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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张钢板到一台大型挖掘机下线，需

要多长时间？三一集团智能工厂给出的答案

是：17分钟。

该工厂是三一集团在西南地区建造的首

家“灯塔工厂”，投产半年便生产出了上万台

挖掘机，去年实现销售额 68.1亿元。

“数字化技术的运用是‘灯塔工厂’的主要

特征之一，我们工厂在业内有着‘最聪明工厂’

的美誉。”三一重机（重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部监张晓东说，三一集团智能工厂建造之初就

定下了“集智能制造、设备互联、智慧物流等于

一体的智慧工厂”目标，旨在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机器人协同操作

纤尘不染的智能化车间里，挥舞的机

械臂，来回穿梭的 AGV 自动化物料运输小

车……在三一集团智能工厂里，百余台机

器人正在生产线上按部就班地忙活着，传

统生产车间里工人们紧张忙碌的作业景象

已经不复存在。

“这里有下料、分拣、成型、组对、焊接、喷

涂、检测、打磨、拧紧等十余类机器人。”张晓

东告诉记者，该工厂现有 458名工人和 713台

机器人，相比传统工厂，节约人力超过 50%。

“灯塔工厂”是由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

联合评定，被誉为智能制造的标杆和先行

者。前不久，第 8 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公

布，共 13 家工厂入选，国内占 6 家。至此，全

球“灯塔工厂”数量由 91 家上升到 103 家，中

国“灯塔工厂”增至37家。

记者注意到，在国内已有的 37 家“灯塔

工厂”中，“人力节省明显，生产效率大幅提

升”成为这些工厂的普遍特征。

在该工厂生产线的一角，4 台机器人正

在密切合作，对一个斗杆进行焊接，其中，两

台机器人共同抓起斗杆，并不时进行转动，另

外两台机器人进行焊接。

“这是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研发的‘四机

联动’自动焊接工艺，属于行业首创、全球领

先。”三一重机工艺院长颜石说。

据介绍，该种工艺需要 4 台机器人协同

操作，开发难度极高。

“由于斗杆焊接质量要求高、部分焊缝作

业空间狭小，很难找到合适焊接角度，即便传

统的变位机+焊接机器人，也难以做到高焊

接可达率和高合格率。”颜石说，通过“四机联

动”自动焊接工艺，该工厂机器人自动焊接可

达率高达 95%，合格率接近 100%。

据介绍，目前，该工厂有 24条生产线，依

托 MOM 系统、中控系统、数字孪生、设备互

联等数字化模块，从而实现总装线上 17分钟

下线一台大型挖掘机，做到“一张钢板进去，

一台挖掘机出来”。

工资结算也实现了智能化

“在这里，机器人比工人忙碌。”张晓东作

了一个形象的对比，“从上件、装夹、下件等各

个环节，干重活的都是机器人，工人只需要做

三件事情：开机、观测机器运行、关机。”

让机器人按照调度指令，快速生产智

能产品……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高效

运转的机器人已成为这家“灯塔工厂”的绝

对主力。

“我们创新采用‘激光线束+工业相机’

