纺织企业，员工在车间
忙碌。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共享厂房”

拓宽致富路

6 月 11 日 ，在 青 海 省 西 宁 市（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川工业园区

“光伏一条街”的天合光能青海大基

地内，1536 台拉晶炉子在拉晶车间满

负荷运转。

“哪怕是毫秒级的电压波动，都会

影响企业的生产质量。”该园区内相关

企业负责人说，包括晶硅在内的重点行

业都对稳定用电有着极高要求。

如何满足客户用电高要求？国网

青海省电力公司应用了电网全自动集

中型馈线自动化功能，让配电网具备自

愈功能，实现故障自动处理。截至 5 月

底，该省累计完成 1889 条配电自动化

线路建设，城市核心区域配电自动化线

路覆盖率达到 100%。

放眼青海，清洁能源集约化发展

势头正劲。聚焦电力保供和能源转

型核心任务，青海加快构建新型电力

系统建设，系统推进“源网荷储”协同

互动，为绿色高质量发展强引擎、添

动能。

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

近日，青海格尔木弥盛 50 兆瓦/

100 兆瓦时构网型储能电站顺利并网

运行，可有效提升海西地区新能源消纳

比例，这是青海省内首座并网运行的构

网型储能电站，也是青海加快建设新型

电力系统解决新能源消纳和电网稳定

问题的又一创新实例。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提升现

有条件下的储能占比成为解决风光电

源发电消纳问题的关键因素。”6 月 12

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

水电和新能源处处长鲜文军告诉记者，

开展“储能+新能源”协同运行调度控

制，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各类储能价值，

满足电网支撑、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

等不同类型的需求。

青海清洁能源禀赋优越，为切实把

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青海省人民

政府印发了《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

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工作方案

（2022—2025 年）》，青海新型电力系统

建设全面提速提质。

今年一季度，青海新能源装机达

3879 万千瓦、占比 69.7%，新能源发电

量 127 万千瓦时、发电量占比 51.3%，

青海电网稳步构建起新能源装机、发

电量占比“双主体”发展格局，初步具

备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形态。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重要的区

域能源接续基地，青海正加快储能产

业布局，《青海省“十四五”电化学储能

统一规划建设工作方案》已于年内通

过专家组评审，深入挖掘“源网荷储”

主动协同能力，在风光水火储多能互

补、储能电站优化调度运行、大规模储

能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等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取得

