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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天津中新生态城景杉小区的李先生每天出门时，将家里的垃圾顺手投到设在每层楼道里的垃圾投放口。对于他来说，垃圾的投
放已经完成；而对于他手中的这袋垃圾来说，“奇幻漂流”才刚刚开始。

随后这袋垃圾顺着居民楼内的管道掉入深埋地下的垃圾管网入口，超声波传感器将探测到的信号传导到中央控制中心，自动控制入口
阀门打开，垃圾在管网空气负压的带动下以25米每秒的速度从地下垃圾回收管网中飞驰而过，大概1分钟左右就来到了生态城的2号垃圾收集站，在分离
器的高速旋转下，来自各家各户的垃圾混合到一起后在转换阀处实现分类。图为7月27日，在中央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在查看气力垃圾收集输送系统运行
情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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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煤 制 油 这 条 产 业 链

上，可以延伸出很多的链条

和 分 支 ，精 制 出 不 同 的 产

品。如果说传统的以汽、煤、

柴为产业定位，以替代石油

基燃料产品为目标的煤制油

产业是 1.0版本的话，那么由

石油基产品向高分子化学领

域、生物化工领域的跨越，就

是煤制油产业的 2.0版本。

“目前项目已完成总进

度的 93%，计划于明年 3月投

料试车。届时，一个高端、绿

色的精细化学品工业园区就

会屹立于太行之巅。”日前，

潞安集团董事长李晋平告诉

记者，潞安集团 180 万吨/年

高硫煤清洁高效利用油化电

热一体化项目正在紧张有序

的施工中。

攻坚“技术门槛”，销售
收入5倍于煤炭

潞安集团的煤制油之路

起步于 2006 年。2008 年 12

月 22 日，他们生产出中国第

一桶煤基合成油。从 2012

年开始，潞安集团先后与中

科院上海高研院、中科院山

西煤化所等合作，利用现有

年产 16 万吨煤基合成油示

范厂作为试验基地，走上了

产业升级之路。经过 4 年多

的努力，他们已探索出高端

蜡产业、碳氢环保溶剂、高档

润滑油、特种燃料油、专属化

学品以及生物化工 5 条转化

路径。

“我们已生产出了 49 种

精细煤化工产品，销售收入

相当于直接销售煤炭的近 5

倍。”李晋平说。

升级“2.0 版”之路上，最

为关键的是技术障碍。在研

发无芳溶剂油时，小试样品

非常好，并很快接到了意向

订单。但工业装置投产后，

产品却始终不合格。“我们一

度都想要放弃无芳溶剂油这

个产品，改产质量等级较低

的 D 系列溶剂油。但若要真的放弃，产品售价会下

降 30%，且对潞安集团声誉会造成一定影响。”潞安

精细化学品公司董事长刘俊义告诉记者。

为此，技术人员重新开始在工艺流程、生产条

件、操作指标等方面找问题攻关。没想到，在这个过

程中他们竟然开发出一种全新的低能耗脱芳烃技

术，使芳烃含量降至 0ppm。这种芳烃不仅可以作为

化妆品的基础油，还达到了食品添加标准。产品批

量投放市场后，直接导致进口产品在国内的数量大

幅缩减，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精制“拳头产品”，绘就现代煤化工蓝图
日常生活中，人们常用的一次性纸杯里涂着一

层蜡膜。过去，这样的食品级蜡主要依靠进口。如

今，潞安集团则自主研发出了这样的高端精蜡。目

前他们生产的用于水果保鲜的氧化蜡也已经通过了

美国 FDA、NSF食品级认证。

异构烷烃溶剂油是潞安集团利用专有技术生产

的又一款拳头产品，该类溶剂油具有挥发性适中，制

成香水可长时间保湿，制成杀虫剂可起到延长药效

的作用。该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和产品垄断，

而且当月投产就实现了盈利。目前，4 个牌号的异

构烷烃溶剂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2015年11月，全球第一套用煤制造的合成润滑油

项目正式投产。太行牌润滑油使潞安集团成为继昆仑

润滑油、长城润滑油之后全国第三个独立生产、配方、

经营的润滑油企业。“我们生产的润滑油是以原先煤基

费托产品为基础升级改造的，比原来的投入少，效益

好。”刘俊义说。目前，太行牌润滑油已在国内部分运

输车辆上试用，效果良好，轻松突破6万公里。据介绍，

在潞安集团“十三五”发展规划中，现代煤化工板块的

分量很重。未来将依托“一中心、六平台、五基地”壮大

现代煤化工产业，建成总产能近600万吨油品、200多

种高附加值化学品的高端精细煤化工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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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利润“薄如纸片”，老国企转型步履维艰，

