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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检测

位于献县的西安交通大学渤海智能制造技术研
究院 （以下简称西交大渤海研究院），依托西安交
通大学的专家“宝藏”，为献县的车灯照明、鱼
竿、扣件、建仪建材、汽车后市场等特色产业提档
升级提供技术支持。研究院自成立以来，申报了16
项专利，开展了多个科研项目，孵化3家企业，引
进6位副教授以上科技专家。

井盖能防盗

随着井盖生产企业竞争日益激
烈，位于献县的沧州晨风建材有限公
司负责人感受到了压力。井盖生产企
业多、产品同质化，让这位负责人意
识到必须实行差异化竞争，研制出更
多种类的防盗井盖。

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这位负责
人找到了王志毅，并通过王志毅联系
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相关教授，为公司
研发了井盖防盗技术。

“客户提供模具数据，我们根据西

安交通大学教授开发的技术，在开模具
的时候加上防盗设计，然后再进行浇
铸、组装。目前，公司可生产带链、带
锁等多种类型的防盗井盖。”这位负责
人说，与西交大渤海研究院合作以来，
公司生产的防盗井盖获得了客户的认
可。

沧州晨风建材有限公司是与西交大
渤海研究院合作的多家企业之一。研究
院运行以来，引进了6位副教授以上专
家，孵化3家企业，申报了16项专利，

开展了多个科研项目，为献县的车灯照
明、鱼竿、扣件、建仪建材、汽车后市
场等特色产业提档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

“高校的技术与企业需求之间并
不是零距离，要根据企业的具体要求
进一步搞研发。”王志毅说，突破这
一小步距离，需要既掌握高校研发资
源，又了解企业实际情况的高级经理
人来牵线搭桥。而作为一名高级经理
人，自己正在与更多的献县企业对
接，推动校企合作进一步深入。

西安交通大学渤海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渤海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把把把“““专家宝藏专家宝藏专家宝藏”””搬到献县搬到献县搬到献县
本报记者 郑进超 本报通讯员 彭锦帅 胡宇婷

11月 20日，京津冀三地人
社部门在雄安新区举办技能人才
评价交流活动，并签订《京津冀
技能人才评价协同发展框架协
议》，进一步破解制约技能人才
评价协同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
机制障碍，实现京津冀三地在技
能人才评价领域深度合作，京津
社评机构互认落地雄安。

活动围绕落实构建京津冀区
域和谐劳动关系决策部署，探索
开展劳动关系协调师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协同，实现题库资源共建
共享共用；持续推进优质京津社
评组织通过互认落地雄安；不断
提升“河北福嫂”品牌质量和技
能水平，对开发更年期健康管
理、早期阅读指导等系列专项职
业能力考核规范等内容进行了交
流研讨，为三地构建同标、同
质、同频的技能人才评价协同机
制打下了良好基础。

2024 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
重大战略实施十周年，三地人社
部门纷纷表示，京津冀地缘相
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
一脉，历史渊源深厚，在政策协
同、标准互认、服务共享等方面
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同心共行、
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在服务京
津冀技能人才评价协同发展中展
现责任担当、彰显积极作为、贡
献实效力量。

据《北京日报》

培养3D打印人才

在献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的3D打
印实训室，学生们两人一组围坐在一
台台小型 3D打印机旁，学习 3D打印
技术。他们从网上下载模型，利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笔筒、生肖等各种工艺
品。

“我们首先教学生从网上下载模型
进行打印，将来还要教他们学习建
模，熟练使用建模软件，让他们参加
工作之后能够打印工程机械常用零
件。”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研究
生张衡介绍说。自献县职业教育中心

3D打印专业设立以来，张衡便来到献
县，在这里教授学生们 3D打印技术。
目前，献县职业教育中心拥有的3D打
印设备可打印金属、树脂和光固化 3
种材料的产品。

王志毅介绍，今年 4月，西安交
通大学·献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增材制
造创新基地成立，为献县培养3D打印
人才。今年这个新专业招生130人。

除了对学生进行实训外，西交大
渤海研究院还与长三角区域的企业达
成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在献县职业

技术教育中心的学生毕业后，西交大
渤海研究院还对学生们进行短期的专
业培训，在他们的技术水平达到企业
的上岗要求后，把他们推荐到长三角
地区的企业。

王志毅说，西交大渤海研究院的
职能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科研成果
转化落地、助力传统产业提档升级以
及招商引资。作为高校服务产业的窗
口，西交大渤海研究院立足献县、辐
射沧州，积极融入当地，为特色产业
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支持。

