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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昂

在本月初举行的“2022 国际消费

季”家居焕新消费节上，商务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有效促进消费创新和产

业创新双提升，不断激发、释放家居消

费需求，营造家居消费新热潮。

近年来，家居行业发展迅速。天

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家居企业

495.2 万余家，今年前 8 个月新增注册

企业 90.3 万家，月平均增速达 39.4%。

根据各大家居上市企业发布的半年

报，不同家居企业盈亏不一，但基本呈

现了向好面。有的企业寄希望于地产

市场的转暖，毕竟，新建住房销售后巨

大的家庭装修市场，自然会带来大量

的家居消费。

但是，地产市场的未来趋势如何，

并不以家居企业的意愿为转移。换言

之，受制于诸多客观条件，家居企业要

直面存量房时代，在存量房时代持续发

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智能化转型是家

居企业获得市场增量的主要方式之一，

也是未来家居行业主要的转型方向。

这是因为，消费者在对住房进行

二次装修并采购相应家居用品时，势

必希望新的家居产品能够和现有的移

动智能产品实现互联互通，以满足智

能时代的诸多生活新需求，让家庭生

活更加便利便捷。

事实上，近一段时期，许多家居企

业也在产品端进行了不少智能转型的

尝试，由此产生的智能便捷的家居用

品也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在继续推

进智能家居产品端研发的同时，企业

也应该意识到，家居行业的智能化，

不能仅仅是产品本身的智能化，也包

括了原材料加工、家居订货、生产、运

输、销售、安装、售后等环节的全链条

智能化。既包括生产过程，也包括服

务过程。

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继续提升

现有家居产品的智能化程度，也有助于通过智能化的生

产和销售，提高家居产品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和流通

成本，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定制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

好的购买和使用体验。而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资

源，也能够为企业下一步的转型发展提供助力。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要储备一定的信息化人

才，并优化生产和销售链条，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工厂和商

店的改装和重组，这不仅意味着企业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增

加信息化成本，也意味着企业需要更多智能资源，而这恰

恰是一些传统家居企业的短板。如何与相关智能企业合

作，有效搭建智能化的全产业链条，对家居企业未来发展，

将产生深远影响。

优势做大 特色做强 链条做长

看这里的渔业如何越“游”越远
本报记者 蒋菡

“34 年来，我们已向黑龙江、乌苏里江放

流大马哈鱼苗 4200 多万尾，鲟鳇鱼苗 2400
多万尾，有效地保护了濒危物种，涵养了渔

业资源。”8 月 26 日，在抚远的鲟鳇鱼养殖基

地，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抚远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所属的一个

县级市，位于祖国陆地最东端，是最早迎接

太阳的地方，有“华夏东极”之称。这里地处

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的三角地带，水域面

积辽阔，有大小河流 56 条，湖泊 700 多个，鱼

类资源异常丰富，自然环境生长的淡水鱼种

类和产量居全国之最，共有 21科 105种。

8 月 25 日到 8 月 27 日，《工人日报》记者

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调研组来到这个边陲小

城，进行探访调研。从鱼类资源濒临灭绝、

“渔财政”逐渐垮塌的国家级贫困县，到成为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边陲小城抚远走出了一条

积极发挥渔业资源优势的绿色发展之路。

从重捕轻养到放流增殖

“我们这里是盛产‘三花五罗’‘十八子’

