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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李 伟

11月24日，在汇源集团莱芜工厂第三车
间生产线上，一只机械手通过定位、抓取，
然后轻舒“猿臂”，提升、旋转，将一箱箱
果汁码放得整整齐齐。

公司设备部副经理郑世涛介绍：“这台
码垛工序机械人设备是从国际机器人4大家族
之一的德国库卡公司‘私人定制’的，一个
月前刚完成调试使用。过去，这项工作需要
数名身强力壮的员工人不离岗地连续作
业。”

汇源的生产线注入了“德国智能”，生
产效率大大提高。“在安装码垛机械人前，
我们车间码垛工作全部由人工完成，工作强
度大，每天回到家中累得往床上一躺，什么
也不想干。”三车间操作工任文举说。

有了这台码垛工序机械人设备之后，汇
源实现了从灌装、贴牌到装箱、搬运整条生
产线的自动化。

工业改变了世界，谁来改变工业？自我
革新，投身于智能制造的新时代，是莱芜高
新区“十朵金花”的共同选择。

在莱芜高新区，有10家极具成长性的高
新技术企业——— 泰金精锻、力创科技、威马
泵业、维达纸业、朗进科技、黑旋风锯业、
汇源果汁、环球零部件、泰禾生化、润达新
材料，被誉为高新区的“十朵金花”。

这“十朵金花”在各自领域内做到了国
内甚至国际领先。即便如此，“十朵金花”
并没有夜郎自大，反而是面对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浪潮，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意识。

山东黑旋风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
大的金刚石锯片基体生产企业，总经理冯浩
华说，企业依靠“智制”新技术进行升级的
目的是提高质量和效益，公司在引进机器人
设备，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加紧布局智能
制造战略，“因为你的客户、你的行业竞争
对手都在发力，谁先突破，谁就抢占了市场
的制高点。”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莱芜高
新区现有各类注册企业3025家，其中规模以
上企业258家，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27家，
挂牌上市企业12家。高新区从200万元的财政
收入起步，经过17年的发展，目前财政收入
已达到10亿元。在建区15年之际，莱芜高新
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并开启了从“无中
生有”到“有中生新”的“二次创业”。

莱芜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王
哲军说，新旧动能转换既是高新区转调发展
的现实需要，也是全区持续发展的科学路
径，而引导企业进行智能升级、推动产业结
构迈向中高端，是重中之重。

智能制造，企业需要先期投入。高新区
为了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通过设立工业发
展基金、科技发展基金等专项基金，在智能
制造的招商引资、企业技术研发和应用等领
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资金激励和扶持。

企业有走“智能制造”的内生动力，政
府服务也精准到位。莱芜高新区已相继引进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2人、千人计划专家3
人，“两院”院士6人，培育引进泰山产业领
军人才15人。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719房间，
挂上了山东（莱芜）智能装备产业研究院的
牌子，研究院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多个大学
的专家教授作为智库支持，目前生产机器人
设备的企业已经进驻，下一步还将引进工业
云平台、工业机器人培训基地等相关联服务
机构，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建成山东省
智能制造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平台。

今年前11个月，莱芜高新区利税增幅达
到1 0 . 6%，而“十朵金花”的利税增幅为
19%，高于全区8 . 4个百分点。这其中，智能
制造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莱芜高新区企业自我革新，投身智能制造新时代———

“十朵金花”的新动能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 兵

“我要到汉诺威工业展上去碰碰钉
子！”11月22日，在莱芜举办的“智能制造
引领创新升级”鲁中论坛上，山东泰金精锻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涛语惊四座。

每年一届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展，是一场
工业盛会，届时，全球顶尖制造业厂家都会
云集于此。明年4月，于涛要拿着一款“机器
视觉工业检测自动化设备”参展，到实施工
业4 . 0战略的德国去硬碰硬。这款设备可以自
动识别工件的外观尺寸、伤痕状况，完全代
替了人工检测。

泰金精锻是国内首家采用楔横轧工艺生

产轴齿件的专业厂家，在国内同行中装备最
全、产能最大。但其客户研发的8速自动变速
箱，获得了今年中国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令
于涛汗颜。

在泰金精锻的车间里，一个工人同时操
作两台机床。如果加上轮换，平均一个工人
也就操作一台。用工量大、招工难，产品质
量难以把控，这令企业非常头痛。如果产品
精密度、稳定性不进一步提升，企业早晚要
被淘汰。基于这种认识，泰金精锻自年初开
始布局智能升级。