京津冀共同破解京津冀共同破解
人才壁垒人才壁垒

近日，在来福汽车照明集团
沧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福照
明公司）生产车间，检测人员正
对一个个灯泡半成品进行检测。
灯泡上的气泡、波壳炸裂等瑕
疵，逃不过检测人员的“火眼金
睛”。检测工人经过半年的培训，
可检测出灯泡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20多种瑕疵。

今后，这种人工检测有望被
自动化检测设备所替代。据来福
照明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不久
前，来福照明公司与西交大渤海
研究院合作成立了河北省智能车
灯技术创新中心，将合力攻关车
灯自动化检测方面的难题。

这位负责人表示，现在公司
的生产线是独立的，每条生产线
配备一名检测工人。公司研发自
动化检测设备并不是为了减少
工人，而是为了将生产线连接起
来，实现自动化生产。自动化检
测这个环节不解决，会导致有瑕

疵的毛泡进入下道工序，造成灯
头等材料和工时的巨大浪费。

来福照明公司为了实现自动
化检测，10 年前就开始进行研
发，前后投入了大量资金，也曾
与深圳、武汉等地的相关机构寻
求合作，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
决方法。

“自动化检测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涉及人工智能领域，国
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生产的自动化
检测设备也不尽如人意。”这位负
责人介绍，自河北省智能车灯技
术创新中心成立以来，他们已经
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几位教授进行
了多次洽谈。目前，教授们正在
结合企业需求制定研发方案。

西交大渤海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志毅表示，河北省智能车灯技
术创新中心作为一个平台，将依
托西安交通大学的优质专家资
源，持续与来福照明公司开展技
术合作。

国际著名芯片企
业英伟达公司的创始
人黄仁勋说，他不在
乎市场份额，而是更
注重如何创造新事
物。这样的理念，给
人们带来不一样的思
考——与其在同一赛
道上狭路相逢，不如
开辟新的赛道。

如今，沧州的一
些企业正在以新技
术、新产品跳出同质
化竞争的怪圈，在新
的赛道上疾步向前。

当一些传统制造
企业还在纠结产品价
格时，中孚新能源材
料有限公司创始人已
另辟蹊径，生产手机
电池用的薄膜。当
时，很多人还没有意
识到薄薄的隔膜也有
巨大价值和广阔前
景，这家企业负责人
看准时机，把企业带
入新赛道。

如今，这家企业
在新赛道上已有领跑之势。企业生产
的固态质子隔膜可大幅提升锂离子电
池的能量密度和安全性能，增加电动
汽车的续航里程。目前，这家企业的
固态质子膜已量产，有关电池厂家正
对其进行二轮乃至三轮的试验。

可以说，这家企业在隔膜行业掀
起了一场技术浪潮。它还在隔膜的材
料和生产设备上进行研发，并已经获
得了相关专利，进一步拓宽了这条新
赛道。

新赛道的前景令人向往，不过走
好这条路也要克服很多困难。这家企
业负责人说，固态质子隔膜研发投入
巨大，每天的材料费用就高达十几万
元，而且还是长期投入。几年下来，
他在研发上已经投入了几亿元。

自己的力量不够，这家企业就与
某大学合作，缩短了新产品的研发周
期，拓宽了研发途径。

市场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
一些制造行业面临着同质化竞争的问
题。一些企业认识到，深陷同质化竞
争当中，就算胜出也可能伤痕累累，
不如适时寻找新出路进入新赛道。

河北新林坡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
原本生产塑料瓶模具，近年来和燕山
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开
发出了新模具，拓展出航空领域新市
场；沧州隆泰迪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3D打印技术，生产的合金管道供
不应求，管道价格提升数倍……

进入新赛道，技术是先锋。当
前，创新途径更加多元，创新氛围日
益浓厚，为企业进入新赛道提供了更
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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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获大奖

10月 23日，沧州工苑新型膜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苑公司）营
销副总颜景华参加了第六届亚洲氢能
产业创新应用展览会暨合作论坛。这
次大会上，工苑公司荣获“2024亚洲
制氢装备创新企业奖”。

领奖台上，颜景华拿着获奖证
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并不是工苑公司第一次获奖。
今年六、七月份，工苑公司先后获得
了 2024氢能前沿“金氢奖”“绿氢核
心部件技术先锋绿氢荣耀奖”。这些
奖项，与工苑公司研发的亲水型聚苯
硫醚纤维隔膜密切相关。

