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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雨集团有限公司聚焦清洁能源创新应用——

做 好“ 热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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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服务质量要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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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亏损大户到行业龙头——

“中粮花生”做精主业闯市场
本报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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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雨集团江苏连云港基地。 （资料图片）

前不久，太阳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太阳雨集团”）研发生产的空气能采暖机

在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实现稳定运行。

“我们的空气能采暖机克服了珠峰极端

复杂的气候条件，在海拔 5200 米的高度运

行 期 间 ，室 内 供 暖 温 度 可 达 18 至 20 摄 氏

度。”太阳雨集团总裁陈荣华说，这是空气能

采暖领域企业首次完成高海拔区域的供暖

保障工作。

太阳雨集团是一家以空气能技术为引

领的清洁热能公司，属于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自 1999 年成立以来，太阳雨集团始终以

空气能为核心，其空气能+太阳能等多能源

耦合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为客户提供清

洁供热、清洁发电、泳池机以及工业生产、农

业烘干等解决方案。2022 年凭借“抑霜型空

气源热泵机组研发与应用项目”，获得“中国

制冷学会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提高创新力

入夏以来，海拔 4500 米的西藏自治区

山南市浪卡子县迎来了一年中气温最高的

季节。太阳雨集团在这里建设运营的大型

太阳能集中供热工程正在收集阳光中的热

能，为今年的采暖季做好热能储备。

“ 这 是 太 阳 能 实 际 运 行 保 证 率 达 到

100%的太阳能集中供热工程，也是我国太

阳能区域供热供暖工程从 0 到 1 的突破项

目。”太阳雨清洁热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

道金介绍，浪卡子县大型太阳能集中供热工

程供暖面积达到 11.3 万平方米，系统运行时

室温一般在 16 摄氏度以上，密闭好的情况

下可以达到 20 摄氏度以上，可保障 6400 多

名当地居民温暖过冬，还可实现非供暖期热

水供应和全年净水供应。

“今年是项目运行的第六个年头，很多

当地百姓不再靠烧牛粪取暖，企业也无需通

过燃煤锅炉取热，当地居民基本生活条件和

办公条件得到极大改善。”陈荣华说，项目在

高寒高海拔地区验证了企业的太阳能光热

技术。

“我们依托太阳能热水器制造方面的深

厚积累，近年来逐渐进入太阳能供暖领域。”

陈荣华告诉记者。

从热水到热能，一字之差，是发展理念

和方式的跃升。

许道金告诉记者，为了对标国际一流企

业，研发团队不断摸索寻找太阳能集热器这

个关键部件的创新突破口。

“研发期间，我们查阅了众多文献资料，

积极参加相关国际论坛，开发出近 50 台太

阳能集热器样机。”许道金说，研发团队不怕

困难、潜心研究，对吸热板芯、保温材料、换

热流道、焊接工艺、导热介质等进行了上百

次测试和参数优化。

大型太阳能集中供热工程中，控制系统

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经组织”，也是最难攻

克的关键技术之一。

“控制系统的程序有 3 万条，为了尽快

得出系统算法，我们在项目现场对 3 万条程

序逐一进行验证。这个‘笨办法’让我们得

到大量一手数据。”许道金说，在研发团队共

同努力下，最终啃下了大型太阳能集中供热

控制系统这块硬骨头。

“通过创新太阳能跨季节储热、多能源

复合等模式，企业不仅为客户提供了从热水

到热能的整体解决方案，也解决了国内太阳

热能跨季节使用的难题。”陈荣华说，目前由

集团承建的大型太阳能集中供热工程已成

功在西藏山南市、日喀则市和河北张家口市

等地建成运行。

实现新突破

“在空气能技术刚引入国内时，我们就

尝试布局空气能技术领域。”太阳雨集团副

总裁、总工程师李开春说，空气能技术是利

用大自然中的空气资源，通过热泵技术捕捉

环境中的热能，并将空气中的低品位热能转

化成为可供人们使用的高品位热能。

空气能技术应用涵盖了家用和商用生

活热水、制热、制冷、恒温大棚、干燥、烘干、

互补能源、余热回收等领域，并以供热技术

为基础，不断向外延伸，已经深入家电行业、

空调行业、太阳能行业以及电能供暖行业等

各个领域。随着各行各业对节能减排和清

洁能源的重视，空气能技术应用领域还在不

断拓展。

空气能水箱漏水问题曾是行业通病，也

一度让太阳雨集团空气能研发电控部主任

徐同杰和团队很头疼。“一旦发生漏水，机器

停摆，制热停止，在北方严寒天气下，对百姓

生活影响很大。”徐同杰说，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研发团队在冬季最冷的时候来到我国最

