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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尚需久久为功
让员工踏上时代的节拍

本报记者 刘旭

“奖励几百元钱，都不够前期投入的材料
钱。”1月 28日，在沈阳市一家装备制造业企
业年度表彰会上，机械加工车间机加 3班赵
文兴等 5人的“传动轴零件加工和热处理工
艺优化”项目获评2022年度企业职工创新成
果一等奖，得到奖励 500 元。他有些困惑，

“无论个人贡献占多少、带来的效益有多少、
市场价值是多少，企业给的奖励都一样，这样
谁还有兴趣搞创新呢？”

与赵文兴心存同样困惑的职工并不少。
企业在总结并奖励来自班组的职工创新成果
时，经常有个激烈探讨的话题：职工的创新成
果归属如何界定，如何给创新成果“定质定
价”，以及如何让创新成果走向市场彰显价
值？这是企业推动科技创新避不开的难题。

创造订单近200万元，5人获奖500元

赵文兴班组全员利用工作之余参与工艺
改进，没有耽误生产进度，前前后后历时3个
月，试验了几十遍。工艺改进后，提高了传动
轴零件的耐磨性和疲劳强度，改进后的产品
已经批量配套在多款车型上，每年可为企业
创造订单近200万元。

这项工艺改进前期投入的成本比较高，
光材料费就3万元，更不用说人力、智力等其
他成本的投入。“奖励低了，会让员工感觉技
术创新没太大意思。奖励都一样，不会有人
愿意解决那些难做却效益大的技术难题。”赵
文兴说。

针对奖励和付出不成比例，企业专家评
审委员会委员宋思敏引用法条解释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77条、
78 条规定，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未与发明
人、设计人约定也未在其依法制定的规章制

度中规定奖励的方式和数额的，应当给予“一
奖两酬”。

“获取不了专利权，其成果就很难受到合
法保护，也很难有人能够准确地给出一个合
理的价值定位。”宋思敏说，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企业对职工创新要奖励多少。为了充分
调动职工创新积极性，专家评委会也设想过
制定详细的奖励方案，可棘手的问题有很
多。比如，机加二车间铣工陈冬改进了一项
加工工艺，让某一螺旋零件使用稳定性增加，
增加了整个设备的待机时长，让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更有优势。按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
优秀的成果，但是由于它给企业带来的经济
效益无法直观反映出来，最终还是按最高标
准给予奖励500元。

最关键的是，这些没获得专利的成果很
难走向市场。宋思敏是该家企业技术与安全
发展中心主任，他表示，获取不了专利意味着
不能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职工创新成果，
也很难准确地给这个成果一个合理的价值定
位。这样即便是大力向市场推广，其他企业
也不一定能瞧得上，甚至还有可能让人免费
学了去，极有可能让创新者白白付出。

衡量因素具体且复杂

宋思敏以赵文兴班组获奖成果为例剖析
说，从投入看，班组 5人投入了大量的智力、
精力和时间，企业则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技术
条件，比如原材料、机械设备、技术支持以及
跨部门协作。从产出看，尽管每年可为企业

创造订单近 200万元，但这也同时包括全体
职工的劳动成果以及其他部门职工的创新成
果。另外，创新成果不能推向市场，就不能直
接获利。每一项衡量因素具体且复杂。许多
负责创新成果评选的技术专家觉得，这些成
果不完全属于职工个人，对收益奖励也很难
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目前，多数企业依然以奖励合理化建议
或者评审质量控制成果的方式给予创新职工
一次性奖励，要么不给奖酬，在创新者职务晋
升、涨工资和福利待遇上给予优先权。但这
种奖励制度弹性较大，奖励的数额及相应的
优先权常常取决于企业的认同，而不是真正
的市场价值和个人价值。

赵文兴班组成员年龄平均35岁，思想活
跃，正在尝试探讨在班组内部建立评判标准。

“规矩立在那里，首先不能以个人意志发生变
化”“主研人员奖多少，参与贡献的拿多少，不明
码标价，成员会患不均”“创新的困难程度，解决
要花费的时间，还有投入的成本这些也要划分
清楚”……大家最终没争论出一个结果。