颜景华介绍，这款亲水型聚苯
硫醚纤维隔膜，在电解水制氢上突
破了国外的“卡脖子”技术，可替
代日本一家公司的第四代隔膜。“氢
能源前景广阔，在化工、冶金、半
导体、光伏、大健康等领域有广泛
应用。前些年，全国每年需要的高
温除尘用聚苯硫醚纤维滤料和碱水
电解制氢用纤维膜达万吨，其中只
有少量中低端产品为国产。如今，
在解决这项‘卡脖子’技术后，此
类环境和能源膜材料实现了全产业
链国产化，为众多企业降低了成
本。”颜景华说。

新技术、新工艺，为工苑公司的
发展增添了新动力，让公司的订单纷
至沓来。中石化等大型制氢企业前来
寻求合作，清华、北大等众多知名高
校也采用工苑公司生产的隔膜。颜景
华表示，预计今年公司的年产值将达
到6000万元至8000万元。

“沧州高新区把盈创科技园的 17
号楼提供给我们使用，5年内免收租
金，并且为我们提供了产业转化基
金……”颜景华说，沧州是公司的福
地，也是自己事业重新起航的地方。

好友今成“战友”

“来吧，咱俩一块干！”2020年 9
月 13 日，颜景华刚从玻利维亚回
国，便在机场接到了李振环的电
话。很快，颜景华到天津和李振环
面聊，并决定一起创业。

李振环是工苑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也是天津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颜景华和李振环是高中同学，两
人还是同桌。李振环大学毕业后继续
深造，此后又到天津工业大学任教，
颜景华则进入山东的一家造纸企业。
两人的生活轨迹越来越远，他们不常
联系，需要彼此帮忙时，才打个电
话。再次听到老同学的声音，他们没
有寒暄，而是直入正题。

在接到李振环的电话前，因为种
种原因，颜景华退出了熟悉的造纸行
业，为了自身发展，他跟着一个项目
组去了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回国后，
颜景华再次站到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
口。

而在打这通电话前，李振环正
苦于科研成果转化难的问题。近年
来，国家大力发展氢能源，作为科
研人员，李振环比普通人更加明了
氢能源的重要性，也知道哪项技术
受国外掣肘。解决“卡脖子”技
术，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这“最后一
公里”成了他的心头大事。成立企
业，自己“孵化”，对李振环来说是
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一个有管理经验，一个有技术，
两人在深度交流后，从朋友变成了并
肩奋战的“战友。”

“新家”

“事儿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对于沧州这个新“战场”，颜景华如
是说。他觉得，个人的发展并不能
完全由自己决定，而是跟着时代的
大潮向前走。

颜景华说，来到沧州可以说是
搭上了顺风船：天津工业大学和沧
州合作建设研究院，搭建起了企业
孵化的平台；沧州高新区规划建设

中国膜谷，将为公司吸引来更多同
行；沧州地理位置优越，与天津之
间通勤一个来小时……

颜景华参与了公司从前期准备到
投产的全过程。他对高新区的营商环
境连连称道：“高新区领导主动为我
们牵线搭桥，和区内企业天瑞星公司
达成合作意向；企业安装设备时，要
改变厂房格局，高新区领导主动帮我
们协调。”颜景华说，企业发展涉及
到资金、生产、销售等多方面的问
题，高新区管委会的体贴服务让一个
个难题迎刃而解。

公司发展向好，是对颜景华的
最好回报。他坦言不喜欢一成不变的
生活，当年在玻利维亚的项目组中，
一个熟识的人都没有，但他想去，就

义无反顾地去了；膜材料领域他从
未涉及，他想干，就从头学设备管
理、研发等专业问题，自己慢慢钻
研。

颜景华有很多“强迫症”式的习
惯，这是他给这些习惯下的定义。

无论前一天睡多晚，第二天他总
会在早上 6点准时起床；他每天进办
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天的工作
事务写下来，为此，还在办公室准备
了一个支架式的写字板……这些

“刻板”的习惯成了他认真工作的印
证，也成了他从工作中获得乐趣的
见证。

“公司发展越好，我就越有成就
感，对沧州就越有认同感、归属
感。”颜景华说。

沧州新沧州新““家家””新新““战场战场””
本报记者 宁美红

去年，颜景华从外地来到沧州工作，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沧州工苑新型

膜材料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从山东济宁到天津再到沧州，这些年，颜景华的

工作地点不断变动，每一次变动，都是他在事业上的重新起航。

来福照明公司正在生产来福照明公司正在生产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带领献县职教中心的学生们学习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带领献县职教中心的学生们学习

颜景华开始一天的工作颜景华开始一天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