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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创在国创

公 司公 司 车 间车 间

内内 ，，工 人 在工 人 在

清理轮毂清理轮毂。。

王王 军军摄摄

（（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铸件最大单重约 160 吨、一片风机叶片

长达 100 多米、一个轮毂直径约 5 米⋯⋯走进

位于山东滨州市惠民县风电装备产业基地

的山东国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 创 公 司 ”），目 之 所 及 ，到 处 都 是“ 巨 无

霸”。从模具设计、砂箱制作到原材料铸造、

精密加工、涂装防腐、物流运输，国创公司打

造了一条风电铸件全产业链，年产各种风电

铸件 30 多万吨、风电结构件 3000 多套，资产

总额近 80 亿元。

在国创公司各车间生产线上，3000 多名

工人正加紧打磨、加工、涂装，赶制订单。“今

年的生产计划已经排满，全年产量预计比去

年 增 长 50% 以 上 。”国 创 公 司 总 经 理 王 有

全说。

加大研发力度

国创公司轮毂打磨车间里，焊花四溅，

工人们正忙着打磨清理模具。“轮毂是风机

叶 轮 中 间 的 部 件 ，靠 它 把 重 达 百 吨 的 3 支

叶 片 牢 牢 固 定 在 风 机 上 。”王 有 全 告 诉 记

者，风力发电尤其是海上风电技术，凭借无

污 染 、可 持 续 、不 占 用 耕 地 等 绿 色 能 源 优

势，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作为铸造企业，

国创公司有开发大型铸件的丰富经验，决

定 发 展 高 端 风 电 装 备 产 业 ，计 划 到 2033

年，建成国内海上风电行业标杆园区，形成

集研发、检测、装备制造、运行维护、港口服

务 与 教 育 培 训 等 于 一 体 的 海 上 风 电 产 业

集群。

刚开始从事风电装备制造时，公司面临

重重困难。因运行环境复杂，大型海上风电

设备对关键部件材质性能要求很高。“就拿

喷涂技术来说，公司最早采用传统的刷涂方

式进行操作，结果风机表面存在刷痕，易造

成后期局部锈点。后来又尝试采用喷涂方

式进行操作，却出现机器表面存在颗粒物等

问题。”王有全回忆说，有一次，因为出现喷

涂质量不合格导致重新返工，造成了几十万

元的损失。

国创公司意识到，闭门造车走不远，只

有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才能

赢得市场认可。公司投资近亿元成立研发

中心，聘请国内外风电铸造权威技术专家入

驻，打造了一支由 150 余人组成的高质量研

发团队。公司还与多家高校建立定向培养

计划，采用产学研合作等方式，不断研发高

新技术产品。

国创公司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比重一直保持在 5.5%以上，研发保障能力不

断提升。目前，公司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400

余人，产生了 100 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近年来，国创公司风电铸件核心技术不