视觉引导方式，机械臂从侧面射出一道道激

光，就可以知晓螺栓的准确位置，从而自动定

位并拧紧。”张晓东告诉记者，挖掘机属于重

型装备，即使是一颗普通螺丝，也是又大又

重，需要两名工人合作才可以拧动，不仅劳动

强度大而且风险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家工厂，就连工人的

工资结算也实现了智能化。张晓东介绍，现

场的传感器会自动检测某一工序是否已经完

成，一旦完成便自动计入该名工人的工作量，

由财务人员及时完成工资结算。

业内普遍认为，“灯塔工厂”最大的特点

是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等技术的集成与

综合运用，评价标准为是否大量采用自动

化、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5G 等前沿

技术，并综合运用这些新技术实现商业模

式、产品研发模式、生产模式、质量管理模式

和消费者服务模式等全方位变革，促进效率

提升、节能减排和经营优化，被视为智能化

时代“最先进的工厂”。

依靠智能化实现零排放

生产线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喷水池，成

群结队的金鱼畅游其中，池边生长着一排排

的树木……

“外界形容我们的工厂环境犹如一座花

园，是油墨画一般的智能工厂。”张晓东说。

是否拥有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样

是评选“灯塔工厂”重要的标准之一。因

此，三一集团智能工厂在规划之初就植入

了绿色理念，全厂区采用明亮通透的开放

式设计减少照明、增加通风，实现能源消耗

智能管理。

走进涂装车间，闻不到一丝刺鼻的味

道。记者了解到，和普通的涂装车间相比，

这里除了使用环保水性漆涂料之外，还配

备了涂装废气沸石转轮+RTO 处理装置、

采用湿式除尘设备高效处理涂装粉尘，打

造绿色智能涂装生产线。与此同时，在生

产过程中，生产用油、水、电、气能耗数据可

以实时上传到云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实

现精准节能减排。

“ 我 们 在 每 台 设 备 上 都 安 装 了 传 感

器，可以清晰记录每一台设备的用电量、

用水量、用气量等。”张晓东告诉记者，在

工厂的电能供应系统上，可以清晰显示每

一座配电站乃至每一台机器每一分钟的

用电量。

不仅是电能，三一集团智能工厂所使用

的天然气、自来水系统均可实现该功能。

“工人可以精准打开每台电机，还可以

根据需要设置具体的运转功率，从而达到节

能的效果。”颜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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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灯塔工厂”，干重活的都是机器人，工人只需要精准指挥和观测运行

17分钟，一台挖掘机造出来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曾勇 何廷

昭 实习生谢迟）6 月 25 日，随着一声汽笛长

鸣，满载着通信设备、电子配件、衣服鞋帽、玩

具等粤港澳大湾区优质轻工产品的 X8428次

中欧班列徐徐驶离深圳平湖南站，将于 16天

后抵达德国杜伊斯堡，这是粤港澳大湾区今

年开行的第 300趟中欧班列。

记者从广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在

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形势下，广铁集团聚

焦“四保”目标任务，加强国际班列运输组

织，做大做强国际物资供应“直通车”，全力

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今年前五个

月，共开行中欧班列 506 列，同比增长 48%；

特别是 4 月和 5 月分别开行中欧班列 108
列、110 列，连续两个月刷新管内中欧班列

单月开行纪录。

今年 3 月，广铁集团针对国际班列运输

难点和“堵点”，联合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加强

顶层设计，打破“出海”瓶颈。通过走访 430
多家大型企业和品牌物流公司，摸清客户

需求，积极开行国际铁海联运班列。5 月 13
日，开行首列“南沙港—成都—欧洲”海铁

联运班列，打通“穗蓉海铁班列+中欧班列

（成渝）”亚欧海铁联运新通道；5 月 18 日，

开行首列“增城西—满洲里—舒沙雷”国际

班列。另外，广铁集团始终保持满洲里、二

连浩特、阿拉山口、霍尔果斯 4个出境口岸齐

力发运的强劲势头。3 月起，广铁集团再次

加大经由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口岸发运力度，

实现了班列开行对数稳定增长。

与此同时，广铁集团还为各大工厂提供定

制化服务。针对华为工厂采用海铁联运运输

至蒙古国方向货源，首次开通广东直达蒙古国

国际班列；服务粤西地区外贸工厂，定制开通

首趟江门北至德国杜伊斯堡直达中欧班列。

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增城西站是国

家级重大建设项目，但该站在规划之初并没

有口岸功能。以往中欧班列发运需要先将

货物拉到 40 公里外的新塘港进行海关检

查。广铁集团协调地方政府部门在增城西

站启用快速通关模式，利用增城西站既有集

装箱作业区建起了 40亩的海关监管区，这使

得铁路和海关数据在快速通关模式下形成

实时交互，班列在始发地上传数据后，口岸

海关就能掌握班列相关信息，对铁路舱单电

子数据进行审核、核销并自动放行，实现中

欧班列快速、高效通关。

作为亚欧大陆间的“钢铁驼队”，中欧班

列持续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运送生产生活

物资，为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促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发挥了重要作用。

“钢铁驼队”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让高效运转的机器人按照调度指令，快速生产智能产品，实现“一张钢板进去，

一台挖掘机出来”，工人只需要做三件事情：开机、观测机器运行、关机，既提高了生

产效率，又降低了运营成本。

中国广电5G正式放号
事件：6 月 27 日，中国广电 5G 官网正式上线，支持 5G 套

餐办理。这意味着，拿到 5G牌照三年后，中国广电 5G网络服

务正式面市，中国广电 192号段即将正式向公众放号。

点评：从网络建设和用户规模上看，我国 5G 已是全球领

先。早在 2019 年 6 月份，工信部就正式向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了 5G商用牌照。如今，中国广电