的鱼米之乡，是‘水中活化石’达氏鳇、史氏

鲟的生息之地，是深海洄游鱼类大马哈鱼的

繁衍之所，故有‘中国淡水鱼都’‘中国大马

哈鱼之乡’‘中国鲟鳇鱼之乡”之称，也是国

家冷水鱼科研繁育试验基地。”在抚远鱼博

物馆，工作人员如数家珍。

据介绍，渔业曾是抚远财政的支柱，但

是，由于重捕轻养、只捞不养，两江丰厚的鱼

类资源濒临灭绝，渔业大县的“渔财政”逐渐

垮塌。这个边陲小县、资源大县、口岸重镇

成了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

面对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加剧，渔民收

入的严重缩减，财政收支的严重失调，抚远

市委市政府开始探索渔业绿色发展之路。

当地改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粗放式

的传统捕捞模式，锁定源头上的“放”。1988
年建立放流站，10 年后成立抚远市鲟鳇鱼繁

育养殖基地，进行大马哈鱼、鲟鳇鱼人工繁

育孵化工作和人工增殖放流活动。

在涵养渔业资源的同时，更盯紧捕捞上

的“管”。抚远市边境水域长，边境水域渔政

管理点多、面广、执法难度大。2015 年《抚远

县渔业生产安全管理办法》出台，严厉打击

非法捕捞、越界捕捞行为。他们在黑龙江、

乌苏里江设立春季、秋季两个禁渔期，在黑

瞎子岛设立永久禁渔区。

在 严 格“ 管 ”的 同 时 ，当 地 也 在 积 极

“扶”。抚远水产局为养殖户免费提供养殖

网箱、减免税收，并免费提供养殖技术，极大

地调动了养殖户的积极性。

从保护涵养到科研赋能

在调整渔业发展战略后，渔业资源得到

保护和涵养，抚远的渔经济又焕发出勃勃生

机。而发展现代渔业，还得靠科研赋能。

鲟鳇鱼、大马哈鱼都是经济价值非常高的

水产品，如何才能既保护鱼类的种群数量又能

够满足市场需求？人工繁育是最好的办法。

作为全国第一个研究大马哈鱼繁育的城

市，抚远从 1992年开始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成立课题组，开展人工

繁育工作。

他们经过不断的药物消毒试验、配比，创

新研制出“福尔马林鱼卵消毒法”，现已成功

掌握药量配比并运用到生产工作中，解决了

国内冷水鱼鱼卵孵化过程中水霉病的防治问

题，并使受精卵的成活率由原来的 82%提升

到 98%。

为了让鲟鳇鱼这一濒危物种能够继续

繁衍生息，水产人员反复试验，终于在 2017
年培育出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鲟鳇鱼养殖新品种，也是世界上首个养殖

新品种。在保护鱼种的同时，带来可观的经

济效益。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鲟鳇鱼养殖和鱼子酱出口国，占世界产量

的 80%以上。

不断释放渔业潜能

清晨 5 点，“东极鱼市”已经熙熙攘攘。

新鲜的大马哈鱼，腌制过的鲟鳇鱼，都在吸

引着顾客的目光。

这里原本是已有百年历史的鱼市，当地

政府顺势而为，将其就地升级改造成“东极鱼

市”。如今，鱼市不仅是声名远扬的鱼类交易

集散地，也成为外来旅游者的“打卡地”。

渔网搭上互联网，直播带货也在这里风

生水起。神奇的“雪炒鱼”“刀锯鱼”“刨花

鱼”等卖鱼方式，令抚远鱼在网络上迅速走

红。如今，该市近 50名主播组成的直播队伍

年销售额达 500多万元。

渔业经济不仅仅是吃鱼。2016 年起，抚

远市开展“乌苏里船歌旅游风光带”建设，确

定了“渔业+旅游”的产业发展思路。

“上千斤的鳇鱼，还有用鱼皮制作的工

艺品，都是第一次看到，很特别！”在鱼博物

馆，来自上海的游客朱女士新奇不已。馆内

收藏了黑龙江水系特产的鱼类标本 80多个，

并展示了不同时代的捕捞工具和当地渔猎

民族赫哲族的生活场景。展馆开放以来，每

日游客都能达到 1000人以上。

为充分展现抚远的渔文化，当地正打造

“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旅游模式。坐落

在乌苏里江边的抓吉赫哲族村，渔民“洗脚

上岸”，办起“渔家乐”，昔日的小渔村入围

“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荐名单”。

据介绍，随着“东极游”“观日游”“鱼文

化游”等特色旅游品牌日趋成熟，抚远的全

域旅游发展的大格局正在形成。2022 年上

半年，前往抚远市旅游观光的游客达 73.8 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实现 5.53 亿元，同比增长

