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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创软件基金颁奖
本报讯 11 月 25 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十六届中

创软件基金颁奖仪式上，来自清华大学的武永卫博士、吉

林大学的胡亮博士以及东南大学的李必信博士成为本年

度“中创软件人才奖”获得者。中创软件基金由中创软件

于 1995年出资设立，旨在支持和鼓励计算机软件领域优

秀的青年工作者，推动民族软件产业的发展，2002 年通

过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

奖”的资格认证，成为其中唯一专门面向计算机软件领域

的奖项。 （李晓彬）

我国电力机器人有了一双“慧眼”
本报讯（记者魏东 通讯员张劲）11月 19日，由山东

电力研究院等单位完成的“电力机器人视觉伺服目标定

位系统”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输

电线路无人机巡检自动识别和跟踪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

水平。据介绍，该系统采用高速 PCNN 算法、模式分析

方法，通过系统闭环控制实现了检测设备对目标物的精

确定位和跟踪伺服，解决了电力机器人运动误差造成的

目标偏离视场范围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机器人对不同

需求的巡检能力。该项目的推广应用，将大大提高巡检

机器人和无人直升机巡检系统的智能化程度，为电力系

统安全运行提供技术保障，并降低劳动强度，提高作业效

率，保证工人的人身安全。

山东电力集团发布企业标准体系
本报讯 11 月 23 日，山东电力集团公司发布企业标

准体系，标志着该公司在持续管理创新之路上又迈出了

关键一步，实现了管理模式从传统经验化、制度化逐步向

标准化和信息化转变。该公司新发布的标准体系包含

7332 项技术标准、2552 项工作标准、544 项管理标准和

809 项规章制度，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横向覆盖供

电业务和全部直属产业，纵向贯穿省市县公司三级，实现

了技术标准全业务覆盖、管理标准全流程覆盖、工作标准

全岗位覆盖，做到了全面一体化；二是同步推进制度体系

建设，实现管理标准与规章制度协调统一；三是开发建设

标准化管理集成系统，并率先在物资模块上线运行，实现

了标准化与信息化、标准体系与业务体系的真正融合，确

保了标准的有效落地。 （徐可）

山东电研院一国际先进成果诞生
本报讯 11 月 19 日，由山东电力研究院等单位完成

的“机器人在智能变电站顺控中的应用研究”通过科技成

果鉴定。该项目整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变电站室

外设备状态识别技术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该项目首次将变电站巡检机器人与智能变

电站顺控系统集成，实现了对被控设备状态的自动识别

与校验，为变电站一键式顺序控制操作提供了技术支

撑。针对室外变光照和复杂背景的非结构化环境，通过

图像预处理、SIFT 特征匹配，支持向量机的改进，实现了

开关、刀闸分合状态及刀闸合位可靠性的识别。基于磁

传感器和 RFID 技术，通过弗洛伊德算法实现基于磁轨

迹双向导航的最优路径规划，满足了顺序控制中巡检机

器人快速到达检测目标的要求。 （张劲）

中国制造业创新峰会召开
本报讯 分析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剖析数

字化时代的产品创新体系。11月 25日，由山东省科技厅

指导，山东山大华天软件有限公司等三方联合主办的以

“构建数字化时代的产品创新体系”为主题的“2011（第七

届）中国制造业产品创新数字化国际峰会”在济南召开。

该峰会通过主题演讲、嘉宾互动、现场交流等形式，为企业

代表与信息化厂商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更帮助制造企业

了解自主创新体系建立和产品创新方法，提高信息化技术

在企业中的应用效果，并与企业第一线的实践专家共同探

索两化融合大趋势下，制造企业产品创新之道。来自航空

工业集团、北车集团、三一集团等全国20多个省市的近千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年度盛会。 （徐晓燕）

