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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亚楠

“这一奖项，名为‘最高’，但我们
的工作还远未达到最高，不仅距离我省需
求、国家期待、世界顶尖还有不少差距，
就是对照心中目标和追求，也有很多未竟
之处。”在海洋工程领域躬耕创新近40
年，从理论探索到应用实践、不断破解
“卡脖子”难题，但在今天获颁2020年度
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时，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李华军仍深感诚
惶诚恐。在他看来，人类正在加快迈向海
洋这一充满未知又丰饶敏感的领域，认识
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都亟须海洋
工程技术的支撑。获奖是荣誉，更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

用创新响应实践急需

严酷复杂的环境和海洋环保的红线是
海洋工程领域的两大挑战。

李华军在海工领域崭露头角的第一个
项目，是在1999年，他得知我国浅海区域
投入开发的第一个年产量超过200万吨的
大油田——— 埕岛油田中心二号平台存在过
度振动现象，由于一直找不到原因，管理
方甚至考虑要拆除这一价值数亿元的平
台。

李华军根据自己的理论研究进行推
导，认为数据有问题，他说服了埕岛油田
负责人，允许他带着团队成员登台检测。
测得数据后，李华军带领团队分析、建
模、试验，成功找到了平台过度振动的原
因，给出治理方案，最终只花费1000万元

左右就解决了这一难题，避免了数亿元的
损失。

在此基础上，历经10余年的攻关，李
华军团队研发形成了新型海洋工程结构设
计、安装、检测及修复加固成套技术，大
幅提升了海洋资源开发的技术水平。相关
成果被纳入3项国家标准及行业规范，获
得200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此
后，李华军带领团队完成的“海洋工程安
全与防灾若干关键技术及应用”“近浅海
新型构筑物设计、施工与安全保障关键技
术”又先后获得2010年度、2019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为“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添彩

在以色列南部，矗立着该国第二大港
口——— 毗邻地中海的阿什多德港。当时，
中方企业在这一港口的防波堤建设中遭遇
到挑战，原设计采用基础大开挖换填方
案，但这一方案面临施工周期长、工作量
大、成本高昂，以及破坏环境等不利因
素。

怎么办？李华军团队结合当地气候条
件和海域状况，与项目组合作研发了“海
上碎石桩复合地基处理技术与装备”，解
决了这一工程难题，项目提前7个月完
成，项目方奖励中方1亿元！

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机遇，
李华军团队以“近浅海新型构筑物设计、
施工与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应用为抓
手，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海洋工程建设出
谋划策，提供战略咨询。

胡布燃煤电厂属于“一带一路”及
“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的重要能源项
目，该工程直接面向阿拉伯海，施工条件
十分恶劣。李华军团队参与项目组，采用
“桩顶支撑移动平台桩基施工技术与装
备”，消除了恶劣海况对桩基施工进度和
精度的影响。

为向海图强打造后备军

向海图强，建设海洋强国，需要一代
代人接力努力。李华军一直坚守着一名教
授的本分：培养学生，建设团队。

截至目前，李华军已培养硕博研究生
及博士后100余人，有3人成长为国家杰出
青年，1人成长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
成长为青年长江学者，为我国海洋事业发
展输送了一大批领军人才和骨干力量。同
时，还培养锻炼了一支富有创新精神的青
年师资队伍。中国海洋大学2003年才创设
海洋工程学科，短短十几年，该学科已位
列软科全球高校学科排名第16位。

不久前，李华军牵头申报的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多场多体多
尺度耦合及其对海工装备性能与安全的影
响机制”（简称海工装备基础科学中心）
正式获批实施，据介绍，这是我国海洋工
程领域首个、也是山东省唯一一个基础科
学中心。李华军希望能团结全国海洋工程
界的力量，攻克技术难关，突破产业瓶
颈，“放眼中国乃至世界海洋工程领域，
还有许多难题亟待解决，还有更多的科技
高峰等待我们去攀登。”

谭旭光：让发动机动力更加澎湃
不做单纯的企业管理者，做企业的科技型战略管理者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一流的技术、核心的技术只能靠
自己，要不来、买不来！”4月16日，山
东重工集团董事长、潍柴集团董事长、
内燃机可靠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谭旭
光在济南获颁2020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
最高奖。

谭旭光是一名企业家，更是一名产业
科学家。他认为，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装
备制造业要耐得住寂寞，只有用创新创造
价值，才能真正赢得全球行业的认可和尊
敬。同时，凡是成功的企业，领头人一定
要是科技型的战略管理者，而不是一个单
纯的企业管理者。