宋思敏介绍，企业每年都会投入 100 万
元用于科技创新，成熟的成果会推向市场，而
这样的少之又少。获取不了专利意味着成果
很难受到法律保护，班组成员受工作范围局
限，活动圈子很小，产出的创新成果绝大多数
都与自己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工作相关，很多
换到另一个车间就不适用了。即便适用，还
需要标准化，进行一系列的后续试验直至形
成新流程，这需要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另
外，如果该操作法造成设备损坏或者安全生

产事故，创新者还要承担相应后果。

对评判的有益探索

“衡量因素复杂，但也不是不能进行探
索。我们年年都搞创新成果大赛，职工的
积极性非常高，就是得益于建立了很好的
评判机制。”沈阳某汽车零配件企业副总经
理陈宇航说。

1 月 13 日，该企业 2022 年度“创优杯”
职工创新成果评选大赛落下帷幕，企业根据
职工创新成果与工作的关联度、创新的难易
度以及企业投入材料的多少，首先对创新的
归属问题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结合创新
成果所产生的价值和效用，包括直接经济效
益与间接经济效益、科技含量以及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的难易程度等，组织 5 位专业人
士，设定一定的计分比值对创新成果进行综
合评价，然后根据其成果的大小给予奖励。

“对一些价值较大的创新成果，我们还参照
技术入股的方式，确定一个比例值作为对员
工创新成果进行分红的标准。”陈宇航说。

“班组搞创新都是在遇到技术难题时产
生的，结果难题的价值越大说明创新成果越
大。”赵文兴说，企业可以逆向思维，尝试推行
竞标承包。面对技术难题的困难程度、解决
时间和投入成本，设计难题等级和奖励标准，
这样能彰显职工的创新能力和创造价值。

陈宇航介绍，前年公司将一项成果以 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家零配件加工企业，
高于内部收购1万元，后又将高出的1万元按
50%的比例直接打到职工个人卡上。

宋思敏讲道，期待相关部门能搭建更多
班组创新成果项目与市场对接平台，让职工
的创新成果走出班组，走出企业，走向市场。
他建议可以先尝试“内部收购”，如果转让费
用高出“内部收购价”，可以考虑企业与班组
创新者按比例分成，让创新者更受益。

没有跨进专利“门槛”，职工创新成果价值就很难得到体现，这往往会让创新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

没获专利的职工创新如何“按质论价”
没有跨进专利“门槛”，职工创新成果价值就很难得到体现，这往往会让创新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

没获专利的职工创新如何“按质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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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业企业生产忙

多部门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

到2025年制造业机器人
密度较2020年实现翻番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机器人+”应用行
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2025
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2020年实现翻番，服
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行业应用深度和广度显
著提升，机器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
力明显增强。

《方案》明确了主要目标，提出聚焦十大
应用重点领域，突破100种以上机器人创新应
用技术及解决方案，推广200个以上具有较高
技术水平、创新应用模式和显著应用成效的
机器人典型应用场景，打造一批“机器人+”应
用标杆企业，建设一批应用体验中心和试验
验证中心。《方案》明确深化重点领域“机器
人+”应用，增强“机器人+”应用基础支撑能
力，提出构建机器人产用协同创新体系、建设

“机器人+”应用体验和试验验证中心、加快机
器人应用标准研制与推广等。

《方案》提出，完善各级院校机器人教学内
容和实践环境，针对教学、实训、竞赛等场景开
发更多功能和配套课程内容。培养引进机器
人应用高端研发人才和标准化人才，加强人才
国际交流，打造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鼓励机
器人企业、用户单位与普通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职业院校等合作，共建人才实习实训基地，
联合开展机器人应用人才培养，提供更多就业
渠道。组织细分行业机器人应用技能竞赛，发
现和培养更多机器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仿地飞行保障山地光伏巡检效率
本报讯 2月7日，国能浙江开化村头87兆瓦武川光伏运

维项目在衢州开化完成签约。面对山体光伏电站日常运维难
题，运维管理单位发布了针对该场景的仿地飞行技术应用，最
大程度保证光伏电站巡检运行效率。

据悉，该项目光伏电站容量87兆瓦，储能系统容量8.7兆
瓦，合计总容量95.7兆瓦，占地1800亩，约158182块光伏板，
是衢州市最大的光伏电站，将助力当地加快“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实现。开化电友公司作为运维管理单位承接该项目，仅
用正常工期一半的时间，顺利完成线路送出工程的竣工投运，
为后续光伏并网投运打下基础。