5G 网络服务面市时点确认，也意味着其即将正式加入 5G 用

户争夺战。

接下来，中国广电能否打破三大运营商原本“三足鼎立”

的格局，这对中国广电来说无疑是一个考验。据日前工信部

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5月末，三大运营商的移动电话用户总

数达 16.6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1966 万户。其中，5G 移动电话

用户达 4.28 亿户。而在中国广电争取新用户的同时，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以及中国联通如何留存老用户亦值得关注。

分析认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广电作为第四家运营

商想在 5G 领域与其他三家运营商一较高下短期内并不容易

实现，但随着市场格局和监管政策的调整，未来中国广电 5G

或许也会迎来新机会。

卤味品牌降低加盟门槛拓展县域市场
事件：自 2019 年开放特许经营之后，周黑鸭近日推出了

单店特许经营 2.0轻盈版，不仅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门槛，也

进一步扩大了准入市场区域。这一版本的单店整体投资由当

初的 20 万~25 万元降到 8 万~10 万元（不含租金及人力成

本）。此外，周黑鸭特许的城市由 99 个扩充到近 300 个，并将

逐步下沉到县域市场。

点评：出于竞争和成本压力，3 年前，周黑鸭终于放弃了

纯直营模式，不过相对于绝味、久久丫等卤味品牌，周黑鸭的

加盟门槛更高，对加盟商的资金和开店地点都有要求。

此次放宽加盟条件并拓展下沉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周黑

鸭从加盟模式中尝到了甜头，因为加盟店的房租、人力成本都

无须公司承担，但门店却可以增加。另一方面，这也是周黑鸭

进一步寻求业绩增长途径的必然之举，对此前几乎未涉足县

域市场的周黑鸭来说，下沉开店是有可能收获惊喜的。

不过，挑战也同时存在。一来相较于其他卤味品牌，周黑

鸭的价格更高，容易劝退消费者；二来早在周黑鸭之前，绝味、

久久丫就已在下沉市场开店，这意味着放下身段的周黑鸭，必

然要和前两者正面交锋。作为新来者周黑鸭能否胜出，还是

一个未知数。

鞍钢将重组凌钢
事件：近日，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鞍钢集团

正在筹划与凌钢集团进行重组事项，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本次重组也是央企对地方国企的重组计划。目前

尚处于筹划阶段，方案确定后尚需获得有关部门批准。

点评：继去年重组本钢集团后，鞍钢集团又有了新的重组

计划。

兼并重组，本就是近年来钢铁企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今

年 2 月，工信部、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钢

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此外，今年也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的

