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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7 月初，3车次 15吨洋葱、黄
瓜、红薯、白萝卜等应急蔬菜由河北
廊坊万庄中转站进京，顺利对接北
京市内销售终端，以换人不换车、转
运零接触模式送达并投放市场。专
家表示，中转站提供的外地进京运
输车辆无接触中转调运服务能够
对北京蔬菜市场保供稳价起到重要
支撑作用。

按照北京市发改委的部署，万
庄中转站由首农食品集团负责场地
运行管理，预约受理外地进京运输
车辆无接触中转调运服务。首农食
品集团按照无接触中转、便捷高效
原则，采取周密防护、彻底消杀及封
闭管理等措施，避免进京司乘人员
返程后隔离，保障从北京东南方向
进京的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快速
实现中转调运。

为更好保障首都“菜篮子”，“首
农·廊坊万庄应急蔬菜进京协调办
公室”于6月23日挂牌并投入运营，
当天即顺利完成第一车由山东进京
的蔬菜全流程中转测试，全流程用
时仅为两个小时。

首农食品集团副总经理李少陵
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以来，集团积极
发挥“首农·廊坊万庄应急蔬菜进京
协调办公室”功能，办公室旗下京粮
物流公司接到任务指令后连夜成立
工作专班，设立协调、运输保障、信
息发布3个工作组，制定出应急蔬
菜转运工作方案，发挥保供稳价“主
力军”作用。

“京台高速万庄服务区位于河
北省廊坊市。考虑到京台高速拥有
辐射本市东南方向货运功能的能力，配套设施齐备，且与北京
距离较近，因而我们决定在此设立中转站。”李少陵说，具体来
说，发货人与收货人协商确定运输方式后，发货人可与中转站
预约联系，提出中转调运需求；之后，发货人将货物送至中转
站指定消杀、中转区域，随后退出中转区；待中转调运站通知
提取货物后，收货人立即提取货物、离开中转区。

“接下来，首农京粮物流公司每日都将按照此方式协调组织
精准对接产销蔬菜进京，发挥万庄中转调运站‘转而有序，备而
有用’的重要功能。”李少陵说。

疫情就是命令，保供就是责任。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北
京市政府统一部署，在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商务局统一调度
下，首农食品集团积极对接河北、山东、内蒙古、辽宁等地蔬菜
产区，畅通蔬菜进京通道，创新应急保供模式，充分发挥集团
首都食品供应服务保障作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新形势下蔬
菜供应。

为快速、稳妥、有序做好蔬菜市场投放工作，切实发挥平抑
物价、稳定市场的作用，首农食品集团还制定了《应急蔬菜进京
工作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及采购、物流、销售3个专业工作组，
按照“储销结合、取送结合、入库与入市结合、采购与组织协调结
合”的原则，探索创新“前置采购点蔬菜购销新模式”。

目前，集团正在加快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建设，力争为
北京蔬菜交易提供更先进、科学的交易平台，为保障首都市场蔬
菜供应、守护百姓“菜篮子”贡献力量。

今年一季度，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1.17亿元，同比增长11.96%；实现净利润1627万元，同比增
长1.84%。公司一方面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以最快
速度复工复产，另一方面组织各种防疫物资支援抗疫一线。

莱茵生物是全球植物提取行业的领军企业，也是国内植物
提取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公司拥有国家发明专利57项，掌握
了300多个天然成分提取核心技术。作为全球天然甜味剂产
业领航者，它是国内首家获得罗汉果提取物及甜叶菊提取物
美国权威认证的中国企业。其主打产品罗汉果甜甙及甜菊糖
甙能够替代蔗糖，深受糖尿病患者与“减肥达人”追捧。

目前，莱茵生物旗下产品已远销美国、欧盟、韩国、日本等
60多个国家和地区，高端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同时，公司“罗
汉果制甜味剂绿色关键工艺突破项目”已通过国家绿色制造系
统集成项目验收。

