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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场景，家居产业更智慧

  □ 本报记者 白晓

  5 月23 日，位于胶州市铺集镇的源氏
木语智能家居产业园内一片繁忙景象。
  仓储厂房前，沙发、床、餐桌椅等实
木家具正被装上货车，等待发往全国
各地。
  展示大厅内，橡木、樱桃木、胡桃木
等制成的各式家具按照客厅、卧室、厨房
等场景分布展示，带货主播热情地推介着
一款橡木悬浮床：“这款床的床腿设计成
了倒梯形，不容易碰撞到……”独特且人
性化的设计引得线上粉丝频频点赞。
  “我们这共有家具品类1万多种，目
前每天差不多有40 车的货物发出，货值
大概在1500 万元，随着618 年中大促的临
近，货值会增长到2000 万元。”青岛源
氏木语家居有限公司仓储中心经理魏延
旺说。
  家居行业产业链长、分工细致，中小
企业占据大多数。依托传统木器家具制
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胶州市智慧家居
制造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
色产业集群。如何让家居制造产业更智
慧？怎样打造黏性更强的产业生态？近
日，记者到胶州市采访。

小企业“背靠大树”

  青岛界宏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乔宏
举在家具行业打拼近20 年，之前为找订
单可谓绞尽脑汁，企业规模也不过千万
元。“大订单基本上都被大的平台公司
拿走了，我们小企业只能夹缝求生。”
乔宏举说，源氏木语智能家居产业园的
落 户 ， 让 他 看 到 了 “ 背 靠 大 树 ” 的
希望。
  源氏木语智能家居产业园由国内实
木家具龙头企业——— 上海朵艺家具有限
公司投资30 亿元建设。“胶州的产业和
区位优势吸引我们落址铺集镇。”魏延
旺说。
  木器家具制造是胶州市的传统优势
产业，形成了从原料、设计、加工、流
通到市场营销相对完备的产业链条。目
前有家具类生产企业 600 余家，产品涉
及婴儿床、地板、沙发和橱柜在内的各

类家具，可面向家装、办公以及酒店等
不 同 应 用 场 景 ， 行 业 年 产 值 近 1 0 0
亿元。
  “我们主攻线上销售和仓储物流，绝
大部分家具都是以代加工的方式委托胶州
的家具制造企业生产。”魏延旺说，“在
青岛为我们配套的102 家企业中，有71家
位于胶州市，年交货值15 . 5 亿元。”在
行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家具制造、硬木
基础加工、物流等相关上下游配套企业快
速在产业园周边集聚。
  依靠多年积累的口碑和过硬的品质，
青岛界宏木业也经过层层审核，在 2018
年成为源氏木语的供应商，并在5年时间
里将产值做到了6000 万元。“和源氏木
语合作后，订单有保障，回款及时，企业
有了长期稳定发展的底气。”乔宏举说，
公司的订单家具品种在100 个左右，既有
沙发、橱柜这样的大件，也有扶手这样的
标准件。
  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产业园二期也
在加紧建设中。“二期主要建设10 万平
方米的双层智能化立体仓库，进一步提高
生产效率。”魏延旺说，产业园自投产以
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2022 年销售额达
到60多亿元。

融合家居场景

  对一个国家级智慧家居制造产业集
群来说，家具制造业只是其中一部分。
要把家具、家电、家装等家居场景融
合，才算建起一个真正的智慧家居制造
产业集群。
  在少海汇智能家居展示厅，有一个智
能厨房的应用场景，其中的设备都可以通
过触摸或者语音交互的方式使用。
  记者体验了烹饪机器人现场煎牛
排。当听到记者发出“我想做牛排”的
指令后，智能后台小屋管家马上回应
“我在呢”，并在触摸屏上提供了多种
牛排做法。记者选择其中一种，按下烹
饪键，随着小屋管家“来了”的回应，
两个机械手臂左右开工，“熟练”地给
牛排撒上盐粒、胡椒腌制，将其夹入锅
中，调整位置，随后翻面、煎烤……仅
用 1 0 分钟，一份美味的牛排就摆在
眼前。
  展厅内的产品大都来自少海汇生态圈
的成员企业。少海汇以“去中心化”生态
圈发展模式整合行业资源，成员企业已达
到66 家，覆盖19 个家居细分门类，2022