全球首创实现50%热效率

去年9月，潍柴发布了全球首款本体
热效率突破50%的商业化柴油机，震动了
全行业。谭旭光非常自豪，“我们50%的
热效率前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语，叫
‘本体机热效率’，即不靠任何外围技术
的加持。”

热效率提高意味着什么？就是与竞品
相比，一辆标载49吨级的重卡，装上潍柴
50%热效率发动机后，每行驶1万公里可
节省燃油成本1500元；按每年高速行驶30
万公里计算，可节油4万-5万元，也就是
行驶6年节省的成本，就可以再买一辆新
车。

创新无止境。2020年，潍柴产销发动
机突破100万台，同比增长33%，首登全
球第一，并成为全球最大的柴油机产业集
群。在克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的

情况下，集团全年收入和利润同比增长达
15%。

20多年来，潍柴心无旁骛攻主业，
创造了销售收入增长520倍、复合增长率
33%，利润增长1995倍、复合增长41%的
“潍柴奇迹”。这背后，正是“科技引
领、创新驱动”迸发出来的磅礴力量。
据悉，潍柴的目标是要在“十四五”期
间力争热效率突破55%。

“不争第一就是在混”

“不争第一就是在混”——— 这句话已
内化为企业最核心的气质。

“产品出了问题，表面是质量问
题，实际是技术问题，是系统和体系的
问题。”谭旭光说。1998年，谭旭光走
上潍柴主要领导岗位，开的第一刀就是
整治产品质量，砸掉了100多台有质量瑕
疵的发动机，并写下“用户满意是我们
的宗旨”，后来又改为“客户满意是我
们的宗旨”，成为潍柴的核心价值观。

“潍柴一定要走自己的创新之路！”
谭旭光说。2002年，潍柴走出困境，此时
老一代斯太尔产品开始供不应求、形势一
片大好，谭旭光立即启动了重型商用车发
动机的研究，着手启动储备新一代产品。

2004年，一家国际巨头看准了潍柴的
发展，决定收购潍柴，几十轮的谈判，终
究未果。“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明白一流
的技术只能靠自己，要是要不来的。”谭
旭光说。后来，谭旭光带领潍柴把重型高
速发动机销量做到了全球第一，后又延伸
到“黄金动力总成”。

创新要舍得花钱，人才不

是成本

4月14日晚8时，谭旭光在潍柴集团本
部主持召开集团全球CEO大会，出人意
料的是，当晚，他主旨讲话的题目是：未
来十年，我们会被颠覆淘汰吗？！

事实上，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潍
柴实现营收同比增长67%，发动机产销同
比增长82 . 4%，成绩亮眼。而就在4月16
日，继上午捧得2020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
最高奖后，下午，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
中心也正式揭牌，落户山东潍柴动力，这
是我国对重要行业部署的重量级创新平
台，旨在突破涉及国家长远发展和产业安
全的关键技术瓶颈，抢占全球产业技术创
新制高点。

一直以来，谭旭光对创新有股“疯劲
儿”。每年，他都花大量时间满世界去看
最新技术，把对创新战略的思考和把控视
为企业的生命线。

创新要舍得真金白银的投入。从十年
前开始，谭旭光就要求研发部门要大胆花
钱，思考未来。近十年，潍柴的研发费用
占到年销售收入的5%，并且其中20%用
于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潍柴甚至成立了
一个专门“乱烧钱”的未来技术研究院，
做从0到1的研究。

谭旭光说，很多企业一说创新就说缺
人才，缺人才的本质就是“不舍得花
钱”。“大家把引进人才当成一种成本，
这是个理念问题。引进人才是投资，投资
是有回报的，而不是成本。”

□记者 陈晓婉 通讯员 王桂霞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6日讯 沙尘天气卷土重来，16日一早，泉

城济南就笼罩在了一片薄沙之中。记者从省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获悉，受沙尘输送影响，16日（周五）我省内陆地区环境空气
质量以重度及以上污染为主，沿海地区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
受持续性偏北气流控制，17日沙尘对我省的影响有望结束。

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预报员王桂霞介绍，从16日全天看，
半岛地区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其他地区以重度及以上污染
为主，首要污染物为PM10。伴随冷空气南下，沙尘气团向东南
移动。17日，受持续性偏北气流控制，沙尘影响有望基本结束。
从全天看，全省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鲁南地区个别城市可能
达到中度污染。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6日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1年3月份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总体来看，我省
列入统计的济南、青岛、烟台、济宁4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与上
月相比变动不大，济南、青岛二手房价格低于去年同期。