山体光伏电站地势险要，光伏阵列随坡就势安装，给日常运
维项目带来了极大阻碍，且山区灌木植被茂密，稍有不慎就可能由
于电气故障引发山林火灾。开化电友公司加大调研力度，在人工
巡视的基础上，采用无人机智能巡检，搭载针对该场景的“仿地飞
行技术”应用，根据地形自动生成固定航线，保持地面分辨率一致，
从而保障山地光伏巡检效率。同时，还通过在电站制高点安装高
清防火预警摄像头，加强枯草及植被清理，有效预防山林火灾发
生，最大程度保证光伏电站运行效率。 （陈冬馨 周剑青 吴闯）

阅 读 提 示
获取不了专利权，职工的创新成果就很难受到合法保护，也很难有人能够准确地给

出一个合理的价值定位，结果往往是职工创新付出与收获差距有点大。对此，专家建议
建立起评判机制，界定归属，按贡献大小、收益占比、市场推广等综合评判。

致远

案例：“ChatGPT是一种非凡的人工智能技术，它以
其卓越的语言处理能力和深厚的知识库而被广大用户所
称赞。”这不是某位专家的结论，这是ChatGPT对其自身
的描述。如今，面对这款突然刷爆网络的技术应用，国内
科技机构和企业纷纷“亮剑”。据《科技日报》消息，中国
版ChatGPT将于下个月与公众见面。北京市近日表示
支持头部企业打造对标ChatGPT的大模型。

观察：不断在科技发展的赛道实现超越，依靠最新应
用造福人类，这是科技带来的魅力。事实上，在科研的赛
道上，我国的企业同样亮点频出。比如2022年我国出口
了70万辆新能源汽车，其技术应用可圈可点。

亮眼的背后，注定是自主创新在发力。我国的全球
创新指数排名由 2012 年的第 34 位跃至 2022 年的第 11
位，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稳步提升。数据显示，
去年我国研发投入经费总量首次突破3万亿元，同比增
长10.4%。而在高技术产业，我国去年投资增长18.9%，
快于全部投资13.8个百分点。

一方面是科创型企业的持续成长，另一方面人工智
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成为当下我
国发展变革的主要方向。如一家挖掘机的生产企业的技
术专家通过工业AR远程协助系统，就能指挥千里之外
的人员对设备故障进行精准定位，快速有效解决。

据瑞银集团报告显示，ChatGPT目前月活用户已突
破1亿，成为史上用户增速最快的消费级应用程序。这
启发我们，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增长转向创新驱
动的当中，突破“卡脖子”问题，取得更多重大原创突破，
依然需要人们多加努力、久久为功。

案例：在一场安全演练中，一架无人机腾空而起，飞
行至80米高度时，发出提示“已找到漏点”。从起飞到确
定天然气管线漏点，仅用22秒。这是西北油田针对地区
工况复杂、油气管道安全要求高，技术人员采用的新技术
守护管道安全的一个应用展示。

观察：针对应用中的堵点、难点，不断研发、推出相关
技术，寻找破解之策，这是职工科创的有效路径。有用，
是基层创新的出发点、着力点。

就这家油田而言，其所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一个
流动沙漠。要巡护两万公里的油气管道，完全靠双脚难
度大、效率低。针对管道的常见问题，比如泄漏问题，这
里的技术人员根据文献中提到的“用光可检测甲烷在空
气中的含量”的方法，多次尝试后选择了分辨率高的激光
来检测天然气泄漏。之后又将激光检测装置集成在无人
机上，经过3年来上百次试飞终见到成效。

技术进步后，相关作业人员往哪里去？在华东石油
工程公司江苏固井项目部基地，有这样一个案例让人印
象深刻：之前，项目上人多，一名驾驶员每次上井，总喜欢
带上一把吉他去弹奏，“因为岗位是司机，觉得自己也干
不了别的”。如今，他不仅要开车，还要学习固井技术从
事固井作业，虽然工作时间不能弹吉他了，但他说“一下
现场，还长了不少本领”。

