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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坚持创新发展——

智 慧 赋 能 船 舶 建 造
本报记者 吴陆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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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复苏考验企业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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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油品公司不断更新工艺——

研 发 生 产 向“ 专 ”而 行
本报记者 耿丹丹

开 足 马 力 赶 订 单

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发的柔性制造单元。

周丽梅摄（中经视觉）

位于安徽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胆创新，成功研发了

智能换电重卡产品，并陆续在北京、上海、海南等地批量投入使用。眼下，汉马科技公司的新

能源重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满足海内外市场供应。图为公司员工在装配新能源

纯电动智能换电重卡汽车。 王文生摄（中经视觉）

不久前，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红江”）的科技创新成果

“船舶动力配套系统先进制造关键技术与

应用项目”入选“2022 中国智能制造科技

十大进展”。

作为中国船舶集团旗下的骨干企业，

重庆红江近年来着眼于船舶技术的综合应

用，积极开展船用柴油机零部件的研发和

生产，攻克技术领域难题，有力提升了配

套零部件研发、制造的能力和水平。

突破技术难题

各种型号的燃料喷射系统、调速器，可

满足最大功率 9000 千瓦船用主机、各类发

动机供油传动机构⋯⋯走进位于重庆永川

区的重庆红江产品展厅，船舶动力零部件

产品琳琅满目。重庆红江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谢远文介绍，这些由企业自主研制的

“拳头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舰船、海洋装备、

轨道交通、工程机械等领域，远销多个国家

和地区。

高性能产品不断推出，是重庆红江长期

坚持自主创新的结果。“过去，我国的船舶燃

料系统关键技术以及核心零部件大多依靠

进口，不仅价格昂贵，还受制于人。”重庆红

江技术中心主任黄都告诉记者，为突破难

题，公司在 2005 年就成立了技术中心，年均

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 10%以上，以创新驱

动发展，发力技术攻坚。

如何精确控制进入气缸的燃油量是船

用动力领域的一大难点。重庆红江组建技

术研发团队，经过 5 年集中攻关，成功研发

出“适应重油的电子控制式大流量燃油喷射

系统”。“这项技术成果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燃

油喷射系统控制精度差、喷射压力低等问

题。”黄都说，运用该技术的产品投入市场

后，累计为公司带来 3000 多万元营业收入，

毛利率高出传统产品 2 倍左右。

如今，作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重庆

红江已掌握燃料喷射系统及动力配套设备

零部件的多种技术。截至 2022 年年底，重

庆红江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 90 余项、获得

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 180 余项、国际发明专

利 2 项。

高水平的创新平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

展。在重庆红江低速机关重件实验室，轰鸣

的机器声中，低速机高压油泵试验台正在对

产品进行性能评估。这个实验室拥有低速

机轴瓦模拟试验平台和低速机共轨燃油系

统重油试验验证平台。

“目前，实验室各大平台已经开展多项科

研项目样机的性能及耐久测试，为国内低速

机燃油系统和轴瓦关键重要零部件的自主研

发提供了良好的试验验证条件。”黄都说。

加快数字化转型

机械手左右摇摆，原材料毛坯经过数控

车床车削、加工中心铣削螺旋线等生产工序

后，自动放回完工物料仓，完成了柱塞热处

理前所有加工内容。这是记者日前在重庆

红江数字化车间采访时看到的柔性生产制

造场景。

“按照传统生产模式，一条生产线只能

生产一个规格产品，而在柔性生产线上，则

可以根据不同订单同时上线生产不同的产

品，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重

庆红江智能制造部负责人罗付强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已经建成了基于边缘计算、机器