具体来看，我省列入统计的4市，在新房方面，与上月
相比，虽整体维持上涨态势，但上涨幅度较小，其中，济
南、青岛、烟台均环比上涨0 . 5%，济宁环比上涨0 . 8%。二
手房方面，与上月相比，4市价格也均小幅上涨，但整体变
动幅度不大。其中济南环比上涨0 . 1%，青岛环比上涨
0 . 4%，烟台环比上涨0 . 5%，济宁环比上涨0 . 3%。

与去年同期相比，4市新房均同比上涨，济南同比上涨
1 . 1%，青岛同比上涨4 . 4%，烟台同比上涨4 . 8%，济宁同比
上涨9 . 9%。二手房方面，济南、青岛低于去年同期，烟台
和济宁上涨，济南同比下降1 . 8%，青岛同比下降0 . 3%，烟
台同比上涨1 . 5%，济宁同比上涨6 . 3%。

济青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

沙尘影响有望今天结束

李华军：为海洋工程加道“安全锁”
从理论探索到应用实践，用创新破解海洋工程领域“卡脖子”难题

谭旭光简介

山东重工集团董事长，潍柴集团董事
长。长期从事柴油机及动力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和产业化工作，提出重型商用车动力
系统一体化方案，主持开发出我国首款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型高速柴油机，
率先攻克本体热效率50%国际难题。获得
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12项，其中，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1项、省部级特等奖3项、一
等奖2项。

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数量首次超过高校、科研院所

企业创新成果成科技奖励舞台“主角”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2020年度山东省人民政府共授予273
个项目（人选）省科学技术奖励，其中
省科学技术最高奖2人；省自然科学奖
一、二、三等奖39项；省技术发明奖一、
二、三等奖15项；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
二、三等奖215项；山东省国际科学技术
合作奖2人。其中，省自然科学奖、省技
术发明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中一、
二、三等奖分别为31项、117项、121项。

综观今年的授奖项目，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创新成果“多点开花”。授奖的31
项一等奖成果，既有打破了国外技术垄
断封锁，形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特色产业集群，也有面向我省产业转
型升级，取得重大突破的一系列关键核心
技术，多项成果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彰
显山东科技创新硬实力，为冲击国家科技
奖做好了成果储备。如万华集团打破了国
外对我国长达70年的技术封锁，建成了世
界上品种最齐全、产业链最完整、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ADI特色产业集群，已
实现销售收入125亿元、利税54亿元，产品
市场份额位居国内第一位、全球第二位。

高质量发展需要科技创新提供有力
支撑。从今年的授奖项目看，产业技术
创新不断突破。超七成项目与“十强”
产业密切相关，新能源、新材料、高端
装备、现代高效农业、高端化工、生物

医药六大领域表现出较强的创新实力，
获奖成果持续保持领先，总占比达到
61%，为我省产业升级和高技术产业发展
提供了技术支撑。

企业创新成果成为科技奖励舞台
“主角”。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凸
显，与高校院所分工协作、优势互补，
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精准对

接等方面作用显著，创新能力明显提
高，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奖98项，首次超
过高校、科研院所。高校、科研院所在
新思想、新技术、新发明的孕育和涌现
中扮演着主要策源角色，牵头获奖90项。

济青烟“三核”科技引领作用显
著，与省外合作创新表现突出。60%以上
获奖成果来自济南、青岛和烟台，“三
核”创新引领作用显著。获得省科学技
术奖的670家完成单位中，有202家省外单
位参与，占比达到30%，其中我省与北
京、上海、江苏三地的成果转化、科技
创新合作最多。

科研团队老中青结合，兼具经验传
承和创新活力。获奖成果第一完成人平
均年龄42岁，科研主力以40-45岁居多，
占全部获奖人的70%以上。2020年度共有
58个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为“80后”，
其中最年轻的一等奖第一完成人是山东
天岳先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
师高超，年仅33岁，是历年所有第一完成
人中最年轻的。

□ 本报记者 赵洪杰

4月16日下午，由潍柴动力牵头
承建的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
正式揭牌，落户山东。这是全国唯一
一家燃料电池技术领域的国家创新
中心。该中心以产业前沿引领技术和
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应用为核心，将
建成代表国家面向国际竞争前沿的
战略科技力量。

