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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辽宁红沿河核电站在全年
实现安全运行的同时，上网电量达到
104.2亿千瓦时。

自 2007年开工建设以来，地处东北
地区的红沿河核电站一直保持安全、稳
步的发展态势，并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
卓越贡献。

在 2014 年，大连地区社会用电量达
到 310.5 亿千瓦时，这意味着红沿河核
电站去年上网电量相当于大连地区用电
量的三分之一（33.56%）。在奉献清洁
能源的同时，红沿河核电站的环境效益
逐渐显现，就该核电站去年发电量测算，
与同等规模火电厂相比，其减排的温室

气体相当于 2.29 万公顷森林的吸收量，
或等效于大连地区 PM2.5降低 4.85%。

自开工建设以来，红沿河公司一直
秉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的原
则，严格遵守国家最严、最新的核安全法
规组织工程建设和机组运行，并根据福
岛核事故后国家的最新要求，进行了工
程改进，进一步提高了应对极端自然灾
害叠加的能力。截至目前，红沿河核电
站 1、2 号机组均保持安全运行纪录，未
发生对环境、周边公众安全造成影响的
安全事件，未发生核电站内部人员辐射
安全、工业安全、火灾等事件。辽宁省环
保厅在红沿河核电站周围设立了环境监

测点，环境监测数据未发现任何异常。
目 前 ，红 沿 河 核 电 站 1、2 号 机 组

2014 年均运行良好，世界核电运行者协
会数据显示，两台机组累计有 5 项指标
达国际同类机组先进水平。

据介绍，目前红沿河核电站一期工程
的3、4号机组建设也正有序推进。3号机
组已完成汽轮机冲转等重要试验，计划
2015年上半年投产发电。4号机组将在
近期进行热态功能试验，计划在 2015 年
底发电。至今年底，红沿河核电站一期工
程4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将全部发电，
成为继秦山核电基地、大亚湾核电基地之
后，我国第三大规模的在运核电基地。

2014 年 12 月 17 日，由哈电集团设计制造并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能长兴电厂 1 号机组顺利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这标志着目前世界最高参数 660 兆瓦高效
超超临界锅炉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使我国在高参数、大
容量电站锅炉设计制造能力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华能长兴电厂设计年需燃煤 280 万吨，如何做到节
能减排成为摆在电厂和锅炉设计制造者面前的一道难
题。超超临界锅炉要做到高效率和节能减排就意味着汽
水参数要高，而超过 600摄氏度的高温对现有材料是一
次严峻挑战，同时在锅炉烟温偏差、汽温偏差控制方面
更是对设计者提出了一个国际性的难题：设计与制造环
节哪个都不能出现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效超临界锅
炉市场一直被洋品牌占据。面对机遇与挑战，哈电集团
选择迎难而上。该集团通过自身的技术积累，结合近年
来自主研发的成果，连续突破了多项技术难题，并特别
为锅炉设计了一整套烟温、汽温偏差控制系统。在试运
行阶段，机组发电效率达到 46%，比国际同类常规超超
临界机组效率提高 2%，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 3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年排放 10 万吨，一举打破高效超超临界
锅炉由国外产品垄断的局面。

自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哈电集团围绕“发
电设备、驱动与控制、通用与环保、现代服务业”四大
业务板块，深化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突出集团化、规
模化、专业化发展优势，在巩固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
上，重点发展核电、风电、燃气轮机、海水淡化、环保
设备、现代制造服务等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调整产业结构，拓展新能源设备，既是国家发展
能源战略的要求，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下
一步，哈电将紧紧抓住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实现哈电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哈电集团总经理邹磊告
诉记者。

黑龙江省还探索依托骨干企业，加快实现配套本地
化，打造产业集群。在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围绕着
中国一重、北满特钢、齐重数控等企业，形成了重型装
备、钢铁化工、建筑材料、非粮农业四大产业集群，配
套企业 70多户，实现产值 70亿元。

中国一重董事长吴生富告诉记者，由于地域原因，
过去运输一个发电机组锻件沿途要拆掉数十个收费站，
费用过百万元。而实现配套本地化就可以降低运输成
本，缩短生产周期，提高企业效益。

现在在一重厂区周围，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吃
配”体系，30 多家企业为一重提供生产所需的发电机
转子、小型轧辊等产品，年配套产值可达 20亿元。

在采访中，很多装备制造企业对国家振兴东北战略
的前景充满期待。同时他们也希望国家能在鼓励用户使
用国产设备、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创新人才培养机
制等方面出台更多扶持政策，多措并举振兴东北老工业
基地的装备制造业。

“沈阳装备制造业增添的智慧砝码
在转型升级中起到了‘一两拨千斤’的
作用。”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为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变化画龙点睛。

2 月 10 日，国内首家机器人质检中
心落户沈阳，标志着沈阳智能制造为代
表的机器人产业进入提质加速阶段。
以“两化”融合为目标，沈阳机床与沈阳
新松机器人公司联手开展工业机器人
技术合作，机器人参与机床结构件加工
制造以实现自动化，专用机床服务于机
器人专用减速机的精密加工，共同提升
加工工艺质量及批量生产效率。在行
业市场需求不振的情况下，沈阳“智造”