北方的漠河市，在冰天雪地里一遍一遍测

试，以找出产品的薄弱环节。

“研发团队跑遍了黑龙江、内蒙古、青海

等地，收集了大量元器件在不同温度、不同

工况下的运行数据，再通过无数次分析，终

于找出了问题的解决办法。”徐同杰说。

从立项到发展，太阳雨集团空气能项

目经历了 10 多年的适应期，通过研究创

新、打造优质产品，赢得了市场认可。在

今年上半年举办的多场国内外空气能展会

上，太阳雨集团推出的多个新款产品获得

厂商青睐。

“我们有能实现采暖、制冷、热水三联供

的空气能产品，也有在零下 36 摄氏度环境

下依然稳定制热、最高出水温度可达 85 摄

氏度的高温复叠空气能产品，还有满足商用

的 120 马力的超大空气能机组。”李开春说，

在空气能产品领域，太阳雨集团已经建立起

全维度的技术布局。

截至 2022 年底，太阳雨集团累计推广

太阳能集热器 5300 多万平方米、空气能产

品 100 多万台，累计节电 1800 多亿千瓦时，

节 省 标 煤 近 5900 万 吨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超

1 亿吨。

增强新优势

记者走进江苏连云港海州工业园的太

阳雨集团总部，展示台上各类涵盖科技元素

的样品格外显眼，从超低温全直流变频冷暖

机到大型太阳能平板集热器，再到一系列清

洁能源解决方案，琳琅满目的科技产品和现

代化能源解决方案，摆满了上千平方米的

展厅。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不断发

展源于紧紧抓住技术这个关键点，不断推进

技术与自主创新，逐步建立起综合技术优

势。”陈荣华说，太阳雨集团从几十个人的手

工式作坊起步，通过坚持走创新化、品牌化

经营之路，在众多太阳能热水器生产企业中

脱颖而出，不到 10 年时间便发展为行业的

“领头雁”。

太阳雨集团成功的奥秘其实很简单：争

当“第一个吃螃蟹的”。

真空管被誉为太阳能热水器的“心脏”，

在行业发展初期，很多厂家采用的是黑色吸

热材料的真空管。“这种真空管在极温情况

下易炸裂。我们与某高校研究所对接，进行

产学研合作，将当时最先进的三靶镀膜技术

应用到太阳能真空管上，使太阳能热水器耐

高温、抗严寒、高效吸热性能大大提高。”李

开春说，通过新技术的应用，产品吸热效率

提升到 94%，成为当时行业内最具竞争力的

技术之一。

太阳雨集团持续进步，始终坚持专注

主业。

记者在企业实验室见到了自主研发的

太阳能集热器及系统检测设备，国内先进

的 太 阳 模 拟 器 ， 以 及 中 温 集 热 器 检 测 系

统 、 热 管 检 测 系 统 等 数 百 套 大 中 型 实 验

设备。

“企业在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方面从不

吝啬，为了造出更好的产品，价格超千万元

的检测设备一个也不少。”李开春告诉记者。

太阳雨集团不仅用好产品占领市场、赢

得口碑，还通过自主创新推动企业多元化

发展。

“我们已成为某些世界知名企业唯一指

定的空气能制造商，产品远销 1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李开春说，目前公司拥有授权专利

近 300 件，依靠清洁热能研究院、家电工业

设计院等多个研发创新平台和国家认定企

业技术中心，不断强化创新能力，朝着专业

清洁热能公司的目标迈进。

进入暑期，各地旅游市场持续

升温，旅游企业围绕亲近自然、循迹

访古、红色旅游、科普教育等主题，

推出亲子游、研学游等多种旅游产

品，以满足消费者多层次需求。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大众旅

游时代，旅游市场日趋成熟，人们对

旅游服务质量的需求逐步向高品

质、多元化升级。以团队游为例，老

年人参团已不满足于“大巴一开上

车睡觉、大巴一停下车照相”，而是

渴望更加休闲健康的游览方式；年

轻群体则希望旅游企业不仅提供路

线规划、景点导览等基本服务，还能

为他们安排特色的小众景点、街角

的地道美食、随时的旅拍记录等。

服务质量是旅游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近年来，我国旅游企业服务

质量、服务意识、管理水平不断提

升，游客满意度也随之提高。但也

要看到，旅游服务质量与人民群众

不断升级的服务需求还有一定差

距。一些企业管理不规范、服务人

员缺乏培训，影响人们的出游体验；

一些企业习惯于赚快钱，打着“零负

团费”“低价团”的幌子，强制购物、

宰客欺客，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消费

者利益。

游客的需求就是企业服务升级

的方向。面对服务需求新趋势，旅

游企业要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

水平，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从而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着眼长远，建立健全质量管理