收官之年，先后已有 26组 47家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

整合，新组建、接收企业 9家。

钢铁行业历史久远，但规模化、集中化程度始终不高。最

近几年，我国一直在着力打造世界级钢铁企业。除目前位列

世界第一的中国宝武外，去年重组本钢后的鞍钢集团粗钢产

能已达 6300 万吨，排名从 2020 年的全球第七跃升至 2021 年

的全球第三。

若本次对凌钢集团的重组完成，鞍钢集团的粗钢产能将

达到 6900 万吨，届时我国钢铁行业规模化程度将进一步提

升，这也将有利于新技术的研发和资源的节约。 （罗筱晓）

“一企一策”助力复工复产 项目按下“加速键”
本报讯（记者余嘉熙 通讯员马军 苏晨阳）6月 24日，在河

南开封市通许县联合木业项目生产车间内，作业机械左右开

弓，运输叉车来回穿梭，工人们正在为一批来自外地的订单在

生产线上加紧生产，现场繁忙而有序。

联合木业位于开封通许县四所楼镇木制品产业园区。两

个月前，园区内企业还在为受疫情影响的运输不畅而发愁。

“问题发生后，县、镇相关部门特别是助企帮扶干部，第一

时间联系对接解决困难，很快让企业正常运转，我们特别感

动。”联诚木业负责人姬龙介绍说，现在政府实施的“一企一

策”解困帮扶措施，让项目按下“加速键”，企业发展更安心、更

省心、更暖心。

今年以来，通许县委、县政府坚持壮大工业经济，突出“项

目为王”，全面开展走访、了解困难诉求、积极帮助解决问题，

切实做到纾困解难、为企解忧，充分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和

创新活力。

据统计，在河南省“万人助万企”活动中，通许县委、县政

府共向 133家企业派驻 247名助企干部，全县实现了“四上”企

业、重点中小微企业全覆盖；建立起问题收集和交办机制、问

题台账管理销号机制、督导考核机制等，确保难题件件有落

实、事事有回音。

“入驻工业园区后，公司享受到了政府很多关怀，特别是

在疫情期间，政府支持和指导我们迅速建立疫情防控体系，使

企业迅速复工复产，把损失降到了最低。”位于四所楼镇木制

品产业园区内的开封嘉木有限公司负责人刘会勤说。

在疫情防控形势下，当地政府主动作为，成立企业疫情防

控服务专班，通过上门入企核酸检测、帮企业申请民生保供资

质证明、办理发放企业货运通行证 394张等多项举措，全力解

决企业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

“针对企业的发展，我们扭住‘稳’的关键点，找准‘进’的切

入口，以‘稳’更好地求‘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使企业愿意来，

留得下，待得久。”通许县委常委、四所楼镇党委书记吴鹏表示。

截至目前，通许县累计收集问题 229个，主要涵盖政策落

实、资金紧张、土地报批、用工短缺、人才难引、原料上涨等方

面，累计解决问题 227个，问题解决率 99.12％，经回访核实企

业满意率 100%。

以数字化手段
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6月 23日，位于江西新余经济开发区
的江西瀚德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5G制造
生产线上加工产品。该企业以工业大数据
为平台，对生产链条、仓储物流进行数字化
管理，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今年，江西
吹响双“一号工程”冲锋号，力争做优做强
数字经济，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新余市
围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
基础设施等方向，着力推动数字经济与营
商环境深度融合，持续优化双“一号工程”，
推进“产业数字化”。

刘志勇 摄/人民图片

本报讯（记者裴龙翔 通讯员胡晓炜）无

人机航拍建模、防汛单元视频监控、机器人管

道探伤……正值雨季，长三角铁路管内多地

工务单位运用现代化智能科技手段，让铁路

防汛工作展现出满满“科技感”。

入汛以来，上海工务段管辖的京沪线（镇

江高资至上海南翔段）、沪昆线（上海西至嘉

善段）、沪苏通铁路进入汛期排险维护阶段。

由于线路不少区段临江沿海，天文潮汐、汛期

降雨和丰富的地下水对桥涵隧道影响较大，

防潮抗汛难度不小。

“排水管道若出现堵塞、破损，泵房抽水将

带走铁路路基土体，极易造成安全隐患。”该段

路桥科科长连义凯解释，由于沿线桥涵的连通

管道直径略比成人腰粗，工人无法进入，仅凭

洞口观察和外部查勘等传统方法无法确认管

道内部情况。而个头不大，外形酷似“玩具车”

的管道检测机器人可以通过 1080P的高清摄

像回传功能捕捉管道错节、锈层、结垢、腐蚀、

穿孔、裂纹等病害，同时，内置的水平仪GPS可

帮助反映管道状态，与预埋图形比对后可判断

管道位移及沉降数据，定点标记功能也为后期

排查修复提供坐标依据。目前，上海工务段

已投用 5 台同型号机器人，对管内 86 座粉砂

土（地区）铁路框架桥排水管道进行全面检

测，为安全度汛提供保障。

浙江省宁波、台州、温州等地毗邻东海，

每年 6月起，台风暴雨天气频繁，对铁路运营

管理和防汛工作带来不少难度。汛期到来

前，宁波工务段组织 40余个防洪专项检查小

组，“上到山顶、下到沟底”对管内杭深线、金

温线、穿山港支线、北仑线和萧甬线的隧道洞

口、排水沟、路堑、山体边坡情况进行隐患排

查，地毯式排摸防汛设备状况。

群山环抱中的杭深线、金温线有 46处人

员不易到达的防汛点位，工作人员采取无人

机报备飞行，获取区域图片、影像资料，绘制

三维全景图，重点对隧道口等易造成山体滑

坡的危险区段建立计算机三维数据模型，加

入地形、环境因素，提高汛期隐患排查质量。

此外，防汛视频监控系统代替人工全天候“瞄

准”保护区栅栏外的 38 处防汛重要点位，实

施远程监控。

近年来,长三角铁路持续加大路网装备

升级力度，引入各类科技管理手段。仅防台

抗汛一项，就先后投用了管道检测机器人、无

人机航拍建模、防汛单元视频监控、船舶水位

超高预警系统、通航桥梁防撞激光报警装置

等十余项业内前沿设备技术。

无人机航拍建模 防汛单元视频监控 机器人管道探伤

新科技为长三角铁路防汛铸新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