“近年来，公司加大对甜叶菊提取物的研发生产力度。从
2018年至今，我们每年仅采购甜叶菊原料就花费约2亿元，为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莱茵生物有关负责人
表示。

今年以来，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因广泛应用于新冠肺炎治
疗被消费者熟知。其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就是莱茵生物生产的莽
草酸。为尽快生产出大量优质原料，莱茵生物抓紧时间复工复
产，为制药厂商生产抗疫药品提供了有力保障。

“复工复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没有全产业链支持、物
流保障、有关部门的指导，单凭我们一家企业的力量是根本做不
到的。疫情发生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各部门也纷纷创新服务，为企业解决了大量实际困难。”
莱茵生物财务总监郑辉表示，比如桂林市税务部门利用税收大
数据平台建立重点税源企业建档跟踪服务机制，组织党员先锋
队“一对一”开展全方位涉税服务，持续拓展“非接触式”出口退
（免）税服务，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刷新退税速度，一系列税收
“组合拳”为企业复工复产注入了资金“活水”。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人们对健康的认知，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关注健康管理，这也给莱茵生物带来了新的发展契
机。”莱茵生物有关负责人表示，秉承“绿色科技，健康未来”的经
营理念，公司将紧紧围绕“打造全球领先的天然健康产品平台”
愿景，继续加大上下游相关业务投资力度，开发更多原料基地，
构建功能性食品饮料、膳食补充剂、化妆品及医药等下游产业运
营平台，努力形成全产业链生态闭环。

近日，TCL电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TCL电子”）宣布以15亿元收购TCL
实业全资附属公司TCL通讯科技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通讯”）100%股
份。同时，公司将所持有的茂佳国际有限
公司 100%股份作价 25亿元出售给TCL
实业，TCL实业将以现金方式支付。公司
将获得净额约10亿元的出售所得款，主要
用于提升TCL品牌业务市场份额、加大

“AI×IoT”（即“人工智能×物联网”）战略
研发投入、扩大互联网增值服务以及重点
布局智慧商用显示领域等。

TCL电子首席执行官王成表示，本次
收购及出售事项完成后，将加速公司

“AI×IoT”战略落地，以智慧显示为核心，
助力TCL电子智能场景由家居向移动及商
用场景延伸，为用户打造“全场景、全品类、
全链接”的智慧工作与生活。

据了解，TCL通讯拥有从2G至5G的
大量专利及技术布局，其5G射频技术、软
件操作系统、智慧摄像和视频技术、边缘计
算、智能连接和传感器应用技术等，将进一
步扩大TCL电子在电视产品等方面的技术

优势，加速公司电视业务发展。
作为公司“AI×IoT”战略布局的重要

一环，TCL通讯的并入强化了公司“大屏、
中屏、小屏、可穿戴子屏”全场景智慧显示生
态协同效应。

“随着网络设施升级与显示技术广泛应
用，屏幕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场景
中，尽快实现洗衣机、冰箱、抽油烟机等家电
设备屏幕互联成为行业趋势。”在王成看来，
TCL通讯拥有的平板、路由器、个人可穿戴
设备等通信产品布局将与TCL电子“电视+
互联网”产品线形成互补，为用户提供全场
景一致性体验。

“收购事项完成后，TCL电子与TCL通
讯将充分发挥并融合双方在各自领域积累
的技术优势，加快产品创新速度。”王成表
示，作为拥有 5G技术的通讯企业之一，
TCL通讯将为公司智慧屏幕、智能家居及
商业显示业务提供包括云端存储、连接、信
息分发等在内的各项技术支撑，打造“以用
户为中心”的敏捷开发与交付体系，加快

“AI×IoT”战略落地。
早在2015年，TCL通讯便开始研发5G

相关技术，并于2016年在中国与法国建立
5G实验室。目前，公司旗下5G技术相关专
利申请已超百项。2019年底，其首款5G智
能手机获得美国、欧盟、日本等多个国家和
地区主流移动运营商供应资质。