山东海警推行“海上联动船”
本报讯 （刘延安 刘洋）近日，山东海警一支队为深

入实施爱民固边战略，创新举措，在辖区范围内推行了

“海上联动船”机制。11月 29日，该支队二大队与驻地大

鱼岛渔业合作社在威海大鱼岛码头举行了“海上联动船”

启动仪式，为先期选举出的法制意识强、群众基础好的渔

船船主发放了“海上联动船”标识牌，并与其签订了联创

协议书。此次创建“海上联动船”，旨在创新海上警民联

动机制，通过建立定期会议制度、联合信息研判、海上治

安联防、定期开展法律培训等措施，充分发挥群众主动

性，使其积极参与到海上治安管控中，共同构筑海上辖区

安全稳定屏障。

泗水地税局积极开展新税法宣辅
本报讯 （通讯员王同斌）为确保新税法的贯彻和实

施，日前，泗水县地税局积极展开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培

训、宣传和辅导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该局要求各基层税

务所精心组织，全面展开对本地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

辅导和培训。通过培训、宣传和辅导，使系统内干部职工

正确掌握相关项目税款的具体计算和政策衔接规定。在

宣传中，他们把《个人所得税法》对于大幅度降低中低收

入者税负负担、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调节力度的积极作

用作为宣传要点，使纳税人进一步了解了税法修改的具

体内容和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重要意义。

自主船舶梯口智能管理系统面世
本报讯（鲁瑜）日前，由黄岛边检站自主研发的船舶

梯口智能管控系统在前湾港南港区投入使用。该系统具

有无线传输功能，体积小，安装灵活简便，具备人员快速

通关、违法实时报警、人数精确统计、英汉双向语音对讲

等功能，使每名上下外轮人员的查验时间由原来的 15秒

减至现在的 3 秒，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该系统与 DMS

系统、监控系统、巡视巡查等构成立体管控体系，使巡查

出警更加精确，执勤监护警力由原来的日平均 15人减少

到 8 人，劳动强度仅为原来的 1/4，较好地实现了通关更

加快捷、管控更加严密的目的。

我国汽车零配部件产业一项历史性的

技术革新在山东省莱芜市新鲜“出炉”。

10 月 10 日，在该市新艺冶金粉末制品公

司的车间里，一件件密度达到 7.62g/cm3

的汽车零配件从各种挤压设备中流水线

生产出来。

“目前国内其他企业只能生产出密度

在 7.1左右的零部件，这些低密度产品只能

用在低档汽车上。我们的产品密度非常接

近钢铁的密度 7.8g/cm3，可与钢铁制品相

媲美，其生产技术走在了国际前沿。”公司

董事长吕元之高兴地说。在今年 7月于北

京召开的成果鉴定会上，国内外专家对这

些科研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产品密度

在同类产品中居国际领先水平。传统的低

密度制品每吨只能卖到 1.5 万—2 万元，这

种新型高密度制品每吨却能卖到 3 万—4

万元。这一项目投产后，可使企业形成年

产 1万吨低合金高密度粉末冶金结构件的

生产能力，企业总产能将达到 2万吨，实现

销售收入近 7亿元。

莱芜于 2003 年经国际科技部批复为

“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8 年来，该市

把推进新材料产业发展，打造特色新材料

产业聚集区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工

作来抓，初步形成了以新型钢材及深加工、

粉末冶金及制品、高分子材料及精细加工、

特种纤维、新型建材、煤化工、电子信息材

料及元器件、生物医用材料、氟材料等特色

新材料为重点的集群化发展格局。截至目

前，全市规模以上新材料企业发展到 152

家，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的 31%；其中高新

技术企业 41 家，国家级 6 家，过亿元的有

19 家，过 10 亿元的有 4 家，实现产业产值

443.9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达到 45.7%，全市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由

2003 年的 5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300 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由 3%提高