视觉、自研多品种柔性自适应技术、高韧性

材料加工过程断屑与铁屑自动清理技术的

11 个精益化智能自动化单元，关键工序加

工效率提升 63.54%。

以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装备制造业。

近年来，重庆红江积极探索“离散型”智能制

造模式，形成了复杂产品数字化协同研制解

决方案，满足高端装备制造业对复杂产品协

同研发、模型传递、数据贯通以及体系规范

化、工业知识软件化、智能化混流和均衡生

产等方面的需求，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

的数字化变革之路。

重庆红江突破知识化协同研发、智能

化柔性制造等技术，自主开发出多个信息

系统和软件，打造了基于工业 APP 的柴油

机研发生态。记者了解到，重庆红江近年

来相继攻克了自泄压碰撞保护装置、自浮

动可调节浮动夹持装置等多项智能装置技

术，自主研发的多品种柔性自适应技术可

实现单分钟换产，可兼容的品种达到 26 种

以上，换产时间减少 52%。

此外，重庆红江构建了以数字化信息管

控系统、自动化加工系统、自动仓储与物流

系统为核心的数字化车间，建设了以车间制

造执行系统为核心，DNC（分布式数控）、

ERP（企业资源计划）、CAPP（计算机辅助工

艺过程设计）等多系统为依托的数字化协同

制造平台，实现了系统之间业务数据的互联

互通。

“通过智能化升级，公司的设备数控化

率达到 90%以上，产品制造周期缩短 40%，

成本降低 35%。”罗付强说。

努力迈向国际化

元旦假期一过，重庆红江的生产车间就

忙碌了起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订单量有

一定的增长，特别是海外订单。”重庆红江经

营开发部负责人段采明告诉记者，1 月 10

日，公司生产的一批机车零部件和船用发动

机零部件出口运往国外。

近年来，重庆红江在不断巩固船用发

动 机 关 键 重 要 零 部 件 配 套 市 场 地 位 的 同

时，还大力拓展“非船”产品，朝着多元化、

国际化发展迈进。

“在产品布局上，公司从过去单一生产

燃油喷射系统，延伸发展了包括 LNG 喷射

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等零部件研发及制

造，同时从以船舶配套为主，朝着清洁能源、

石油机械等非船领域拓展。”重庆红江党委

副书记、副总经理张鹏说，多元化产品满足

了市场需求，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新增长

点。目前，重庆红江“非船”产品产值占比近

10%，并呈上升趋势。

依托多元化产品，重庆红江不断迈向

国际化。为拓展国际市场，重庆红江一方

面通过广泛的市场调研，瞄准发展前景好

的新兴行业产品进行研发，不断进入新的

配套领域；另一方面在为国际厂商提供配

套服务的同时，主动根据客户的技术要求，

不断拓展配套产品的品种、范围，从而增加

出口量。

目前，重庆红江已成为许多国际知名公

司的优秀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公司生产

的海洋装备等配套产品通过了全球九大船

级社检验认证。

段采明说，2022 年，公司克服疫情不利

影响，采取多项措施保障生产和物流运输，

所有海外订单都如期交付，业绩实现稳定增

长。数据显示，2022 年，重庆红江实现外贸

销售产值 3600 多万元，同比增长 28.38%。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旅

游市场已呈现回暖迹象。刚刚过去的

元旦假期，海南、云南等一些旅游目的

地客流恢复超过预期；很多地方的机

票、酒店等产品正迎来春节小长假的

预订高峰。

旅游业“扛”过了 3 年格外艰难的

时光。眼下，业界翘首以盼的复苏来

了，拼真功夫的时候也到了，各类旅游

企业加紧打算、谋划和行动，对自身

“ 回 血 ”和 旅 游 市 场 加 速 复 苏 至 关

重要。

短期之内，旅游企业抓紧修复接

待服务能力是关键。这 3 年，很多旅

游 企 业 从 战 略 和 经 营 上 进 行 了“ 瘦

身”，有的设施开工不足老化失修，有

的人员流失管理服务水平下降，有的

硬件改造建设速度放缓。如今，旅游

市场回暖进程加快，游客增多，如果设

施设备、服务队伍、经营条件跟不上，

很可能影响游客的体验和企业的口

碑。因此，旅游企业从现在起就应做

好准备，从硬件上抓好道路、住宿、厕

所、游客中心等设施的维护，尤其是索

道、玻璃观景台、游乐器械这类设备的

检修，确保游客出游安全；从软件上抓

紧人员召回与培训、同业关系重建和

供应链重组等关键问题，提高服务保

障水平和质量。

从长远来看，疫情改变了游客的

观念、习惯和偏好，也将改变旅游投资

方式和供给行为。此时，游客对出行

的安全性、私密性有了更高要求，传统

团队旅游的组团形式、服务模式、产品

组合方式等可按需调整，私家团、定制游等细分市场值得深耕；

“反向旅游”“囤旅游”等避免扎堆、经济实惠的玩法受到年轻游

客青睐；精致露营、微度假、乡村游等新消费形态逐渐走红，人们