融合创新开辟出新的市场空间。
在制造领域，将资源、信息、物品和

人相互关联的“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
统”简称“工业 4.0”，被誉为“第四次工
业革命”。沈阳机床自主研发的世界首
台具有网络智能功能的“i5”系列机床，
基于互联网的智能终端，实现了智能补
偿、智能诊断、智能控制和智能管理，给
用户带来基于“云平台”的体验，可谓迈
向“工业 4.0”的代表产品。沈阳机床

“i5”系列自推出伊始即获得高端市场的
青睐。

增速变慢不意味着创新变慢，在全
国主要工业门类中，沈阳有 15 个行业的

专业化水平全国领先。凭借多年自主
创新的艰难跋涉，沈阳机床、沈鼓、特变
沈变、远大等一批企业厚积薄发，重新
成为行业“排头兵”。与此同时，沈阳市
进一步鼓励企业研发首台（套）装备，探
索建立自主研发首台（套）装备风险补
偿机制。加大产业资金对有优势、有潜
力、有市场的重点装备制造企业的支持
力度，沈鼓工程成套、华晨中华汽车等
近 200 个重大项目从中受益，成为沈阳
市稳增长的企业主力军团。2014 年，在
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沈阳市规模以
上工业产销率排名第二位，工业固定资
产投资排名第一位。

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长客股份”）的前身——长春客
车厂始建于 1954 年，是国家“一五”期间
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当年，他们根据前
苏联一本杂志的图片打造出了中国第
一列铁路客车。如今，俄罗斯人再来长
客股份，看到昔日小弟变身中国北车长
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目前，
长客股份已累计生产各类铁路客车（含
动车组）3 万多辆，约占全国全部运营车
辆的 44%，累计生产各类城铁车辆 9000
多辆，约占全国运营总量的一半。

据长客股份总经理安忠义介绍，在
几任班子的接续努力下，长客股份制造
水平突飞猛进。特别是 2002 年 3 月改
制后，企业以客户为中心，紧紧抓住市
场需求，大力实施自主创新和“走出去”
战略，引领中国轨道客车装备制造业实
现 由“ 中 国 制 造 ”向“ 中 国 创 造 ”的 跨
越。公司建设了以国家轨道客车系统

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核心，以高速
列车系统集成国家工程实验室为保障，
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为支撑，产学研
用相结合的轨道客车技术创新体系；搭
建了高速动车组、城市轨道车辆及基础
研发技术平台，使我国轨道客车行业的
技术创新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
CRH5 型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自主创新
为标志，实现了高铁核心技术由“国产
化”向“自主化”的转变。“自主创新，深
度掌控，正向设计，根在长客”不仅成为
企业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成为长客今后
继续成长的根本指南。

中国铁路客车装备制造正在大踏
步走向世界。今年 35 岁的段洪亮是
长客巴西地铁的设计师，现在成了国
际铁路客车界的知名人士，因为他打
败了国际上那些比他名头更大的设计
大师。巴西拿出 2014 年足球世界杯
和 2016 年奥运会期间里约热内卢的

地铁和城轨客车项目向世界招标，国
际知名企业的设计师在高难度要求面
前却步了：轨道比正常标准要宽，信号
要两种变换，还要整合意大利和德国
人先前的设计⋯⋯但段洪亮信心满满
地投中了标：因为长客有实力支撑，这
活咱能干。

目前长客股份已累计出口签约轨道
车辆5200多辆，签约额超58亿美元。巴
西里约热内卢地铁和EMU项目，经受住
了举世瞩目的第 20 届足球世界杯的运
营考验；香港项目的高品质运营，为公司
赢得了 2000 万港币的额外奖励；美国
284辆波士顿地铁项目的签订，使公司成
为中国唯一登陆美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
的企业，标志着公司从中低端市场迈向
高端市场，并正在向世界级企业目标强
力挺进。2014 年，长客股份销售收入再
创新高，成功跨过 300亿元大关，稳居国
内同行业前列。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

以来，东北装备制造业大力推进自主

创新，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成果显

著，100万千瓦核电、超超临界火电、

空冷发电机组，70万千瓦大型水轮机

组，30万千瓦抽水蓄能机组，5兆瓦大

型风电机组，百万吨级乙烯装置、大

型盾构机、时速350公里高速列车等

实现自主化研发生产，沈阳、大连、哈

尔滨、齐齐哈尔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正在形成

中国北车长客股份：

“徒弟”成长赶超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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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公司装配车间内待组装的用于京沪高铁线的 CRH380BL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2011年 6月 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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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配套本地化

产业集群化
本报记者 倪伟龄

辽宁红沿河核电站：

上网电量首破百亿千瓦时
本报记者 苏大鹏

这是辽宁抚顺新抚钢集团线材生产车间（2004 年 2 月

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小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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