到 22.5%，增幅位居全省前列。

“我市紧紧围绕全市现有的 2 个省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 个省级经济开发

区和泰钢工业园等功能区建设，重点培植、

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落户发展，实现

了新材料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莱芜市科技

局局长冯兆华说。

新型钢材及深加工产业享誉国内。莱

芜钢铁总产量达到了 2000 万吨，产品有宽

厚 板 、中 宽 带 钢 、冷 轧 薄 板 、不 锈 钢 ，

100—900mm 的全规格 H 型钢等新型钢铁

材料，年产量 600 万吨。深加工企业发展

到 68家，加工能力达到 500万吨，特别是利

用楔横轧轧制技术生产汽车零部件的行业

已有中兴汽车、汇锋轴齿等 9家企业，形成

了年产 5万吨楔横轧轧制汽车零部件的能

力，产品为一汽、重汽、哈飞等国内知名企

业进行配套。

粉末冶金产业国内领先。钢铁粉末冶

金是莱芜最具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先后

承担了 2 个 863 计划和 1 个国际科技支撑

计划，形成了以莱钢集团粉末冶金公司、新

艺制品公司为龙头、24 家企业为骨干的粉

末冶金生产加工产业链，制粉、制件能力分

别达到 15 万吨和 3 万吨，其中制粉在全国

的市场占有量达到 30%以上，居全国第一

位，是全国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钢铁粉末冶

金研发和生产基地。

特种纤维产业异军突起。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纤维是国内三大纤维之一，规模

化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莱芜爱

地高分子公司研制出了国内第一条千吨

级的聚乙烯纤维生产线，产能已达 3000

吨，并建设了山东省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

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润达化工公司

利用其生产的酚醛树脂研制开发了酚醛

纤维，填补了国内空白，去年得到国家创

新基金的支持。

电子材料产业蓬勃发展。莱芜的电子

材料主要有挠性覆铜板、超薄铜箔、电子

PI膜，铜箔厚度仅为 45mm 以下，技术和装

备水平居国内领先地位，目前已形成了

400 万平方米的挠性覆铜板的能力，投资

2.7 亿元的与覆铜板配套的 PI 膜项目今年

将投入生产。同时，无纺材料、生物医用材

料等新兴产业的规模也迅速扩张，并基本

形成了集群式发展。

莱芜新材料产业的快速崛起引起了国

内外产业大鳄的高度关注，纷纷“抢滩”寻

求合作机会。世界 500 强之一的荷兰皇家

帝斯曼集团收购了爱地高分子部分股权，

并将在广州的相关生产线迁到莱芜，努力

把莱芜建设成为集团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高

分子材料生产基地。山东东岳集团则和莱

芜汶河化工公司合作，于“十二五”时期投

资 20多亿元，在莱芜建设高科技型的氟材

料产业园。

“随着经济转型发展向纵深推进，莱芜

将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

突出新材料、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等重点领

域，研究好发展战略规划，强化人才和科技

支撑，力争通过 3—5 年努力，在全市培植

起新材料、电子信息、精细化工 3个‘500亿

产业’，打造一批销售收入过百亿的企业。

届时，莱芜新材料产业化基地这块‘金字招

牌’将呈现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也为全国加

快转方式调结构做出贡献。”冯兆华表示。

一块金字招牌 三个500亿产业