15.2%。

把优势做大、特色做强、链条做长，不

断释放渔业潜能，不断推进现代渔业绿色

发展，抚远的渔业经济正“游”向更广阔的

天地。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马安妮

走进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

苏市的新疆钵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展示厅，映入眼帘的是各类棉花播种机、采棉

机。“这几年，通过不断的研究创新，我们的采

棉机突破了重重技术难关，销量在国产采棉

机行业遥遥领先。”新疆钵施然智能农机股份

有限公司人事行政总监刘帅说。

今年，新疆有 4家企业被誉为“国家制造

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3家企业产品被誉为

“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其中之一就是

新疆钵施然智能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

“4MZ自走式棉花收获机”。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新疆有制造业企

业 9 万余家。近年来，新疆制造业立足自身

特点，通过科技创新、智能升级、绿色发展等

方式，开启了产业转型的新模式，打造出智能

发展创造新格局。

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发展

“我预订了一台三头打包机，一台六头打

包机，通过这次培训，我学到了很多采棉机的

知识和技能，相信今年能够更高效的采收棉

花。”来自新疆沙雅县的采棉机机主张新成说。

作为国产采棉机生产企业，新疆钵施然

公司在 2017年打破国外采棉机技术壁垒，凭

借可靠的产品质量、棉绒完整良好、超高的性

价比等优势，成为新疆采棉机机主的首选，其

销量更是不断上升，2019年突破了 500万台。

“我们在做好产品品质的同时，也要注重

形象，要好用还要好看。”新疆钵施然智能农

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勇说。

近年来，新疆高技术制造企业注重创

新，在新品研发和开拓市场方面持续发力。

在新疆新研牧神科技有限公司的装配车

间，辣椒、玉米收获机正在等待组装。“在加快

生产的同时，我们也在研制一批农牧机械装

备，主要是解决新疆主要农作物和特色经济

作物作业过程中的机械化问题。”新疆新研牧

神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李谦绪说。

先进“智”造提升企业效率

位于新疆霍尔果斯针织产业园的新疆思

唐衣舍服饰有限公司的二号生产车间内，数

百台半自动针织机快速作业，不到三分钟，一

只白色手套就制作完成了。偌大的车间仅有

三四个员工负责调整机器，搬运手套。

“这些都是半成品，之后还需要经过翻

面、包边、浸胶等工序变成成品。”二号车间负

责人张忠吉介绍说。

目前，机器人、半自动机床、全自动机床

等智能生产设备的投入使用，让众多企业降

低了风险，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随着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升级，先

进“智”能也升级了传统制造业原有的技术。

7 月 5 日，随着全自动 RGV 小车缓缓将

成品送入下料工位，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设计的铝钢全自动高焊接生产线结

束安装调试阶段，国内首条铝钢直焊全自动

焊接生产线正式试运行。这种铝钢异种金属

直焊工艺在传统阳极组焊接中，能够代替爆

炸块过渡连接工艺，可以显著降低阳极组电

阻，提高导电性能。

融入“绿色+”发展可持续

绿色设计、绿色技术、绿色工艺、绿色生

产、绿色管理等已经成为制造业转型发展的

关键环节。在新疆中泰新鑫化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PVC 生产线上，通过整形、喷码、套膜

等一系列全自动包装，PVC 树脂产品蓄势待

发。这些看起来普通的 PVC 产品，却是真正

的“绿色”产品，可用于儿童玩具、食品包装、

医疗器械等方面。

近年来，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确立

科技化、绿色化纺织产业新定位，形成近 100
万亩土地流转棉花种植及深加工产业，并且

通过技术改造，有效利用废弃物，形成绿色循

环产业体系。2021 年，中泰集团成立了新能

源公司，确立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记者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年