年总产值达到186亿元。
  青岛泰福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专注于智
能镜柜生产，是少海汇的成员企业之一，
其车间的展示板上标注的不少项目订单，
都是从少海汇平台对接而来。
  “加入少海汇生态圈后，成员企业组
团拿单，提供一站式服务，不仅降低了成
本，而且提升了产品竞争力。”青岛泰福
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伯军说。
  少海汇还建立了智慧家居领域首个工
业互联网平台，打通家居、家电两大行业
鸿沟，为成员企业提供不断演变、持续进
化的智能家居生活场景。
  “智能家居生活场景的迭代更新，催
促我们企业持续锤炼技术、打磨产品。”
宋伯军说，“以前三个人每天能产出七八
百片玻璃，上了智能切割线后，现在一天
可以切割1200 片到 1400 片，大大提升了
生产效率。”

迈向先进制造业

  在胶州，虽然家居制造业企业集聚成
势，但仍然面临企业规模小、同质化严
重、研发设计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产业
竞争力偏低。
  青岛源氏木语家居有限公司产品供
应链总监豆力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们产品的品类越来越多，但对于代
加工企业来讲，我们尝试通过生产端重
构和企业合作的方式，帮企业降低成
本，提升效率，从‘传统’向‘智能’
转型。”
  5 月23 日，在青岛蒲公英木业有限公
司的车间里，工人们正为618 年中大促备
货。在智能喷漆生产线上，随着灵活的机
械手臂来回翻转，一片片原木板“穿”上
了五颜六色的“新衣”。
  “在行业龙头的引导下，企业上了新
设备，省时省工，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
成大订单的涂装烘干。”企业负责人迟雪
琳介绍，“智能化生产不仅高效、绿色、
环保，也让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分工更
加精准。”
  “我们将整合人才、政策、产业、创
新等资源，推动集群发展壮大，力争把中
小产业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成先进制造业的
集群。”胶州市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
周兆和说。未来，胶州将推动家具、家
电、家装三业跨界融合、集成创新，共建
智能家居生态圈。

  □ 本报记者 董方舟

  戴彩丽，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校长、教授，国家级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山东省泰山学者攀登计划专家。戴彩丽长期从事油田化学
与提高采收率的应用基础研究，在高含水油田堵、调、驱多层次化学
控水和非常规油气储层压裂改造提高采收率领域有独到建树，承担国
家973 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变革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
家油气重大专项等项目（课题）60余项。
  1993 年，戴彩丽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毕业后留校任
教。身处石油行业的特色院校，戴彩丽及其科研团队成员一直秉承着
为石油工业“做实事”的决心，“作科研要有一种‘射线’思维，只
要不停止追问，思维的射线就不会折断。”
  戴彩丽深知，石油开采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需要深厚的理
论积淀与切实的实践基础。
  我国90%以上油田是水驱开发油田，储层非均质严重，油井含水
高、采收率低。针对水驱开发油田高含水的难题，戴彩丽团队首创以
“区块整体调剖”“油井堵水与化学剂吞吐结合”为特色的堵-调-
驱高含水油藏化学控水和聚驱后地层残留聚合物再利用理论与技术，
将常规水驱油田采收率提升超过5%。
  深层/超深层油气是我国重要战略资源，但深层/超深层油气温度
极高、盐分大，储层非均质更加严重，调控和开采面临巨大挑战。
2009年，戴彩丽首次提出了冻胶分散体在线生产及注入一体化深部调
驱理念，在制备理论与方法、工艺装备、“冻胶分散体+”体系等方
面取得系列原创成果，创建了冻胶分散体深部调驱提高采收率技术。
这些突破性成果已在国内22个油田进行了规模应用，助推我国在深层
/超深层储层非均质调控领域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科研过程中，戴彩丽用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不断引导后辈科
研人员“真做学问，做真学问”。戴彩丽说：“运用自己的技术将地
下更多的‘油’拿出来，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未来，戴彩丽将带领团队把提高油气采收率的相关技术扩大现场
应用，将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效益，为祖国的石油工业添砖加瓦。