——莱芜国家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侧记

□ 通讯员 李玉亮 赵新成

山东东营供电公司在 2011 年智能电

网建设中吃了个“大螃蟹”——山东东营经

济开发区智能园区项目。这个项目是山东

省第一个智能园区项目，也是国家电网公

司首批三个智能园区试点项目之一。11

月 29日，该项目通过国家电网公司验收。

了解客户用电情况的千里眼

智能园区到底智能在哪里？在该公司

三楼办公室内，项目组正在忙碌。通过图

表可以看出，智能园区系统由主站系统、现

场采集系统和远程通信网络等部分构成，

其中主站系统部署在供电公司，开发区管

委会和已经接入系统的企业安装了智能交

互终端，三方之间实现了信息共享和互动。

公司副总工程师、营销部主任张荣华介

绍说，在国家电网公司三个智能园区试点项

目中，山东东营供电公司智能园区项目具有

两大亮点，一是项目接入客户数量最多。山

东东营经济开发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

区，已投产工业企业165家，其中接入智能园

区系统的有24家。这些客户中既有高耗能

企业，也有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

源企业，非常具有代表性。此外，他们在项

目实施时，专门针对山东东营太阳能光伏发

电、风能等分布式电源较多的实际，设计开

发了分布式电源与微网管理模块，功能包括

分布式能源监测、微网接入管理、绿色电力

认购等，目的是实现分布式电源及清洁能源

的灵活接入、实时监测、柔性管理与控制，这

是该项目的另一个亮点。

项目组工作人员宫志寰登录智能园区

主站系统向笔者演示，计算机屏幕上显示

出带有“电网优化运行”“能效管理”“信息

互动与共享”“分布式电源与微网”和“增值

服务”字样的工具栏，这是智能园区系统的

五大功能。界面的主体是一幅园区的平面

示意图，上面带有接入系统的企业客户的

名称。

宫志寰用鼠标轻点一家名为天圆铜业

的单位，屏幕上出现该企业的相关信息，包

括用电情况等指标。这些指标是用饼图、

棒图、曲线图等方式展现出来的，看上去一

目了然。笔者在实时能耗监测曲线图上看

到，企业当时的用电负荷为 32460千瓦。

宫志寰详细解释说，有了智能园区系

统，供电企业和开发区管委会管理人员不

但能掌握企业实际能耗情况，甚至可以具

体到某一台设备，这样可以帮助供电公司、

开发区编制更加精细化的有序用电方案，

实现对设备负荷的精准控制；客户设备发

生故障时，会及时通知客户采取措施；通过

对客户容易导致电网电压波动、闪变，产生

大量高次谐波的设备进行监控，确保电网

安全运行；还可以分析客户设备用电情况，

提出优化用电方案，帮助客户节能降耗。

客户提高用电能效的好参谋

智能园区系统能给用电客户带来哪些

便利呢？笔者随同项目组成员王鹏程来到

位于山东东营经济开发区的金茂铝业高科

技公司。根据用电设备、负荷等情况，目

前接入智能园区系统的企业被分为高级客

户、中级客户和初级客户三类。金茂铝业

高科技公司主要生产烧碱、液氯等产品，

用电设备多，对用电可靠性要求高，属于

高级客户。

笔者来到该公司配电室，看到在开关

柜旁边的一个机柜上带有“智能用电监控

子站 Z01”字样，机柜中安装有 4排 32 台

用电信息采集设备。王鹏程说，企业设备

用电信息就是经过这些设备采集后传输到

集中器，然后传输到智能交互终端和智能

园区系统主站，实现数据共享。

在二楼的控制室，王鹏程指着桌子上

的一台液晶显示器一样的设备说，这就是

智能交互终端，与一般显示器不同的是它

是触摸屏。智能交互终端的主界面是一幅

浅蓝色的画面，画面前景是一个工作台，

上有 5 台显示器，上面有“电费服务”

“运行监测”“能效服务”“安全用电”和

“业务办理”字样，这是五个功能按钮。

画面的主体是一面挂在墙上的大屏幕，大

屏幕有上月峰谷平电量所占比例的饼形

图、实时负荷曲线图，还有企业各车间的

平面示意图，触摸该车间按钮，可以显示

该车间设备用电情况。

公司工作人员告诉笔者，在应用智能

园区系统之前，企业用电信息情况只能到

营业厅去查询，现在，通过智能交互终

端，随时可以查询每台设备的用电情况。

说着，他用手触摸制冷房标有“制冷 B”