断取得重大突破，先后研发了 60 余种风电铸

件产品，突破 10 多项关键技术，已发展成为

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彻底改变了过去借助外力、受制于人的状

况，成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

的转变，依靠自主核心技术完成了多家国内

外客户大兆瓦海上风电核心部件产品研发

工作。

推进智能制造

走 进 国 创 公 司 生 产 车 间 ，从 原 材 料 的

切割、熔炼、铸造到轮毂的精密加工、涂装

防腐，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形成了一条

高效流畅的智能化生产链。国创公司涂装

三部经理刘海涛告诉记者，公司引入先进

智能控制系统，整个生产过程实现了高度

自动化和智能化。轮毂有油漆层、锌层和

防滑砂涂层，3 道涂层质量标准不同，可确

保 涂 装 30 年 不 出 现 防 腐 方 面 的 质 量 问

题。同时，公司引进倾斜式移动数控回转

工作台等各类生产、研发设备设施及系统

100 余台（套），打造高效智能的全自动生产

线，年新增销售收入近 5 亿元。目前，国创

公 司 已 拥 有 现 代 化 生 产 车 间 100 多 万 平

方米。

在建设智能化生产线的同时，国创公司

应用智能化信息管理系统、监控系统、数控

分析系统等智能系统，提高运营效率，降低

运营风险，使公司生产效率提高约 15%，运营

成本降低约 10%，大大缩短了产品研发生产

周期。

国创公司还不断创新改进铸造原材料、

浇注方案、熔炼技术、工装设计等，使材料消

耗 下 降 约 10% 、

能 耗 下 降 约

20% 、废 品 率 下

降 约 2% 。“ 砂 箱

制作是风电设备中的重要一环。过去，砂箱

中的芯骨是用手工直接放入模具砂型内，存

在位置不可控的问题，模具在起模、吊运过

程中容易开裂甚至掉落，存在安全隐患。”国

创公司副总经理张振强介绍，经过技术人员

攻关，公司成功研发出成型芯骨，将金属骨

架与模具连成一体，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安

全性。新技术的应用还大幅度降低了铸件

的用砂量。

发挥链主作用

凭 借 雄 厚 的 实 力 ，国 创 公 司 成 为 山 东

省 8 家 风 电 产 业 链 联 盟“ 链 主 ”企 业 之 一 。

目前，公司所在的惠民县正着力建设高标

准的风电城和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项

目建成后，可实现陆上风电全产业链多种

类产品从这里走向市场，为公司发展带来

新机遇。

“作为‘链主’，既要在产业链上下游协

同发展中不掉链子，还要有适应市场标准的

高端设备作支撑。”张振强说，国创公司位于

风电产业链中游，是承上启下的风电装备制

造产业链龙头。在国内市场，国创公司是国

内风电装备较大的配套商，是 20 余家风电行

业企业的重要供货商；在国际市场，国创公

司与多家国外风电企业开展合作，市场份额

不断扩大。

为做好“链主”，国创公司自 2019 年起，

陆续投资近 100 亿元建设风电全产业链产业

园。经过近几年建设和招商，目前已有 10 余

家行业头部企业成功入驻产业园，实现风电

电机、叶片、齿轮箱、风电轴承、高强螺栓等

风电 75%以上产品可在产业园内制造，有效

带动上游供应商业务增长，降低了下游公司

制造、物流成本。

“国创公司将瞄准产业发展趋势，加强

产业链补链、建链、强链，全力打造规模领

先，产业链完整，行业龙头集聚，集产品研

发、生产制造、风场运营于一体的海陆风电

装备制造产业基地。”王有全说。

国创公司专注风电装备产业——

逐 风 深 蓝 再 提 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金虎王金虎

本版编辑 刘 佳 张苇杭 美 编 夏 祎

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

﹃
挑大梁

﹄

沈

慧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离不

开产学研的密切合作。企业作

为最活跃的创新力量，在其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

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

深度融合”，为新时期企业更好

发挥创新主力军作用指明了

方向。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

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学技术

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

合，科学研究范式呈现出大科

学、大工程、大协作等特点，创

新组织的体系化特征愈加明

显。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破解

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实现

高质量发展，更加迫切需要企

业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构建科技和产业之间互融互通

的桥梁纽带，加快科技成果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提升产

业化水平。

企业要勇于“唱主角”。企

业是创新创造的生力军，需充

分发挥“答题人”作用，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开

展前沿技术攻关、前瞻布局新

赛道，在更多的产学研任务中

成为主角，提升自身在创新决

策、科技项目组织等方面的话

语权。同时，应主动与高校、科

研院所建立多种形式合作关

系，面向产业需求、共性问题，

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推动科研

成果贯通式转化。

企业要积极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目前，产学研创

新联合体多由高校院所或政府主导，企业主导的情况较

少。立足全球前沿科技竞争新动态和产业发展新趋势，

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需瞄准关

键核心技术、产业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瓶

颈，紧密联结多元创新主体，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验

室、技术中心、工程中心等创新平台，推动信息、资金、人

才等资源要素高效配置，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

度融合，形成多方协同联动、融通创新的创新联合体。

企业要着力构筑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企业、高校、

科研院所等不同创新主体，考核评价导向不同，利益诉求

也不同。完善的利益分配和风险控制机制是实现产学研

深度融合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企业应统筹兼顾各方需

求，以创新贡献率为标尺，明确界定责权利，探索通过成

果权益分享等方式合理分配创新成果。同时，要完善风

险评估体系和风险共担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容错率。

眼下，我国正处在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关

键阶段，期待更多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挑大梁”，与

各类创新主体一道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奋力前行。

人元生物公司探索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

物 尽 其 用 有 实 招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翻抛、发酵、粉碎、筛分⋯⋯8 月 17 日，