泰金精锻与沈阳机床厂合作建设了一个
2000多平方米的无人车间，可容纳45台机
床，只需要两个人操作，年加工能力达到30
万件，产品质量也大幅提升。

“无人车间的建设离不开管委会的支
持。”于涛介绍，莱芜高新区对企业的服务
是全方位的。先期投入资金短缺，高新区下
辖的莱芜高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泰金精锻
注资3000万元，于涛一次性购进了20台数控
车库和两台机器人，同时研发了“机械加工
智能检测设备”，首台生产线计划年底前试
产。企业智能化改造之后，又面临员工培训
问题，高新区又为企业牵线搭桥，在职业学
院开设了专门的员工培训班，为企业解除了
一个个后顾之忧。

去年，泰金精锻成功在新三板上市，今
年又迎来了建厂30周年。新生产线达产后，
公司的产值和利税都将翻番，等于再生了一
个泰金精锻。

通过对智能设备的研发，山东泰金精锻董事长于涛有了底气———

到汉诺威工业展去硬碰硬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先进
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以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
风起云涌。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走新
型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之路，既是顺应
互联网等新技术和制造产业变革的新趋势以
及打造中国制造新优势的国家战略，也是企
业加快供给侧改革，靠创新驱动转换增长新
动能的现实方案和路径。

11月22日，以“智能制造引领创新升
级”为主题的鲁中论坛在莱芜举行。这是莱
芜高新区与莱芜报业传媒集团连续第三届围
绕智能制造话题举办的论坛。本届论坛，企
业家参与热情高涨，莱芜高新区企业对于利
用智能制造对企业进行再创新和转型升级已
形成高度共识，部分企业立足实际，着眼于
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先期迈出了坚实
的第一步。

■核心提示

智能制造

引领创新升级
□ 于向阳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11月22日，山东威马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室任主任收到了美国熊溪油田负责人发
回来的反馈，智能液驱无杆采油成套装备使
用马上满一年，运行一切正常。

成为中国第一组登陆美国油田的成套智
能无杆采油装备，这是威马自主研发厚积薄
发的结果。

在以前，老式的“磕头虫”是有杆式采
油，每天要有巡井工去油田现场巡视观察。
“能不能把现场的参数，比如井底压力、设
备运行电压电流信号、产量等，都通过远程
传输控制系统获取？”从2012年开始，公司

开始研究无杆智能产品。任主任参与了这套
智能产品的设计和制造。

为增加传输管线的耐磨性和效率，他们
对传输管线前后改进了4次，比如将橡胶改成
不锈钢并进行铠装等。

2013年，智能液驱无杆采油成套装备应
用到陕西延长油田，第一次下井采油就让客户
非常满意。2014年，这套装备陆续在青海油田、
新疆油田、吉林油田安装使用，无不良反馈。

2015年，来自中石油、中石化及中国石油
大学等单位的技术专家对智能液驱无杆采油
成套装备进行了成果鉴定，结论：国际领先。

在2016年的美国石油装备展上，美国熊
溪油田采购人员在威马泵业的展区内相中了
这套装备，现场签订了订购协议。

“智能液驱无杆采油成套设备已实现地
面一套控制设备能控制多口油井，一次性投
入成本就可降低30%、节能50%，管理成本也
大大降低。”任主任说。

除了智能液驱无杆采油成套设备，威马
泵业自主研发的其他智能产品也已在各大油
田成功应用。中国第一口陆相页岩气井在延
长石油点火成功，使用的正是威马泵业自主
研发制造的智能化电潜管式泵；自主研制的
强制气举无杆采油成套装备在鄂尔多斯盆地
北部顺利投产；自主研制的潜油往复式直线
电机采油系统在山西煤层成功应用……

通过5年的努力，威马已经成为美国、俄
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曼、印度等15个国家
和地区有口皆碑的供应商。

美国油田用上中国“智”造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处黑峪村村
民亓增平是村里一棵 6 0 0年老槐树的“保
姆”。11月22日早上8点多，亓增平又回到老
家，看了看老槐树，如今经过保护，老槐树
已如以前一样健壮，他打心里高兴。

去年，亓增平自费买来大理石、水泥等
物料，为老槐树修了围栏。

“2001年，有一次回老家，看见树干上全
是窟窿，树叶都蔫了。”亓增平说，从小在
这棵老槐树下长大，有感情。老槐树生病
了，特别心疼。他专门跑到市林业局请工作
人员来看，经诊断是虫害，需要用药，还得
补充营养。打那起，给老槐树治虫补营养的
花费就被亓增平承包了。

2014年，莱芜市着手建国家森林城市，市
林业部门开展了古树名木的寻找和保护工
作，去年9月，依据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开
展全市范围普查，每年分批次视古树生长情