字样的按钮，旁边的窗口显示该设备的有

功功率为 0.01千瓦。他说，通过智能交互

终端也可以查询当月及历史用电明细信

息，还会对企业各设备用电情况、峰谷平

电量比例等情况进行分析，形成各类图

表，为企业制定用电策略提供参考，帮助

提高用电能效，降低用电成本。他强调

说，企业可以根据供电公司提供的优化方

案调配用能设备，或者实施节能改造，达

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王鹏程插话说，在智能园区项目实施

过程中，不少客户对节能降耗的新技术、

新办法从不熟悉到认同再到接受。8 月 9

日，金茂铝业高科技公司的母公司大海集

团与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所属的鲁智节能服

务公司正式签署节能改造合同，开展节能

改造。

智能园区系统最鲜明的特点是信息的

共享和交互。工作人员用手指轻触屏幕上

的“安全用电”按钮，屏幕上随之出现了

“安全隐患通知”“网络课堂”“客户虚拟

交流空间”“安全用电咨询”“现场巡检信

息 ” 等 共 计 10 个 子 功 能 按 钮 。 王 鹏 程

说，他们会把与客户有关活动的通知在这

里发布，比如市政府发布雷雨等恶劣天气

预警时，供电公司会通过这个平台提醒客

户如何防范。此外企业用电管理人员也可

以通过这个模块学习安全用电知识、咨询

用电问题，还可以同其他企业的用电管理

人员在线交流经验，逐渐成为用电管理的

行家里手。

对于清洁能源发电企业来说，智能园

区系统能带来哪些好处呢？笔者来到了莱

州湾畔的大唐山东东营风电场，该风电场

安装 33 台风电机组，共计 49.5 兆瓦，是

山东东营市第一个并网发电的风电场。

在风电场的调控室，笔者看到了智能

交互终端。在谈到智能园区系统时，大唐

山东东营风电场场长陈丙文说，智能园区

是智能电网技术的一个重要领域，最大的

特点就是实现了发电、供电和用电之间的

信息交互，对于清洁能源发电企业很有意

义。以前，他们只能在月初才能获取前一

个月风电上网的有关数据。有了智能园区

系统，他们可以及时查询已上网风电的电

量等数据，还能随时掌握线损以及风电场

设备用电情况，感觉非常方便。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张荣华介绍说，

下一步他们将进一步增加接入智能园区系

统的企业数量，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智能用

电的实惠，把这个试点项目做细、做实，

做成智能园区项目的样板，充分发挥试点

项目的示范作用。

创造智能园区的“东营样板”
□ 通讯员 段德咏 刘 砾 钱 升

11 月 7 日，国网能源内蒙古蒙东能源

有限公司 2×600MW 工程首台机组顺利

完成 168 小时试运。该工程两台机组均采

用山东电力研究院所属的鲁能控制工程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 LN2000 分散控