欣赏身边的美丽风景，体验日常的美好生活，渴望在老地方寻找

更多新玩法⋯⋯这些变化由小趋势到大规模，正在改变着整个

旅游市场的结构和特征。深刻研究市场需求的变化，从中发现

并抓住行业新趋势、新机会，是旅游企业更重要的发展课题。

市场复苏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曾经的经营方式、产品结

构等不一定适应新变化，在巨大的市场转型面前，旅游企业必须

要做的是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创新求变，用科技创新、市场创

新、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拓展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产

品和服务，以更好满足新形势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旅游消费和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

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新疆福克油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克油品”）润滑材料技术研发

中心内，研发人员俞兆亮正在进行新型润滑产品

配方的研发实验。“产品需要不停更新换代，研发

新品对企业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俞兆亮说。

福克油品成立于 1995 年，主要生产节能润滑

油、润滑脂、防冻液等 20 余类 150 多种产品。“虽

然我到福克油品才 3 年多，但我已经参与了采棉

机摘锭润滑脂、低温液压油、液压支架乳化油等

不少研发项目。”俞兆亮告诉记者，研发一个新产

品，需要进行上百个样品试验，耗时基本在半年

以上，研发团队的成员们几乎每天都“泡”在实验

室里。

像俞兆亮一样的研发人员，在福克油品有近

30 名，占企业员工总数的 30%。多年来，企业专注

润滑产品研发生产，逐渐由一家润滑油传统生产

企业升级为集润滑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再生

利用等于一体的服务型制造企业。

“企业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要发展必创新’的

理念。福克油品每年都拿出营业额的 10%用于研

发投入。”福克油品党支部副书记、总工程师严晓

虎告诉记者。

废润滑油的回收再利用率低、先进技术装备

推广困难、低端同质化竞争严重等，一直是业内公

认的难题。针对新疆废润滑油的排放及利用状况

和特点，福克油品从 2000 年开始开展废润滑油资

源化利用技术以及成套装备的研发。

2010 年，企业创新研发出了废润滑油再生新

工艺及设备，实现了废润滑油的再生循环利用。

2014 年，企业创新研发推出管式连续皂化工艺生

产高端润滑脂，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产品质量

得到提高。“公司近年来已与 300 余家企业建立了

润滑油循环再利用技术合作关系。”严晓虎说，通

过不断地研究技术和更新工艺，福克油品形成了

14 项废润滑油再生装备专利，具备每年处理废润

滑油 2 万吨的能力。

近年来，企业把目光聚焦到更具竞争力的高

端产品上来。“单一产品和低端产品不具备市场竞

争力，我们更希望做高端产品，打开更多的市场。”

在福克油品的货物存储仓内，严晓虎给记者介绍

起目前企业的畅销产品——采棉机摘锭润滑脂。

作为棉花主产区，新疆的机械化程度高，农用机械

润滑油市场前景广阔。“以前采棉机摘锭润滑脂都

是进口的，4 年前我们开始搞研发，如今，这款产品

的市场正在逐渐扩大。”严晓虎说。

除了采棉机专用润滑油，福克油品近年来研

发出一系列适用于特殊环境要求的润滑产品。福

克油品的工业齿轮油在质量和数据指标上通过了

国际标准弗兰德认证，企业产品可以满足多种型

号重负荷齿轮油润滑需要。目前，企业研发的高

端产品已得到广泛应用。

“创新需要鼓励。为此，企业出台了分级奖

励措施。对积极实施创新、参与创新的员工，视

创新的效果与收益程度，给荣誉、给奖金、给股

权，让员工自觉自愿地走上学习、研究、改进、创

新的道路。”福克油品总经理涂晶介绍，目前，创

新队伍的水平不断提升，为企业的研发提供了有

力支持。

如今，通过创新研发，福克油品已获得国家专

利 60 多项，其中发明专利 40 多项。2022 年，福克

油品入选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我们将继续加大研发力度，加强协同创新，努力

突破一些技术和难题，研发出更多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产品。”涂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