度绿色制造名单获悉，新疆有19家企业入选国

家级绿色工厂。如今，新疆共创建自治区级绿

色工厂 136家（国家级 72家）、自治区级绿色供

应链7家（国家级5家），开发自治区级绿色设计

产品 46种（国家级 45种），推进建设绿色园区 9
家（国家级 7家），构建了清洁、低碳、循环的绿

色制造体系，跑出了绿色制造发展的“加速度”。

当下，越来越多的新疆企业注重绿色发展

模式，以高质量、高标准来赢得市场。据统计，

2021 年，新疆制造业拥有规模以上企业 2778
家，完成工业增加值2215亿元，同比增长7.9%。

先进“智”造 绿色创新

从国家级贫困县，到成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边陲小城抚远走出了一条积极发挥渔业资源优势的绿色发展之路。

迎战酷暑和疫情确保重大项目供应之需
本报讯（记者毛浓曦 通讯员杨宏智）7月底以来，四川、陕西

等省连续出现高温；8月初，新疆地区突发疫情。一方面是高温

的“烤”验和疫情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国家重大管线项目对管材

的急需。关键时刻，中国石油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迅速

部署，组织相关企业制定应对措施，科学高效管理。截至8月25
日，宝鸡钢管今年累计生产各类钢管产品 87万余吨，同比增长

12.8%，满足了油气勘探开发和国家重大管线建设的需求。

面对 7月中旬以来四川的持续高温天气以及“西四线”的

紧急保供任务，该公司积极应对“生产组织”和“电网调度”的

双重压力。为了保证员工身体健康，资阳公司各生产单位根

据电力供应调配情况灵活调整作息时间，避免高温时段作业；

加强防暑降温保健知识宣传，备齐防暑降温药品；连续开展

“送清凉”活动，发放防暑降温补贴。同时，加强设备的巡查和

检修，保障高温天气下设备正常运转。截至目前，该公司已为

“西四线”生产钢管 3800余吨，并陆续运往新疆哈密、吐鲁番，

甘肃张掖等地的施工现场。

8 月，吐鲁番地区白天平均气温 40℃，地表温度超过

70℃，而“西四线”施工现场位于远离市区的戈壁，环境恶劣，

交通极为不便。为了打通现场服务的“最后一米”，宝鸡钢管

员工每天往返施工现场，步行 5 公里以上。“他们的产品是第

一批到达的，供应很及时，质量也很好，为我们施工作业提供

了有力保障。”施工现场起重接货负责人高飞竖起了大拇指。

截至目前，宝鸡钢管克服重重困难，今年累计为西气东

输三线中段、西气东输四线、古浪-河口项目、博孜项目等国

家重大管线项目保供优质钢管近 20万吨。

吉林珲春铁路口岸过货量外贸总额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彭冰 柳姗姗）“珲春市集中展示口岸建设成

果、献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9 月 1 日

在吉林省延边州珲春铁路口岸举行。当日 ，首列俄罗斯清洁

能源班列满载 14车 21箱 300吨液化气驶入该口岸，搭载着 62
箱 124辆整车的集装箱班列经该口岸驶往俄罗斯莫斯科。

据悉，近年来，珲春市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对

外开放迈入全新阶段，相继获批口岸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冰鲜

水产品、粮食等资质，创新开展清洁能源进口、汽车整车及零

部件出口等业务，实现口岸进出口货物品类不断拓展升级。

口岸相继开通中俄海洋班列、中欧班列和跨境电商 TIR
公路卡航、珲春至莫斯科整车集装箱班列等运输线路，全面实

行铁路口岸 24 小时、公路口岸“7×10”小时通关工作制，形成

多线齐发、运行顺畅的国际物流通道。相继建成铁路口岸扩

能改造、圈河国际口岸联检楼、清洁能源铁路专用线等互联互

通工程，启动实施清洁能源中转中心、进口百万吨煤炭产业

园、铁路国际物流园等重点项目，积极打造东北亚区域重要的

物流集散中心。今年，预计全市口岸过货量将突破 400万吨、

外贸总额将超过 12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活动现场，国家口岸办复函的宣读，标志自 9月 1日起，珲