这是近日走访的两家济南企业留给记者的印象。这

两家企业性质尽管不同，但他们面临的问题却代表着

身后企业群体的共同焦虑：转型时期，摆脱困顿，靠什

么翻身？

济南是一个老工业城市，老国企多，中小企业

多。许多企业有过光辉的历史发展过程，但也在创

新转型过程中遭遇着发展中的阵痛，要面临原材料

上涨、人力成本上涨、新产品市场不认可、推广难等

各色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积累也与企业的生存发展

息息相关。

摸爬滚打、屡屡试错……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

些企业也正努力通过关键性的布局，迅速扭转局面，

以一种强大的方式重返舞台。

如何摆脱“薄如纸片”的利润？

最近 3年，通心粉的原材料价格涨了 3成，工人工

资也翻了一番，可产品的销售价却基本未动。这让绿

时代食品总经理谢慧诚一边梳理着账单，一边叹气：

“一斤面只能赚到几毛钱，利润已经被压得不能再低

了。”

2008 年，谢慧诚创办了山东绿时代食品有限公

司，通心粉年产量达 5000吨，一度做到了国内最大的

意大利通心粉出口企业。风生水起时，人民币升值的

压力不断凸显。随着汇率进入“6 时代”，每出口一吨

通心粉就增加 1500 多元成本，按月出口 100 吨计算，

每月损失至少 15 万元，一年下来就是 180 万元，出口

越多亏得越多。

出口不行了，内销又有限，怎么办？2013 年，一

位做粗粮生意的朋友告诉谢慧诚：“糖尿病人越来越

多，而荞麦能降血糖，如果能做出荞麦含量超过 50%

以上的产品供糖尿病人吃，你就成功了。”

于是，他将目光瞄准了苦荞面，但苦荞不含面筋，

很难做成型，市场上见得比较多的是苦荞粉，但苦荞

粉口感不是很好，吃起来有些发苦。怎么办？

谢慧诚选择与科研院所合作，利用专利技术，生

产出苦荞含量高达 60%以上的贝壳状苦荞面，煮出来

不仅没有苦味、不粗糙，反而口感爽滑，具有粗粮的清

香，可帮助糖尿病人解决“吃饭难”“吃饱难”的问题。

产品有了，可老百姓不认、不了解，怎么办？他开

始请老百姓免费试吃，虽然反馈效果很好，但这种靠

“人传人”的方式做的营销太慢了。后来他尝试走传

统的超市渠道，但仅仅几家超市的进场费就高达几十

万元。

为了找到更好的发展模式，谢慧诚去北京上了

“清华班”。记者联系他时，他正在成都；第二天再打

电话，人已经到了重庆；第三天，他回到济南，却忙了

一整天，直到晚饭时分才抽出时间接受采访。他说这

次西南之行收获很大，他在成都顺利找到了经销商，

在重庆又接触到新的销售模式。

“虽然目前利润很微薄，但起码不用还银行贷款，

更没碰过民间借贷，否则赚的钱还不够还利息。”谢慧

诚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踏踏实实地做事是最重要

的。在他看来为，找到一个好产品，再找到一个好渠

道，坚持下来，总会有收获。

老国企靠什么“满血复活”？

十年前，济南重工决定上马立体车库，企业负责

人自信满满，“如果连我们这样的企业也做不好立体

停车库的话，相信国内没有几家企业能把它做好。”但

在投入巨资，设备研制成功并做出样品之后，6 年时

间里，立体停车库居然一个也没卖出去。

这一次投资失误，险些掐断老国企济南重工探索

前途的底气。但它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以“盾构机”项

目东山再起。

6 月 30 日，在济南重工一处新厂房内，即将运往

济南地铁施工现场的“开拓一号”盾构机已经开始拆

装。盾构机被称为“工程机械之王”，是一种具有金属

外壳，壳内装有整机及辅助设备，在盾壳的掩护下进

行隧道土体开挖、土渣排运、整机推进和管片安装等

作业，从而构筑隧道的特种施工装备。眼下，这个“施

工神器”是济南重工的得意之作。

在济南获准开建地铁的消息公布后，济南重工决

策层嗅到了盾构机的商机，就向济南市递交了一份报

告，欲围绕隧道盾构机产品新建公司。这次，他们“押

对了宝”。

济南重工董事长王伯芝说，早在 2009 年济南规

划“穿黄隧道”时，便已经开始着手盾构机的资料整

理、技术储备等工作。近年来，济南重工分别与德国

海瑞克、日本小松、川崎等多家企业进行了技术交流，

并为德国海瑞克、中船重工生产了大量盾构机部件，

积累了丰富的设计和制造经验。到目前为止，除部分

关键配套件需进口外，其余部分都实现了自主设计、

制造和安装。

“制造用了 11 个月，整个盾构机项目，我们利用

的全部是现有设备，没有购买一台新设备。”王伯芝自

豪地说，今年，他们将交付 6 台盾构机用于济南地铁

施工。他的规划是：济南重工将利用此新项目，实现

传统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三年内完成 5

亿—20亿—50亿的三级跳。

“每个企业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病痛’，而科

技创新，正是帮助企业解除疾患的‘一味良药’。”带

队采访的济南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做出了如是的

总结。

摆脱困顿，企业靠什么打赢“翻身仗”？
□ 通讯员 李 婷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创新行动派