制系统。

LN2000分散控制系统从研发到诞生，

再到实现规模生产，逐渐被广大业主认可、

信 赖 ，历 经 10 年 磨 砺 ，可 谓 厚 积 薄 发 ，

“600MW 机组的投运，为我们 LN2000 分

散控制系统储备了技术力量，证明我们的

系统是一流的、先进的、可靠的。”鲁能控制

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石金宝坚定地说。

LN2000 分散控制系统是一种模块化

的基于现场总线的新一代过程控制系统，

充分体现了全集成自动化的特点，系统结

构合理、可靠性高、功能强大，拥有丰富的

控制软件、简洁的操作界面、得心应手的及

维护工具、开放的通信系统等优点，使得系

统应用范围更加广阔，是一种适用于现代，

面向未来的开放型控制系统。

2004 年，该院对系统的硬件和软件进

行了升级换代。硬件方面，卡件由原来的

塑料插件式结构外壳改换为金属外壳模块

化结构封装，减少了灰尘腐蚀，增强了抗干

扰能力，克服了插件式结构的缺点，同时还

研发了 GPS、ETS、转速卡、伺服卡等模块；

软件方面，由原来的 1.0 系列升级到了 3.2

系列，新版本的软件系统不但更加人性化，

而且大大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

2005 年，该系统成功应用在运河两台

300MW 机 组 上 ，并 做 到 了 主 辅 控 一 体

化 。 此 次 ，该 系 统 的 成 功 应 用 ，表 明 了

LN2000 分散控制系统向大型火电机组控

制领域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另外，该工程

配套的辅控系统，包括：化水、凝水、输煤、

灰渣和脱硫等也采用了 LN2000 分散控制

系统，实现了主辅控一体化，使 LN2000 得

到了全方位的展示，这无疑是对该院科研

人员莫大的鼓舞，为他们前行增添了无尽

的动力。同年，国家电力部门相关领导到

该院考察 LN2000 分散控制系统时说，该

系统能够成功运用到 300MW 机组，也要

用到 600MW 机组上。这既是对该院研发

成果的肯定，也给产品研发提出了更高的

要 求 。 该 院 为 了 从 300MW 机 组 向

600MW 机组进军，决定不但要做好主控

系统，还要延伸到 LN2000 分散控制系统

DCS+DEH+MEH 主辅一体化系统，实现

并驾齐驱。因此，该院研发的主辅控一体

化系统在一系列工程中相继亮相：2006

年 ，LN2000 分 散 控 制 系 统 首 次 应 用 在

DEH 控制上，山西忻州广宇煤电有限公司

两台 150MW 机组采用东方汽轮机厂生产

的亚临界、一次中间再热、空冷汽轮机，配

置高压抗燃油数字电业控制系统（DEH）；

2008 年，新疆阜康电厂两台 150MW 机组

工程所有控制系统（包括主控、DEH、辅

控）均采用 LN2000 分散控制系统，实现了

全厂 DCS一体化；

……

目前，LN2000分散控制系统产品已经

成功应用到多个领域，累计项目已达300多

个，遍布全国多个省份，服务的企业已达上

百家，产品性能优良，打造了金字招牌。该

公司副经理赵世杰告诉笔者：“我们提供给

客户的是从系统产品到控制方案，最后到服

务软件的系列产品，客户就是上帝，我们提

供的系统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后续的服务

我们也不放松。”这一系列的成绩为LN2000

分散控制系统产品积累了良好的口碑，为走

向更加广阔的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年磨砺显锋芒
——记山东电研院 LN2000分散控制系统