春铁路口岸正式开通“7天 24小时”通关模式，将进一步提高东

北亚地区通关便利化和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吉林省外贸进出

口企业成本。吉林省东北亚铁路集团珲春分公司珲春南站站

长张世鑫表示：今后，将积极开展集装箱整车班列、俄罗斯宽轨

笼车等多模式整车发送业务，打造延边地区以珲春为汽车产业

发展枢纽的集整车出口、二手车交易、配件储存于一体的综合

汽车产业服务平台，助力吉林省乃至全国汽车产业发展。

本报讯（本报记者 叶小钟 通讯员 吴海

莹 实习生 谢迟）前不久，由中国施工企业管

理协会主办、中建四局承办的 2022年工程建

设行业绿色发展大会在广州召开。本次大会

以“厚筑绿色建造底蕴，提升工程建设品质”

为主题，聚焦建筑行业关心的“绿色化”“智能

化”“数字化”等热点议题，分享绿色建造、智

慧建造、工业化建造的经验，展示创新前沿趋

势，推动建筑业绿色低碳发展。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会长郑学选表示，

全国建筑行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的碳排放量，

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50%。当前，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爬坡时期，围绕绿色

设计、绿色施工、绿色运维，探索建立基于全行

业、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建造指标评价体系，对

发挥引领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月 1日，参会人员前往白云机场三期安

置区项目、广州国际金融城项目、萝岗保障房

项目及中新广州知识塔项目进行观摩，绿色

施工技术精彩纷呈。

粉碎、搅拌、制作……在白云机场三期安

置区项目现场，一台大型粉碎机隆隆作响，建

筑废渣正被碎成细骨料，骨料与水泥、砂在砖

模机高频振动下，被加工成绿色成品透水砖，

项目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提升到近 60%。白

云机场三期安置区项目是广州市装配式建筑

样板工程，项目整体装配率超 55%，其中养老

院地块装配率高达 70.4%，满足装配式建筑国

标 A 级要求，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绿色

建造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广州首个引入海绵城市设计的保

障性住房，项目绿地面积达 2.6 万平方米，采

用雨水花园、传输型植草沟、雨水径流等控制

技术确保自然去水率高达 52.5%，有效防止小

区在雨季出现内涝现象。”萝岗保障房项目技

术总工夏翔说道。除了海绵城市关键技术的

使用，作为华南在建体量最大的保障性住房

项目，萝岗保障房项目还充分发挥全产业链

装配式建筑生产基地作用，建筑部品、部件通

过基地生产、物流运输、现场安装，大幅度减

少施工垃圾及扬尘，实现“房子是在工厂里制

造的”的现代城市发展新型建设模式。

氢能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氢能产业平台，
浙江省嘉兴港区积极围绕“产业链”“创新链”等方面加快推进，成功纳入全国首批国家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图为嘉兴港区的一处氢气生产厂区。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氢能产业生态 助力绿色发展

怎么样实现低碳发展

走进建筑工地观“绿”

历经 875个日夜艰苦奋战

三清高速昆明段首座特长隧道贯通
本报讯（记者 刘静）历经建设者 875个日

夜的艰苦奋战，9 月 8 日上午 9 时，云南省重

点工程——曲靖三宝至昆明清水高速公路老

黑山隧道提前 50天实现双线贯通，这是该高

速昆明段贯通的首座特长隧道。三清高速建

成后，将实现 G56杭瑞、G60沪昆两条高速的

分离，有效缓解昆明至曲靖高速交通压力。

据了解，三清高速由中国铁建昆仑集团投

资、中铁二十五局承建。老黑山隧道位于昆明

市境内，为左、右线分离式隧道，左线长 3606
米、右线长 3633米，按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

进出口均位于高山沟谷，地质结构复杂、下穿

大型水库，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据中国铁建

昆仑集团三清项目公司负责人介绍，隧道区属

构造剥蚀中低山地貌，岩层产状紊乱，建设过

程中需穿越 3个断层带，施工难度大、干扰多、

风险高。据悉，三清高速公路起于曲靖三宝，

止于昆明清水，由曲靖段和昆明段构成,通车

后将成为云南出省入滇的又一条重要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