况下发“养老金”。通过在媒体发布信息、

发动各村上报信息等方法，最终统计出全市

古树名木16758株，并公布了第一批古树保护

名单，这棵老槐树就在第一批保护名单里。

首笔用于日常维护的“养老金”3900元，很快

就发了下来。

除了给古树名木发放“养老金”，莱城

区政府还对老槐树实施了挂牌保护。挂在树

干醒目位置的“名片”，将这棵老槐树的信

息交代得一清二楚：编号G10232001，蝶形花

科槐属，古树一级保护，树龄600年，禁止破

坏、砍伐和移植……

莱城区林业局种苗站站长吴翠凤介绍，

第二批古树保护名单是10月份公布的，目前新

增加的250棵古树的“养老金”已经到位。

“每个古树的生长情况不一样，有的需

要建围栏，有的需要立支架等，所以每棵古

树的‘养老金’也不一样。”吴翠凤说，有

了这笔费用，清理树洞、安装避雷针等以前

没能力做的事，现在都可以做了。

莱芜市16758株古树名木“老有所依”———

600年老槐树领到“养老金”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王凤娟 单美连 报道

本报莱芜讯 经过一个月的集中整顿，11月25
日，莱芜市钢城区艾山街道11家企业全部完成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两个体系”建设基础工
作。

今年10月份，艾山街道安监部门对辖区企业开
展安全生产排查，发现宝恒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等
11家企业，没有按照安全生产法要求进行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10月26日，艾山街道召开专
题约谈会议，邀请钢城区安监局现场授课，与11家
企业集中约谈，签订承诺书，约定一个月的整改期
限，到期不整改的，依法进行处罚。

下一步，艾山街道安监部门将对企业生产过程
中的“两个体系”建设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导，对
落实不力者展开新一轮约谈。

艾山街道11家企业

完成隐患排查治理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木杉 报道
本报莱芜讯 从11月14日起，莱芜市莱城区口

镇下水河社区居民可以到“智慧社区—健康小屋”
免费查体了。这是莱芜市建成的第一个“健康小
屋”项目。

“智慧社区—健康小屋”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
要功能模块。社区居民可凭身份证，到社区健康小
屋服务站，借助一整套仪器，自助检测身高、体
重、体温、血压、血糖、人体成分分析、心电图等
多项基础生理指标。

居民体检数据会及时传到山东有线智慧社区平
台的E站式健康云中心，自动生成居民健康档案，
居民可据此全面了解自身状况的变化情况，做到常
见疾病的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

首个“健康小屋”

落成使用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 虹 亓楠楠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20日，莱芜市民政局发布新
政策：2017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退役一年内，可以
选择免费参加一次教育培训，按照相关政策要求给
予补贴。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教育培训以短期技能培训为
主，学历教育为辅。培训专业包括计算机、厨师、
电焊、汽车驾驶B2证或挖掘机。计算机、厨师、
电焊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全国通用、出国有
效的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并推荐就业，补助3个月
生活费，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取得驾驶B2
证或挖掘机证的，补助标准按照培训补助1100元，
生活费按最低生活保障3个月标准补贴。

退役士兵参加学历教育的，需要自行报考，学
费自己垫付，拿到毕业证后提供相关材料再报销。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可享免费教育培训

莱芜环球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购进的机器人生产线。(资料片)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 虹 王凤娟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24日，莱芜市钢城区汶源街
道黄庄一村的黄庄起义纪念馆和村史馆同时开馆。

黄庄起义纪念馆总投资20余万元，建筑面积
160平方米，用273张图片及50余件名人资料、遗
物、历史文物，真实地再现了黄庄起义的历史场
景，填补了纪念革命战争时期黄庄起义史的空白。

黄庄起义纪念馆是黄庄一村由6人组成编纂委
员会，经多方查找资料、座谈采访、参观学习，历
时半年时间建成的。

黄庄起义纪念馆开馆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 虹 李萌萌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21日，莱芜市“供销e家”
莱芜电商运营中心正式开通，实现了“供销e家”
运营中心县（区）级和乡镇级的全覆盖。

“供销e家”莱芜电商运营中心是集农产品与
生产、生活用品为一体的综合性为农服务电子商务
平台，实行统一采购，统购分销，有价格的优势。平
台先从日用百货开始做，将来还经营农资、农药等。

莱芜市供销社经济发展科科长景兆斌说：“下
一步，我们将在核心村逐步建立综合服务社，打通
供销社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供销e家

实现县（区）乡全覆盖

黑峪村老槐树如今得到了有效保
护，不仅加修了围栏，还挂上了吊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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