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赞点赞““微创新微创新””
““微服务微服务””

素 心

144小时的过境免签政策，让
中国百姓身边“长满”外国人。
随着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
容，越来越多国家的旅行者，选
择来体验中国文化、打卡风景名
胜、品尝中华美食……一时间，
各种“China Travel”的视频在海
内外社交平台上爆火。

不得不说，144小时，已经成
为中国新的顶级“名片”。

大到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
细节拿捏，小到一座城市的温
情，其实都藏在细节中。

就在近几天，一些城市管理
的“微创新”之举，也让人频频
点赞。

比如，杭州市就推出了“小
哥码”，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申请
一张专属电子通行证，扫码就能
进小区、找楼更方便，打通了快
递送单的“最后一百米”。他们扫
码进门只要十几秒，送单更快超
时更少。每单不仅能省时5至6分
钟，每月还可以多挣几百元。而
平台也可以更有效地管理骑手，
实现“文明投递”。

上海，已经有10家图书馆开
始试点送书上门服务。市民不仅
能在线借阅，享受图书快递到
家，阅读完毕后还可以在线预
约，快递还书。湖北省图书馆也
上线了“楚天云递”网借服务，
成都图书馆小程序开通了“喜阅
到家”功能，图书“快递”，都在
用最具互联网化的方式，破解着
人们想读书和“懒”“忙”间的矛
盾。方便了读者，也提升了图书
馆藏书的周转率。

最近，浙江省宁波市根据部
分青年人的需求，推出了全省首
个“青年午校”，通过捡拾起年轻
人工作日午休的碎片时间，为其
开设各具特色的“兴趣班”。“青
年午校”辐射浙江创新中心园区
的200家企业，开设人力资源培
训、职场商务礼仪、光影瞬间手
机摄影等课程，提前3天放出了
40个名额，刚一上线，就有2300
多人前来报名，名额“秒光”。

这些极具普惠性、普及性的
“微服务”，有些其实还有一定的
局限性，长远效果也需要交给时
间去检验。

但是无论如何，关注需求并
积极回应的态度，对于社会的发
展进步，一定大有裨益。

222 双向奔赴的“膜”法世界

一款不按匹卖的“老粗
布”，每平方米售价高达 400
元。它虽然与普通粗布的手感
没有显著区别，却可以做到

“透液不透气”，并被广泛应用
于工业用水及饮用水提纯、垃
圾渗滤液处理等领域。

一款可以通过不同的材料
和技术，实现选择性分离，

“任性”拦截、过滤、留存需
要的成分，再进行加工提纯，
实现循环利用的膜材料，在海
水淡化、污水处理等领域被广
泛应用。

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
运行约一年，就大大助力海水
淡化、超纯水制备、废水零排
放等功能的膜产业，广泛在沧
州聚集、落地生根。

走进“老粗布”的生产企业
——位于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的沧州工苑新型膜材料有限公
司，工人正在加紧生产这款集
10余项专利于一身的产品。

受制于国外的技术封锁，
工苑公司曾一度陷入困境。天
津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沧州工苑新型膜材料有限

公司法人代表李振环，带领团
队将天津工业大学的相关技术
反复在沧州实验，最终开发出
了更适合国内情况的隔膜。

如今，这一产品已占据国
内碱性电解槽制氢 90%以上的
份额。而公司也在沧州拥有了
更大发展空间。

在今年5月举行的膜产业发
展大会上，天津工业大学工研
院院长、分离膜与膜过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亮道出

“苦衷”——学校在分离膜领域
拥有700余项专利，但真正落地

到产业化还需要孵化、中试等
过程，需要资金、场地、专业
管理人才的支持，需要与企业
有效互通。

凭实力“任性”的膜材料
生产企业海派特膜科技 （河
北）有限公司，也是京津科研
成果在沧州落地转化的受益
方。公司引进了研究院的科研
成果，采用“超滤膜加反渗透
膜”的双“膜”法，实现对海
水的“能用尽用”，达到1+1＞2
的效果，并在沧州转化应用，
促进现有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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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中试基地加速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是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一环，可以弥合技术与市场间的“信息差”，助力企业开出“创新
花”，结出“产业果”。