摘得国际发明大赛全球金奖的电梯长啥样？
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传书）电梯诞生过百年，为

何还能摘得今年匹兹堡国际发明大赛“全球金奖”的

桂冠？不再会冲顶、不再会坠梯、火灾时也可使用，7

月 25 日，职业发明家金徐凯的世界首创安全电梯实

用化样机研制成功，并破解了电梯界的三大难题。

在科技见证会上，记者看到，金徐凯的盛世电梯

安装在一栋三层楼的楼道内，整体外形非常精简，里

面没有缆绳，没有机房，连最基本的基坑也没有。电

梯井壁外有一根 C字形钢柱，轿厢沿着这一根柱子升

降，电梯的动力装置则安装在轿厢的顶部，乘坐升降

感与传统电梯并无二样。

金徐凯介绍，传统电梯都是靠钢丝绳曳拉方式，

冲顶、坠梯没断过。而他的电梯像螺杆在螺母中旋转

把轿厢顶起，靠的是巧妙的设计和强大的技术支撑。

它采用的是全球首创技术——嵌入式安全升降系统，

采用螺旋升降原理，全面替代了传统曳引式升降系

统。发生任何故障都会停在原地，不会出现安全事

故。同时该电梯还有两个全球首创设计，双电源配置

和手动备降系统，可以确保停电和发生故障情况下正

常使用。电梯的轿厢内还多了一个手摇手柄，当电梯

出现故障停机时，可以使用 3kg 力手摇驱动电梯升

降，老幼皆可操作。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建琛 实习生翁舒昕）利用

自主研发的催化剂，将甲醛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厦

门宇净环保近日推出宇净室温除甲醛催化剂，该产品

通过催化剂不间断的催化氧化反应，能从根本上解决

室内甲醛问题。

这是作为继物理吸附技术、臭氧技术、光触媒技

术和等离子技术之后的第五代空气净化技术，该产品

经国内权威第三方认证机构广东省微生物分析检测

中心检测，甲醛去除率达到 99%。相对而言，宇净室

温除甲醛催化剂以贵金属、非贵金属为主要活性成分

和新型纳米材料，经科学配比和特殊复合工艺精制而

成，对甲醛有超强且持久的净化能力。

对比市面上最常见的几种除醛产品，活性炭价格

最便宜且销量最大，但是易饱和、易挥发，会带来二次

污染。臭氧、光触媒、等离子等产品虽然可氧化分解

甲醛，但是会产生其他有害副产物，并且也存在使用

条件受限、无法长期使用等缺陷，因此无法满足人们

“长期彻底除醛”的实际使用需求。

据介绍，由于宇净室温除甲醛催化剂在反应前后

本身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产品使用寿命长，不存在饱

和失效的问题。而且具有长效袪甲醛、不产生毒害副

产物、使用条件广泛这三大优势，非常贴合当前人们

去除甲醛的应用需求。

目前，厦门宇净环保已将这项独立研发的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申报国家发明专利。创始

人戴霖表示，宇净除甲醛催化剂应用范围很广，可以直

接以颗粒包放置在客厅、卧室、办公室、车内等密闭空

间，做成过滤网或其他装饰件的形式与电风扇或空调

出风口搭配使用,也可以放置在工艺品等透气的摆件

内，与空气净化器、空调等产品配套使用。

新一代除甲醛催化剂问世

中关村创业大街首次定向输出服务资源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钟辉雄 记者王延斌）“好技术、

好想法能不能变成好的产品和服务？”“个人和团队的能

力是如何培养的？”为满足创业企业的需求，7月26日，由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主办、北京中关

村创业大街承办的“创业齐鲁训练营”在济南开营。

据介绍，“齐鲁创业训练营”是中关村创业大街与

山东省人社厅的首次合作，也是将街区丰富的创新创

业服务资源向京外定向输出的首次尝试，同时还是首

次面向企业负责人的创新创业服务。据了解，“创业

齐鲁训练营”计划每年分批次培训创新创业人才 500

名，扶持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努力打造政

府支持引导、社会多元参与、技术创新引领、产业资源

支撑、项目资金对接的创业环境，帮助更多创新型企

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当日“创业齐鲁训练营”第一期

培训班正式开班，40 名学员均为小微企业负责人，涉

及制造业、农业和信息产业等主要行业领域。中关村

创业大街专门为此次培训安排了师资强大的导师团

队，在北京、山东两地进行为期 5 天的集中受训。受

训之后，中关村创业大街将继续为学员企业提供为期

6个月的后续服务，涵盖远程咨询、产业资源对接、投

资资源对接、媒体服务和沙龙讲座等内容。

一袋垃圾的一袋垃圾的““奇幻漂流奇幻漂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