□ 通讯员 李永旺 张 劲

初冬时节，身临太公湖北畔，正在筹建

中的齐文化博物院给人无限遐想。博物院

计划投资 6.3亿元，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

分为齐文化博物馆、足球博物馆、民间博物

馆聚落、文化市场四部分，建成后将成为集

中展示临淄文化遗产、风土人情和未来发

展前景的综合性博物院。

临淄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

一”的齐国都城长达 800余年，文化遗存浩

繁，被誉为宏大的“地下博物馆”。为唤醒

并激活这些沉睡的齐文化，临淄区先后规

划建设了齐国历史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

馆、东周殉马坑等 10 处博物馆，形成了具

有浓厚齐文化特色的博物馆群，年接待游

客 30余万人次。齐文化博物院的筹建，将

进一步使齐文化开发“提速”“提档”。

用现代产业理念开发传统文化资源，是

继承好、保护好、挖掘好文化遗产的一种有

效举措。近年来，临淄区坚持保护利用、普

及弘扬并重，加强对齐文化遗产遗迹的保

护，举行形式多样的学术研讨活动，大力宣

传推介蹴鞠产品，文化与经济交融发展，推

动齐文化“活”起来、文化软实力“硬”起来。

自 2004 年以来，临淄区已成功举办八

届国际齐文化旅游节，进一步放大“寻根祭

祖”“足球起源地”两大品牌效应，累计接待

中外游客 30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8

亿多元，带动开发姜太公纪念银盘、仿古蹴

鞠等 100 多种特色旅游产品，编辑出版专

著 30 余部，拍摄录制《姜太公》《足球从这

里起源》《蹴鞠》等一大批影视作品，实现了

在文化产业中寻求发展动力，于经济发展

中融入文化支撑。

放大齐文化效应，也带动了全区文化产

业的蓬勃发展。目前，临淄区文化产业经营

单位达到870余家，从业人员近2万人，培育

形成了齐文化生态园、齐王陵生态文化旅游

区、天堂寨风景区、齐峰造纸工业园等四大

文化产业园区，重点发展了印刷发行、现代

传媒、文化旅游、文化创意、工艺美术、广告会

展、文化演艺、文化用品、休闲娱乐、影视剧制

作等十大文化产业。以网站信息浏览、手机

短（彩）信、电话咨询等为主的卓创资讯公司，

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大宗商品资讯运营

商，拥有60多个细分行业专业网站，100多个

专业产品网站，为75万家注册用户提供资讯

服务，日均流量近100万次。

在以齐文化为龙头的文化产业强势推

进下，2004 年—2010 年，临淄区旅游收入

年均增长 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

增长 20%，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年

均提高 1个百分点。

齐文化“活”起来 软实力“硬”起来
——淄博市临淄区利用现代产业理念开发传统文化资源

□ 本报记者 魏 东 通讯员 王立才 曹元良

海上治安状况实时监控，船艇执法动

态实时传输，指挥中心研判精准得力……

要是在以前，这些信息化系统带来的“实

惠”可以说是一种奢望。可如今，改革开放

30 多年带来的巨大变化，让新一代“海警

人”尝到了信息化带来的甜头。

“以前办案都靠笔记，费时又费力，现

在都用网上办案系统了，可以及时把案件

传送给距离千里以外的领导机构，方便又

省时。”谈到现在的信息化办案系统时，山

东海警一支队支队长何亚平脸上露出了笑

容。海警部队作为部署在海上的一支重要

武装执法力量，在维护海上治安、打击违法

犯罪、重大活动安全保卫等方面发挥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改革开放 30多年来，其执

法理念、执法硬件装备实力等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用“信息化系统助推海上执

法大跨越”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带着改革开放给海警部队带来“实惠”

的好奇与兴奋，笔者走进了山东海警第一

支队海警 37002 舰驾控室，整齐分布、条整

有序的信息化指挥系统让笔者有些应接不

暇。彩色画面跳动的液晶显示器、功能完

备的数字按钮、无线遥控手柄，这些都是海

警执法舰艇装备更新出来的“新家伙”。见

笔者对这些东西有些迷惑，舰长便笑着打

开了一台类似笔记本的仪器，轻轻敲击下

键盘，点击下鼠标，一幅幅彩色画面清晰的

显示出来。“你看，这是石岛附近海域渔区

的渔船分布图，这旁边红色的轨迹是我们

以前执法巡逻时的航行轨迹，这个蓝色的

点是我们以前查缉违法违规船只留下的标

识。”舰长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舰艇执法信息

化系统。据了解，为适应新时期海上执法

形势的需要，该支队首先加强和改进了信

息化执法系统的核心枢纽——海上 110 指

挥中心，在其中安装了远程指挥调度系统，

具有执法调度、航行监控、远程传输图像和

航行情况反查等功能，破解了海警部队组

建初期“航行靠绘图，通信靠喊话，汇报靠

材料，执法靠帮助”的难题。在此基础上，

所属各执法舰艇都配备了远程通信单边

带、短波电台、通导卫星、舰艇 GPS 定位、

海上无线通信网络、雷达和单机版追逃等

信息化设备，均与总队指挥中心对接，实现

了总队—支队—舰艇执法信息共享用、共

研判、共受益。

今天，执法舰艇航行在茫茫千里的海

面上，陆地支队指挥中心可以在 1 秒以内

与舰艇取得通信联系，在 15秒以内可以将

前期执法场景图像传回指挥中心，在 2 分

钟以内可以将海上案件研判完毕……海警

执法实现了快、精、准的时代大跨越。

信息化系统助推海上执法大跨越
□ 实习生 刘 洋 通讯员 苟书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