在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的一个果蔬

种植基地里，鹤壁市人元生物技术发展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人 元 生 物 公 司 ”）

生 产 的 4 台 履 带 式 翻 堆 机 正 在 高 效 运

转。据介绍，400 多吨畜禽粪被转化成有

机肥后，将为 5000 多亩葡萄提供养分。

人元生物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一

家集农业微生物菌剂、有机肥、有机肥生

产线专用设备、植保器械等研发、生产、

销售与推广应用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产量不断提

高 ，但 大 量 农 业 废 弃 物 未 得 到 合 理 利

用。为此，我们深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领域，加快设备和技术创新步伐，构

建循环利用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人元生物公司总裁张献国介绍，今年上

半年，公司销售收入达 3 亿多元，同比增

长 115%。

记者来到人元生物公司有机肥成套

设备研发生产基地。车间内，生产线高

速运转；车间外，品控员操作刚刚下线的

产品在半米多厚的泥塘里往返。“有机肥

设备可有效解决农业废弃物对环境造成

的污染，提高农产品质量，是实现资源综

合利用的关键一环。我们制定了严格的

质量控制和质量追溯制度，这是每台大

型设备出厂前必须经受的极限检测。”人

元生物公司品控经理王瑞新说，公司实

行 产 品 安 全 质 量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负 责

制，为每件产品建立从研发生产到销售

全链条的信息档案，以“一品一卡”的方

式记录从原料供应到班组生产，再到预

检、品控、出厂检验的全部信息。同时，

公司制定了“归零”制度，即在生产过程

和售后服务中发现的问题，从技术和管

理方面分析原因，并立即采取纠正措施，

避免问题重复发生，实现质量问题从技

术到管理的“归零”。

秉持“以质量求生存、以品质为保障”

的理念，人元生物公司在生产端做稳、做

细，在研发端做新、做精。公司聚焦自动

化、智能化、低碳化，深入开展设备技术攻

关，解决了新能源翻堆机变速箱调校、动

力转换等难题。目前，公司可生产翻堆

机、翻抛机、颗粒及粉状生产线三大类设

备 50 多种产品。

立足于有机肥设备研发和应用，人元

生物公司加快研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新

技术。公司在企业内部建设创新平台的

同时，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

研合作，攻克了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与资

源循环利用一系列核心技术。

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禽业公司饲养

了 25 万多只鸡，为了解决鸡粪处理难题，

引入人元生物公司研发的畜禽粪污资源

化综合利用发酵技术，使用有机肥设备和

微生物菌剂进行无害化处理。“公司一天

大约产生 25 立方米鸡粪，以前请人送往十

几 公 里 外 的 处 理 厂 ，一 年 要 花 费 4 万 多

元。现在，将鸡粪发酵成有机肥，用于粮

食、果蔬、苗木、花卉种植等，既改良了土

壤 ，也 增 加 了 产 量 。”公 司 负 责 人 邵 阿

成说。

“农业废水、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等

农业废弃物，均可以变废为宝。”张献国

说，公司应用有机肥设备和微生物菌剂使

秸秆、杂草等农作物废弃物变成绿色无公

害垫料进行畜禽养殖，畜禽粪便等废弃物

又通过微生物菌剂变成有机肥料用于绿

色种植，实现了循环利用。

截至目前，人元生物公司获得发明专

利 50 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110 多项，参与

多项农业有机肥成套设备行业标准的制

定。公司研发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综合

利用技术已推广应用至全国 30 多个省份，

用 户 达 2 万 多 户 ，大 幅 减 少 了 污 染 物 排

放量。

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人元生物公

司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建立联农

带农机制，采取股份合作、订单生产等利

益联结形式，形成关联紧密、分工明确、链

条 完 整 、利 益 共 享 的 农 业 产 业 化 模 式 。

2023 年，公司向农户、家庭农场、农业协会

及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采 购 金 额 达 3.1 亿

多元。

“公司将坚持以人才为支撑，以创新

为动能，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更好发挥科技型、创新型、服务型龙

头企业带动作用。”张献国说。

在人元生物公司车间，履带式翻堆机整齐排列。

袁国强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