阶段性成果。

持续提升供电保障水平

端午节前的三场降雪，让青海省海

北藏族自治州央隆乡至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苏里乡的唯一一条山间通道

交通阻滞，使正在进行中的 35 千伏海

西苏里输变电工程塔材运输工作被迫

停下来。

“要翻越夏尔格雪山，这是工程材

料运输的唯一一条通道。交通恢复后，

我们要抓紧组织骡队运输，力争在一个

月内运完 132 基塔料，为接下来组塔施

工作好准备。”该工程项目负责人窦健

说，由于苏里乡位于祁连山脉褶皱地

带，天气异常多变，工程有效施工期短，

要保证工程 9 月底投运，可以说是困难

重重。

“ 我 家 里 用 的 是 光 伏 板 ，电 不 够

用，电压也不稳，就等着通大网电，把

家里的洗衣机、冰箱用起来。”牧民闹

吾东周指着墙角的洗衣机和冰箱说，

这些家电还是结婚时的陪嫁，因为用

不上只好装了米面，一家人翘首盼望

着工程建设投运。

正在加快建设的青海 35 千伏海西

苏里输变电工程和 110 千伏玉树吉尼

赛输变电工程，实现大网通电后，将有

2354 户农牧民群众告别缺电，开始电

气化新生活。

为持续深化电力普遍服务，加强农

网基础建设，10 年来，青海先后完成无

电地区通电、“三区三州”电网建设、农

网改造升级等攻坚任务，解决了省内 8

个县域孤网运行以及 6 个县域电网与

主网联系薄弱问题。今年，青海还将计

划投资 28.52 亿元，用于持续巩固农村

牧区电网建设，以设施升级全面提升农

村配电网水平。

青海：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注入澎湃绿能

科技日报北京 6 月 12 日电 （记

者付丽丽）记者 12 日从中国南水北调

集团获悉，截至 6月 12日 15时 20分，南

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自 2014年 12月全

面通水以来，累计向北京市调水量达

100 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超 1600

万，中心城区供水安全系数从 1.0 提升

至 1.3，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Ⅱ类及以上。

据介绍，北京市水资源曾严重短

缺，南水北调工程开工之前，北京多年

平均年人均水资源量不到 100 立方米，

远低于国际公认的年人均水资源量

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

2014 年底“南水”进京后，北京市

年人均水资源量由 100 立方米提高到

150 立方米左右，极大缓解了首都水资

源紧缺形势，有力提升了城市供水安全

保障水平，也为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

机场等重点区域提供了水资源支撑。

近日，随着昌平新城地表水厂进行

通水调试，北京接纳“南水”的水厂已达

15 座。北京市逐步构建起与首都定位

相适应的水资源保障体系。北京市南

水北调配套工程沿北五环、东五环、南

五环及西四环形成一个输水环路，全长

约 107 公里，满足了“南水”、密云水库

水、地下水三水联调需要。

目前，“南水”已占北京城区供水的

70%以上，供水范围基本覆盖中心城

区、城市副中心、经开区等区域。北京

市利用南水北调配套密云水库调蓄工

程反向输水，累计向密云水库、怀柔水

库、大宁调蓄水库、十三陵水库等存蓄

水量约 8亿立方米。2021年 10月，密云

水库蓄水量达到 35.79 亿立方米，创建

库以来最高纪录。

此外，中线一期工程通水后，通过

水源置换，源源不断的“南水”增加了北

京生态文明建设的底气，长期被城市生

产生活挤占的生态用水得到退还。北

京水资源公报数据显示，北京生态环境

用水量从 2014 年的 7.2 亿立方米，增加

到 2023年的 16.36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京调水100亿立方米

◎本报记者 张 蕴 通讯员 王宏霞

（上接第一版）
面向“一带一路”供应链需求，福

建省智联云供应链科技经济融合服

务平台依托福建理工大学，联合省内

37 家企事业单位，借助人工智能、大

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打造下一代跨

境电商产业。核心成员庄伟卿团队

与福建窄门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

数据交易商城平台，推动“数据及其

权属标注”关键技术实现突破，解决

了数据市场无序问题，为数据定价奠

定了基础。

依托高校前沿科研能力，福建省

数字环境与健康科技经济融合服务平

台在福州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牵

头下，联合福建省环境科学学会、省人

工智能学会、福建省疾控中心等 40 余

家单位，形成多学科、跨领域的“集团

作战”。

福建省海洋生物科技经济融合服

务平台开发的新产品海洋动物新型抗

菌肽制品，申请了两项国际专利授权，

提升了我国海洋动物抗菌肽产品的国

际影响力。

近年来，在国际橡胶测试领域，

我 国 科 研 人 员 取 得 了 重 大 突 破 。

2022 年 5 月，他们联合制定发布的橡

胶测试国际标准，填补了相关空白，

一经发布便被英国、欧盟等国家和组

织采标。

培育新质生产力，
为产业插上腾飞翅膀

福建省科协积极引导各大科技经

济融合服务平台，结合工作实际，在智

能制造、中西医结合、氟化工等领域，

开展全链条的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

搭建好科研成果转化的桥梁，推动科

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如福建省智能制造科技经济融合

服务平台依托华侨大学，面向南安、安

溪等地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相继突

破机器人 3D视觉扫描、大板智能刷胶

等 4 项关键技术，为福建晶安光电有

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新增了 18.01 亿元

产值。

由福建省中西医结合心血管慢病

转化医学科技经济融合服务平台主导

研发的“清达颗粒”，获批临床试验，是

福建省创新中药研发产业的一项重要

突破；福建省海洋产品科技经济融合

服务平台联合企业，研发了海洋多糖

循环逆流提取技术和智能生产技术，

为企业增加产值 2000多万元……

自 2020年 12月以来，福建省科协

已建成 5 批、共 31 个科技经济融合服

务平台。各平台对接服务企业 406

家，解决重点产业技术问题 66 个，实

现 226 项技术转移或成果转化，技术

转让合同金额超亿元。相关经验被列

入中国科协“新时代科技社团创新发

展论坛”典型案例。

游建胜表示，福建省科协将开展

“弘扬科学家精神 勇当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排头兵”系列活动，推动科协工

作进一步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加快培

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助推高水平创新

型省份和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贡献智

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