当前，国内商业显示市场规模持续增
长，场景应用快速扩张。2019年，8类细分
市场规模达 789 亿元，预计 2023 年将达
1500亿元。专家表示，TCL通讯的加入，将
成为智慧大屏与商业显示的联结枢纽，有利
于公司实现“硬件平台+软件平台+细分场
景应用”战略规划，重点聚焦线上办公、会
议、教育、医疗、交通等场景业务，在不断提
升画质、音质的同时，增强设备之间连接稳
定性，建立统一的内容服务平台，实现用户
生活与工作多屏互动，为人们带来更高效的
企业管理与生活服务。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居家
办公、教育、娱乐需求大增。据互联网数据
中心预测，2019年至2023年全球智能家
居设备市场规模有望保持14.4%的年复合
增长率，2023 年出货量将达 13.96 亿台。
随着TCL产品线布局日趋完整、产品组合

不断增加，TCL有望占领智能连接市场更
多份额。

2019年，TCL电子与TCL通讯海外市
场产品销量分别为 1346 万台和 2588 万
台。“两家公司在海外市场覆盖广度及销售
渠道上拥有很强的互补性，共同开拓全球
市场前景可期。”王成表示，TCL通讯已建
立了以六大销售区域为核心的全球化营销
网络，分别为北美洲区、拉丁美洲区、欧洲
区、中东及非洲区、亚太区以及中国区，并
与全球主流运营商及零售业巨头建立了长
期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公司将以此
为基础建立更加全面稳定的运营商客户关
系，进一步拓展TCL电视及手机在全球市
场份额的增长空间。”

王成表示，此次交易是 TCL 电子
“AI×IoT”发展战略的重要一步，也是推进
公司业务全球化、多元化发展，打造全场景
智慧产品+服务生态的重要布局。未来，公
司将继续大力发展“AI×IoT”、智慧影像、
5G和边缘智能、自主研发的智能电视操作
系统及多模态交互能力，努力成为全球领先
的智能科技公司。

智能化“综放开采”（“综合机械化放顶
煤开采”的简称，是一种先进的采煤工艺）、
巡检机器人、大数据决策平台……走进同煤
集团同忻煤矿，各种各样的智能化工业应用
场景让人眼花缭乱。

近日，同忻矿再传捷报，由“煤炭技能大
师”杨继彪带领的研究生团队取得了关键突
破，该矿智能化综放操作系统第八次升级即
将完成。

3年来，同忻矿智能化综放工作面先后
改进了支护初撑力智能补压、三角区域割煤
参数制定、融合小煤柱开采、煤矿坚硬顶板
地面压裂控制等30余项技术，智能化综放
工作面从此告别了“水土不服”的窘境，同煤
集团智能化综放开采技术水平攀升至行业
第一、世界一流。

量体裁衣

同忻矿智能化建设始于2016年。“那
时，我们矿的机械化水平达90%以上，但提
到自动化、智能化大家还是很茫然，甚至有
些人还挺抵触的。”有20多年一线机电从业
经历的专家杨继彪告诉记者。

要更好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关键在于
要跟上矿井的实际需求。“高效运作不仅需
要智能设备，更需要软件系统的全面配合。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同忻矿井下生产需求
了。要让智能化发挥最大功效，必须量体裁
衣，赋予其‘同忻芯’。”杨继彪说。

系统升级，说得简单，行之不易。系统
编程、专业英语、机电维修等都是难啃的骨
头。为此，杨继彪带领团队由浅入深，从小
改小革入手，到挑战高难度，硬是在1年多
时间里完成了多项技术改革。