京津研发、沧州转化，实现了成果研发的“从0到1”，以及成果转化的“从1到N”。

场景一：
安全风险实时监测与应急处置

当系统监测到“有工人没有按规定佩戴
安全帽”后，会立即发出安全预警，在公司
安全管理智能指挥中心，AR全景地图会同步
标出违规工人所在位置，收到预警的值班人
员马上通过地图锁定违规人员，并通过物联
网通知其戴好安全帽，一处安全隐患就这样
消弭于无形。

在位于渤海新区黄骅市的河北鑫海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大大小小的安全隐患，都可
以通过智能系统及时发现排除。

公司的这一安全风险实时监测与应急处
置场景，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智能制造优秀
场景。

风险隐患信息不清晰、员工安全健康风
险防护意识不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型石
化企业。2020年，鑫海开始尝试打造数字化
安全风险实时监测与应急处置场景，通过技
术整合，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快速融合
处理，进一步提高场景预警能力。

最终，基于机器视觉，建立AI分析，利
用5G网络、智能终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汇
聚感知层的监测数据和统计分析数据，公司实
现了人员、设备信息、火灾等危险识别和定位
可视化，系统通过AR全景地图，从源头上识
别风险并对风险进行分级管控，监测精度甚至
达到了厘米级，把风险降低到可控范围。

这一场景的应用，也正助力企业在工艺
管理、安全管控、生产调度和智能物流等方
面进行全面优化，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的智能制造改革。

数智赋能数智赋能
沧州企业沧州企业““跑起来跑起来””
本报记者 吕 坤

场景二：
先进过程控制

眼下，位于南皮的沧州科威电子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

依托 IFactory系统、ERP服务器软件等，公
司组建了车间设备物联网平台，对车间实行可
视化管理，实现设备技术智能化、生产流程智
能化、订单管理智能化及服务模式智能化。

公司部署的 80余台数字车床、机械臂和智
能化加工中心等主要及辅助生产设备，融合了
数据采集与监控技术、数据集成技术，实现复
杂生产过程、特殊生产过程，精准实时和闭环
的过程控制。科威电子的“先进过程控制”，被
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公
司实现了数字化转型的大跨越。

在南皮，聚焦数智赋能，推动企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正在让“小五金”集群拥有“大能
量”。截至目前，南皮县建设数字 5G基站 504
座，上云企业达到 426家；集群规模以上企业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 60%以上；应用 ERP、
MES等数字化管理软件的企业达到200余家。

场景三：
产品质量优化

自动化生产设备整齐排列，机械臂自动
运转，电子屏幕上各项数据实时更新，整个
车间设备生产运行情况尽收眼底……走进沧
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满满的

“科技感”扑面而来。
这一块块屏幕就是整个车间的“智慧大

脑”，智慧生产管理系统投用后，设备运行监
测、生产排产、质量管控、产品仓储等产供
销各个环节都实现了智能化管理，为公司降
本增效插上了科技的“金翅膀”。

关键而繁琐的排产工作如今轻松在“云
端”完成，上万个关键设备点位实现了数据
采集上传，打造工厂实施生产情况的“晴雨
表”，实现了“订单驱动计划—计划指导生
产—生产自动报工”的数据闭环，最大程度
减少了因频繁换产换线、产量不稳定等因素
造成的资源浪费。

在“智慧大脑”的加持下，沧州四星玻
璃“产品质量优化”典型场景入选工业和信
息化部智能制造优秀场景示范项目。

加装“数字引擎”的四星玻璃，能源数
据实时监测、上报，从而优化资源配置、节
省生产成本；打造智能仓储大脑，实现仓位
管理、存储策略、路径管理、任务调度等的
智能化……产供销环节在“云端”的深度协
同，推动企业排产效率提高 25%、沟通时间
缩短50%、故障响应时长缩短15%、生产效率
提高10%、设备故障率降低10%、设备效能提
升 5%、能源消耗减少 5%、产品质量提升
3%。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助力四星玻
璃发展驶入“快车道”。