戴彩丽：科技创新
助力石油增产

  少海汇以“去中心化”生态圈发展模式整合行业资源，成员企业已达到66 家。图为少
海汇成员企业打造的智能家居场景。（□记者 白晓 报道）

2023 中国（威海）合唱节暨

环翠区第50届5·23歌咏会举行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田常力 报道
  本报威海讯 5 月23 日，“2023 中国（威海）合唱节暨环翠区第
50届5·23 歌咏会”在威海大剧院开幕。
  本届歌咏会参与队伍以及活动数量达到历年之最，威海市相关行
业约192支合唱团队参与演出和比赛，同时将举办开幕式、专家座谈
会、合唱指挥大师班等共计114场次活动。
  今年的歌咏会作为中央音乐学院“与人民同行 为时代放歌”
5·23艺术节的重要板块，北京、延安、威海三地联袂行动，届时将
开展青少年美育系列主题活动、“与人民同行”——— 威海市5·23群
众歌咏主题活动、“奋进新征程 放歌新时代”——— 中央音乐学院合
唱团专场音乐会等。

巨野县出台“20条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5个月，30个过亿元项目落地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姚朝磊 谢新华

  5月23日，巨野县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园内，乾元半导体项目的车间主体正在
紧张施工。这是该项目继2021年落地巨野
县万丰镇后，又一个投资过10亿元的芯片
生产项目。
  “乾元半导体项目实现当年落地、当
年建设、当年投产，离不开当地提供的全
周期‘保姆式’服务。”公司总经理曹存
景介绍，2021 年乾元半导体项目落地巨
野，从项目落地、立项、环评、安评、土
地、规划、施工许可等各类手续办理，到
项目建设、装修、投产运营，每个环节当
地都提供了全流程服务。目前，乾元半导
体项目年产LED芯片300亿颗。
  “为扩大生产规模，最近，公司又进

驻巨野县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生产车
间面积达1万平方米。”曹存景说。
  优良的营商环境是最大的吸铁石，是
一个地方的核心竞争力。为创优营商环
境，巨野县出台优化营商环境的“20条硬
核措施”，包括搭建线上线下“两个平
台”，让企业的“呼声”和政府的“回
应”无缝对接；抓好强化资金保障、人才
保障、用地保障“三大重点”，要素保障
精准有效；建立“企业宁静日”等“四项
制度”，为企业松绑、减压；深化县级领
导帮包企业等“五类服务”，纾困帮扶；
推行就近办等“六种模式”，提供高效政
务服务。
  “这一系列举措，就是要让更多项目
在巨野‘落得下’‘长得大’‘活得
好’。”巨野县委书记冯艳丽说。
  在最近一次的重点企业恳谈会上，有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负责人提出近期订单量
大，流动资金紧张，需要协调贷款。县金
融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立即与县内两家国
有银行联系，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企业发
放纯信用“科技贷”800万元。巨野县不
仅帮助企业融资，而且项目落地用地由专
人专办，办证手续立等可取，用地可实现
“交地即交证”，交地与交证“零时
差”。
  产业链上下游是否配套，是营商环境
是否完善的重要体现。正在建设的总投资
15 . 6 亿元的年产 15 万吨碳酸二甲酯项
目，是巨野县精细化工产业的关键节点项
目。项目利用园区内巨丰新能源和大泽化
工生产的环氧丙烷、二氧化碳，生产碳酸
二甲酯，并在此基础上拉长产业链条，生
产碳酸甲乙酯，最终形成42 万吨电池电
解液溶剂产能供应全国市场。“项目采用

‘邻墙供应’模式，使用管道直连，点对
点输送，大大降低物流成本和安全风
险。”项目负责人王建广说，每年光原料
运输成本就可节省千万元。
  巨野县精细化工、新材料新装备、生
物医药、现代商贸物流、新一代信息技术
五大主导产业“链条”不断拉长。通过补
链、延链、强链，一批“专精特新”项目
精准“卡位入链”，已形成“引进一个重
点项目、壮大一个优势产业、催生一个新
的经济增长点”的集群发展效应。铂晶电
子、乾元半导体LED芯片等7家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项目风生水起，工业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日益增强。今年以来，巨野县招
引签约五大主导产业“链条”上的过亿元
项目69个，合同总投资396 亿元；落地过
亿元项目 3 0 个，列入省级重点项目
23个。