2017年4月份，同忻矿总结前四次系
统升级经验，结合新时期井下生产需要，完
成了第五次系统升级。他们开发出“矿压分
析系统1.0V”版本，可替代原有的尤洛卡数

显仪，在电液控基础上对工作面所有支架初
撑力、工作阻力等实时动态监测，同时完成
对单架、工作面二维、三维、全方位矿压的全
面分析。

“新系统可实时记录一次支架前后柱
压力，存储、分析118个支架工作阻力，可
有效避免矿压分析中的盲区，具有明显的
优越性。”同忻矿综采二队技术主管王亚军
告诉记者：“数据监测优势不仅体现在对来
压规律的掌握上，也体现在节约用人成本

上。与以往相比，我们现在每班可减少1
名矿压检测工。”

“能掐会算”

2019年8月份，同忻矿第三代8305智
能化综放工作面完成稳装。站在新起点上，
同忻矿智能化提档升级的脚步并未停止。

“2015年，我们试验性地运用小煤柱留
设技术，取得了多回收煤炭资源68万吨的
好成绩。后来，这一技术在全集团推广实
施。不过，布置小煤柱需要大量技术人员作
数值模拟，大面积推广很困难。如今，在智
能化升级支持下，小煤柱技术推广前景一下
子就不一样了。”综采二队技术员刘建伟告
诉记者：“最近，我们还利用‘砌体梁—悬臂
梁’，将‘停采不放煤’距离缩短了5米。”

如今，再次升级的智能化系统又带来了
新惊喜。新系统引进了远程控制技术、电液
控制技术、清洁供液技术、智能巡检技术、变
频调速技术、沿空留巷技术等8项智能化高
效采煤技术。通过大数据平台，支架电液控
制系统、煤机传感器监测系统、工作面视频
系统等采集到的信息，将实时上传到地面调
度监控中心，对数据集成处理后可生成直观
的图表或模拟动画，操作人员只需据此对工
作面设备远程控制即可。

无人开采

更高的起点意味着更大的挑战。2019
年伊始，同忻矿继续大胆创新，力争让智能

“辐射”更多领域。

“我们先后做了50多次试验，最终选择
在顶梁上安装高清摄像机。这样做既可以
准确把握采煤机运行情况，又可以清晰捕捉
设备的每一个细微动作。之后，我们又通过
压力、倾角等多种传感器，自动采集、统计、
分析、反馈设备实时运行数据，精确控制推
移油缸，实现液压支架防倾倒、防片帮、防冒
落，做到自动收护帮板、跟机喷雾等，大大减
少了工作误差。”杨继彪团队工作人员陈军
介绍。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4601米主井
皮带运输系统中引入了全天候往复智能巡
检机器人。它可以对接智能化综放工作面，
通过对皮带机滚筒、减速机、电机、胶带运行
状态视频巡检、红外测温，对智能化综放工
作面预警，真正实现了‘采掘设备智能化、系
统运行自动化、岗位巡守无人化、设备监控
可视化、诊断预警自动化、信息传输集成化’
目标。”陈军说。

如今，杨继彪正带领团队升级完善采煤
机智能采集分析信息、智能指挥机械采煤、
智能修正操作等功能。“比如，通过设定采煤
机牵引速度等参数自动割煤；按照示范刀所
记录的工作参数、滚筒高度轨迹开展智能化
预算，形成记忆截割模板；在自动截割过程
中不断修正误差……这意味着，真正的无人
开采实现了。”杨继彪说。

同忻矿的探索只是同煤集团智能化工
作面以及智能化矿山建设的一个缩影。目
前，同煤集团已制定完成了“塔山矿智能化
矿山3年建设规划”，力争到2021年全面建
成智慧矿山，成为行业5G应用与智能化开
采的开拓者与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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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天然健康产品平台
本报记者 梁剑箫

本版编辑 韩 叙

TCL电子收购TCL通讯100%股份——

人工智能×物联网战略加速落地
本报记者 李芃达

同煤集团：

力争明年全面建成智慧矿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通讯员 吴 玲

图为同煤集团同忻矿智能化综采工作面。 孙炎宾摄（中经视觉）

图为同煤集团综采智能设备操作人员正在开展系统检测。
孙炎宾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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