国家为什么要在这个领域布局
创新中心？含金量极高的“全国唯一”
为何“花落”山东？

“燃料电池效率高、零污染，是实
现氢能规模化高效利用的重要载体，
有助于引导大量氢能流向交通运输、
家庭用能和工业等终端使用领域，实
现深度脱碳。”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
新中心首席科学家陈文淼说，燃料电
池已成为全球能源技术革命的重要
方向之一，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正不断
加大对燃料电池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的扶持力度。

记者了解到，我国已初步掌握了
燃料电池电堆和关键材料、动力系统
与核心部件等核心技术，建立了燃料
电池动力系统技术平台，也初步形成
了燃料电池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的
配套研发体系。在燃料电池产业化方
面，我国膜电极、双极板、电堆及系统
研究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产业总体规模已与国际发达国
家相近，但产业技术水平仍与国际领
先水平有较大差距，集中体现在燃料
电池共性关键技术、应用开发技术和
测试评价技术等方面，严重制约了实
际应用。”陈文淼介绍。

随着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迫
切需要将技术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确保我国在燃料电池领域
的技术安全和产业链安全，因此，建
设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显得
更为重要。

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山东有诸
多优势和有利条件。

首先，山东在氢能的制-储-运、
燃料电池汽车、家庭用能及配套产业领域产业基础良好，应用
端潜力巨大。2020年6月，省政府正式发布《山东省氢能产业中
长期发展规划（2020-2030年）》，提出把山东省建设成为国内
领先、国际知名的氢能产业发展高地，推进燃料电池及相关装
备产业加速发展。到2025年，氢能在商用车、乘用车、船舶、分
布式能源、储能等应用领域量化推广，氢能产业总产值规模突
破1000亿元。

其次，牵头单位潍柴动力在燃料电池领域的创新能力与
产业基础优势突出，牵头建设了山东省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
心；通过自主创新、产业整合，已掌控了全球领先的燃料电池
核心技术，具备了完整的燃料电池系统及整车研发试验能力；
建成了万套级燃料电池发动机生产基地，形成了覆盖燃料电
池关键共性技术突破、应用与验证全链条技术创新支撑与自
主产业化能力；共建单位清华大学等都是燃料电池领域国际
一流、国内领先的研究单位和产品应用单位，科研及产业实力
突出。

记者从潍柴动力获悉，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将以
山东省为中心，在我国的其他中心城市建设分中心，布局打造

“立足山东、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创新服务体系。
“创新中心计划3-5年内突破一批燃料电池关键核心技

术。”陈文淼说，聚焦燃料电池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技术应用开
发研究及测试评价技术研究，创新中心将全面提升我国燃料
电池产业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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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军简介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副校
长。长期从事海洋工程领域的科研与教学
工作，解决了海洋工程设计理论、安全施
工与运维中的系列技术难题，发展了海洋
工程安全与防灾技术体系。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3项（均排名1）、省部级科技
奖励一等奖6项（均排名1）、何梁何利科
学与技术创新奖、光华工程科技奖青年
奖。授权发明专利30余项，成果纳入5部
国家行业规范标准。

第38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开幕
□记者 张蓓 张鹏 报道
本报潍坊4月16日讯 “风筝一线牵 世界心相连。”今天

晚上，第38届潍坊国际风筝会开幕式暨风筝主题歌舞晚会在
潍坊大剧院举行。“云上风筝会”和“大潍向海 古坊舞鸢”大
型歌舞演出也同时与观众见面。

本届风筝会持续到5月5日，全国省市自治区均有代表队
参加本届国际风筝会。同时，本届风筝会还组织举办“云上风
筝节”，向140个国家和地区发出了网上举办开展风筝活动的
邀约，各国风筝爱好者隔屏参与、和现场观众遥相呼应。

此外，本届风筝会还将组织重点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海峡
两岸风筝文化交流活动、海峡两岸体育观光农业交流会、创意
城市携手“放飞创意梦想”体验与分享活动等，并将举办万人
风筝放飞活动，大型体育舞蹈展演、无人机表演等群众性活动
及世界风筝锦标赛等一系列赛事。

噪273个项目（人选）被授予奖励，其中

省科学技术最高奖2人

噪省自然科学奖一、二、三等奖39项

噪省技术发明奖一、二、三等奖15项

噪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三等奖

215项

噪山东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人

噪其中，省自然科学奖、省技术发明

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中一、二、三等奖

分别为31项、117项、12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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