盐碱地

农光互补促增收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张振祥 报道
  近日，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梁水镇
叶屯村“农光互补”光伏电站的光伏板
之间，农民在给灌浆期的小麦喷施
农药。
  东昌府区利用梁水镇马颊河畔
1310 亩低洼盐碱地，与科技能源有限
公司合作，推广“农光互补”光伏电站
建设，光伏板清洁发电，光伏板之间种
植农作物，实现一地多产，带动村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青岛地铁

6号线一期全线轨通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22日上午，青岛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全线轨通。
  青岛地铁6号线是贯穿青岛西海岸新区的大运量骨干线，一期工
程起点为辛屯路站，终点为生态园站，线路全长30.8公里。在铺轨工
程中，高峰期有14 个作业面同步施工，作业人员达1400 人，日铺轨
达1151米，顺利完成了全线铺轨任务。
  青岛地铁6号线在轨道铺设环节，首次大规模采用“多等级减振道
床+预制轨道板”技术，全线预制轨道板使用率达50%。预制轨道板采用
工厂化加工，具有质量优、后期养护简单、安装机械化程度高等优点，相
较传统现浇道床可减少作业人员30%，施工工效提升20%。同时，在铺轨
过程中率先引入新能源轨道车、焊轨机、铺轨机等新型电力驱动设备，
大大改善了隧道中的施工环境。在省内地铁首次大规模采用多达7 种
减振道床形式，最大限度减轻地铁运行带来的影响。
  青岛地铁6号线一期是青岛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
的重点项目之一。目前，该工程已进入站后工程全面建设阶段，机
电、供电、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面进场，确保电通、动车调试、空载试
运行等里程碑节点如期实现，为岛城市民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 本报记者 张春宇

　　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谭旭光从事内燃机与动
力系统技术创新和工程管理工作，是该领域的产业领军人物和科技型
战略企业家。曾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最美奋斗者、
全国优秀创业企业家、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
荣誉，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15 项，其中，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1项，省部级特等奖3项、一等奖3项。
　　凡是成功的企业，要攀登到事业顶峰，都要靠心无旁骛攻主业。
企业如此，人也如此。从一名普通工人做起，到如今成为一名优秀的
企业家、杰出的动力系统工程方面的科学家，谭旭光用了40 余年的
时间。 2005 年，谭旭光在全球首次创新提出了重型商用车动力系统
一体化模式，主持解决动力性、经济性和可靠性同步提升的国际难
题，有力支撑我国重型商用车形成了全球竞争优势。
　　谭旭光长期主持柴油机基础前沿科技创新，奋斗在我国动力系统
工程技术创新和实践第一线，先后带领团队研发全球首款本体热效率
突破50%、51%、52%的柴油机，实现了我国重型柴油机高效低碳化技术
的重大突破，带领我国内燃机行业迈入世界一流领域，多次树立全球行
业新标杆。热效率不断突破极限的背后，是谭旭光对掌握自主核心技术
的执念。谭旭光主持建成内燃机与动力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燃料
电池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引领了行业技术发展。
　　谭旭光开拓性提出平行整合法，主持创建先进动力系统研发制造
工程体系，解决了我国重型商用车、农业装备、工程机械、燃料电池等多
领域动力系统发展的关键“瓶颈”制约。身为企业管理者，他在实践创新
中提炼了潍柴运营管理体系WOS，荣获中国质量奖，入选国务院国资
委十大管理标杆模式，出版著作4 部，其中《质量成就梦想：WOS 潍柴
质量管理模式》入选“21世纪中国质量管理最佳实践”系列丛书。
　　如今，谭旭光依旧以“敢想、敢说、敢干”的治企理念和科学态
度不懈奋斗。

谭旭光：
心无旁骛攻主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