体系。旅游企业需应用先进质量管

理方法，逐步建立规范的管理制度，

完善消费后评价体系，营造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有条件的旅游企业

可以建立“首席质量官”“标杆服务

员”制度，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管理

水平，打造优质旅游服务品牌。

坚持创新，以数字化驱动服务

质量提升。数字技术可以助力旅游

企业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开展服务，

满足人们不同的习惯和需求。旅游

企业需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在旅游服务中应用大数据、云计

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提高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服务

能力以及服务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消费者服务体验。

培养人才，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旅游人才是提升旅游服

务质量的重要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旅游企业的活力和竞

争力。旅游企业要积极引进人才，为人才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用环境、待遇和荣誉留住人，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与企业共同

成长。同时，加强服务技巧、沟通能力等专业培训，不断提升人

才的综合素质。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旅游企业需常抓不

懈、久久为功，以高质量旅游服务供给引领和创造更多新需求，

让广大游客游得放心、游得舒心、游得开心。

盛夏时节，走进中粮山萃花生制品（威海）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粮花生”）标准化厂房，17 条坚果

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这里每天产出 200 多吨

花生酱、裹衣花生以及其他坚果类产品，销往国内

国际市场。2022 年，中粮花生年销售额突破 6 亿

元，利润近千万元。

很难想象，中粮花生 10 年前还是一家亏损超

1 亿元的亏损大户，一度面临被清理处置的境地。

近年来，公司聚焦科研创新，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促进质量变革，从此前进行粗加工的单一外贸型企

业，成长为专注坚果精深加工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2014 年，公司从青岛整体搬迁到威海，可谓内

外承压。”中粮花生总经理李滨说，内部处于变革阵

痛期，大量员工离职；外部承受着市场快速变化和

客户流失的压力，公司发展陷入停滞，亏损严重。

如何尽快摆脱困境，走上发展之路？中粮花生

大刀阔斧调整领导班子，重组内部管理架构，制定

发展规划，改变产品结构。经过进行深入的市场分

析与行业调查，公司明确了以科技创新赋能精深加

工的思路，开发更高附加值的产品，进一步提升盈

利能力。

2019 年以来，中粮花生累计投入研发费用超过

5000 万元，先后成立了研发、技改创新工作室，集中

攻克产品研发过程中面临的核心技术、共性技术以

及生产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工艺难题。同时，中粮花

生研发中心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与科研院所联合

攻关，解决了坚果休闲食品原料加工适宜性评价技

术，突破了花生酱产品研发中油酱分离等难题。

“以前，坚果加工一般采用高温烘烤技术，存在

烘烤过火、焦糊粒等问题，营养成分易受到破坏，保

质期短。”生产管理部坚果车间生产主管侯晓玲介

绍，研发团队分别用蒸汽、燃气及电加热等烘烤方

式进行梯度试验，摸索温度、时间等烘烤工艺参数，

开发出轻度烘烤技术，不仅产能提升 30%以上，而

且最大限度保留了坚果的营养成分。

如今，中粮花生车间内，一台台经过公司专利

技术改造的色选机、半粒振动筛、烘烤机、半粒产线

包装机高速运转，一颗颗花生、坚果经过清洁、筛

选、梯度烘烤、包装，变为花生酱、调味坚果零食和

功能糖等产品，被运送到世界各地的食品加工厂和

消费者餐桌。

“通过不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公司的核心产品

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许多技术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彻底走出了花生加工产业品质差、附加值低、损耗

大、难以长期保存的困境。”李滨说。目前，中粮花生

共拥有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50个、授权发明专利 4个。

在自身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中粮花生充分发

挥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作用。种植户于

向宾是山东威海人，与中粮花生共建花生基地已有

6 年时间，累计向公司出售 140 多吨原料。今年，在

中粮花生专家团队的推荐下，他种植了 106 亩优质

品种。“我提前和中粮花生签订了购销合同，不仅不

愁卖，售价比市场价格还更高一些。”于向宾告诉

记者。

近 5 年来，中粮花生在山东省及东北地区建设

了 4 个原料基地，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家庭

农场+农机+科技”的模式，引导农民种植高附加值

品种、开展标准化生产。今年，公司一共建设花生

基地 8 万多亩，与 2900 多户种植户签订种植购销

协议。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战略布局，增强品牌意识，

走有机绿色的道路。通过加强花生加工专用品种

的标准化绿色种植基地建设，开发花生蛋白类系列

新产品，不断延长产业链、提高价值链，带动农民致

富、助力乡村振兴。”李滨说。

太阳雨集团零下 40 摄氏度超低温化霜实验室。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