一种用于治疗牛身上寄生虫
的兽药布帕伐醌，今年年底即将
在位于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沧州泽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
产。而在此前，布帕伐醌原料药
主要在印度生产，国内虽有厂家
尝试开发，但由于其合成工艺复
杂等原因，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从生产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
的企业，顺利驶入兽药生产新赛
道，泽兴生物的发展背后，离不
开南开大学技术团队的鼎力支
持。

在得知泽兴生物要寻求布帕
伐醌的突破这个需求后，南开大
学——沧州渤海新区绿色化工研
究院的苗志伟教授积极给予回
应。在他的带领下，研发团队经
过7个多月的技术攻关，不仅完
成了技术突破替代进口，还能完
成吨级投产。

2019 年，南开大学绿色化
工研究院挂牌运营，其化学化
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

药、绿色农药等领域的学科优
势，恰好契合了沧州相关产业的
发展需求。

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配套产业及设施，刚好为实验室
的技术转化提供了必要的“反应
釜”。

实验室的研发项目，小试可
以在研究院完成，而中试则必须
跟资方或企业合作。值得一提的
是，在京津冀区域内能做化工中
试的地方凤毛麟角，临港经济技
术开发区就是其中之一。为促进
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开发区为项
目中试提供标准化厂房、配套设
施、专业化运营管理服务等，对
于在本地进行转化的研发项目，
还有相关扶持政策。在大量验证
试验的加持下，研发团队的研发
速度和技术成熟度都在持续攀
升。

从前躺在实验室“书架”上
的技术，正陆续转化到“货架”
上。

作为智能工厂的核心组成部分，智能制
造场景面向制造过程各个环节，深度融合新
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赋能企业转
型升级。在沧州，优秀智能制造场景正在化
工、五金、药用玻璃包材等领域落地开花，
企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333 变废为宝，从制造向“智造”

钻头的刀翼部位使用再制
造修复技术，可以应对复杂地
形，有效提高钻井效率，缩短
钻井周期。不仅如此，加装芯
片的钻头，还可以对泥浆、井
底盐性、温度、钻井速度等情
况进行收录，收集上来的数
据，将有效作用于二次钻井的
钻头优化。

在位于河间市的沧州格锐
特钻头有限公司，各种钻头让
人目不暇接。而在钻头里装芯
片，便是格锐特公司与北京科
技大学旗下的高动态导航实验

室共同研发的项目。每年，格
锐特都会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
发设备的购买、技术的创新、
生产工艺的改进。通过与京津
冀再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合
作，公司废旧钻头的利用率达
到 70%，并参与了钻头再制造
产品2项国家标准的制定。

用先进的再制造技术，使
经过再制造的产品质量达到甚
至超过新品，解决企业技术难
题的同时，也是京津技术成果
转化的过程。

自 2017年京津冀再制造产

业技术研究院落户河间后，河
间的再制造产业就加快了提

“智”的步伐。研发团队通过
“增材再制造”工艺，让本该废
弃的零件“长”出缺失的角，
且性能不低于新品。“废旧汽车
零部件绿色再造关键技术研发
与示范”项目被列为河北省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针对废旧汽
车零部件绿色再制造需求，团
队研究了激光绿色清洗技术，
开发了用于激光清洗的激光器
和自动化控制系统，优化了激
光清洗工艺。再制造领域应用

激光绿色清洗技术后，可实现
难清洗汽车零部件的无污染、
无损、高效清洗。

几年间，研究院助力河间与
欧洲再制造委员会签订在河间成
立“中英再制造产业园”的协
议；助力河间市与英国布莱顿
市、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美国
NSF检测机构、欧盟再制造委员
会对接签约；助力河间再制造走
出国门与国际接轨……

破解创新链与产业链“相
望难相见”难题，沧州也在给
出自己的答案。

京津研发与沧州应用京津研发与沧州应用京津研发与沧州应用“““一键相连一键相连一键相连”””
本报记者 吕 坤 摄影 殷 实

再制造升级再再制造升级再““智智””造造

成果转化有成果转化有““膜膜””法法

反复试验加速研发进程反复试验加速研发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