技术进步是大趋势。让更多操作岗的员工在转岗培
训中“一人多岗、一专多能”，也是一种大趋势。希望相关
方一起努力，让员工踏上时代的节拍。

2月13日，工人在福建福州闽侯县的毅飞泵业（福州）有限公司生产线上组装水泵
部件。

新春伊始，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各企业积极复工复产，工人加快生产进度，为首季“开门
红”打基础。 新华社发（王旺旺摄）

10 日凌晨 1 时，山间幽静，南广
铁路郁南段，3 名车辆 5T 设备维修
工依着头灯发出的“星光”照耀，步行
在铁路线上，对 THDS 设备进行检修
作业。

“注意脚下，加快步伐。”广州北车
辆段肇庆维修组作业负责人许煜凌抬
手看了一下手表，提醒道。

30分钟后，他们到达了今晚作业
的探测站。探测站位于郁南站两端，
存放着工控机等电子设备，负责对过
往列车进行轴温探测。

放下手中的检测工具黑体箱，许
煜凌快速打开探测站的大门，一股热
浪扑面而来，探测站中 24小时运行的
机房发出嗡嗡之响。

“小关，准备好工具，再把黑体箱
插上，设置好温度。”

“好嘞。”许煜凌和搭档关丰沛配
合有序。

黑体箱是模拟轴温稳定热源的一
种工具，通过它可以确认探头的精准
度。许煜凌点开系统最近一次的自检

数据，眼睛像雷达一样快速扫视着各
组数据。

“数据没问题，我们上线吧。”
说完，许煜凌提着工具箱，和关丰

沛、现场防护员陈欣汉一起来到线上，
许煜凌对关丰沛说：“老规矩，你左我
右，先检查探测箱和 2、3、4号磁钢，最
后再去1号磁钢。”

室外作业不仅要对轨边设备进行
检查，还要擦拭、除尘、清洁、测量尺寸
方位等多道复杂的工序，许煜凌和搭
档们相互配合，动作娴熟。

40分钟后，“4号磁钢顶面与轨平
面距离 37毫米，符合规定。”许煜凌眯
着眼，手扶了扶头灯，将光线照到磁钢
尺上，准确报出数据。一旁的关丰沛
嘴里重复着数据，并快速记录在作业
本上。

“小陈，这边检修完了，我们去 1
号磁钢吧。”许煜凌缓缓站起身，轻轻
地捶了捶膝盖，缓解久蹲带来的酸胀，
他今年已年过5旬。

“收到。”陈欣汉回应。

一行3人走向百米外的1号磁钢，
渐次消失在夜幕中，远远望去，似“星
光”在黑夜中闪烁。

2时 20分，关丰沛提着黑体箱，跑
上线路，双手将黑体箱稳稳地扣在探
测箱体上。“这黑体箱近 30斤重，每一
次都需要提着它，依次对 4 个探头依
次进行标定，标定结果合格的话，调整
温度还要再来两次，如果标定结果不
合格，还要重新来过。”许煜凌介绍道。

“数据合格，开始中温标定。”听到
许煜凌的声音，关丰沛又拿起黑体箱
跑上了线路。

时间来到3时10分，“郁南上行设
备检修作业完毕，人员机具物料已撤
离，申请办理销记。”许煜凌向对讲机
另一边的驻站联络员喊道。

“郁南上行设备检修作业已办理
销记。”电台那边驻站联络员回复道。

“好嘞，今晚作业结束。”许煜凌带
着两名同伴返回，夜色下，“星光”点
点，洒落在钢轨、路基上……

（董剑锋）

铁道线上的“星光”点点

广
告

青山巍巍、铁路蜿蜒，寒风呼啸，
冷雨打湿的衣服格外沉重。一名勇敢
的“蜘蛛侠”，攀附在险峻的山坡上，手
抠山石，艰难地往上爬行。“红沛，千万
小心。”坡下工友心揪着，不时提醒
着。这是 2月 10 日 9时 40 分，在吉衡
铁路线上发生的一幕。

“云盘—浣溪区间 38号杆跌落保
险瓷质部分开裂，今天我们 8 名工友
前来更换。”衡阳供电段茶陵南电力工
区工长刘德志介绍，吉衡铁路贯穿罗
霄山脉，电杆架设在崇山峻岭中，山间
无路密布杂草，我们日常巡检必须翻
山越岭，“有些地段必须通过绳索攀爬
才能到达。副工长李红沛是我们这里

‘身手’最好的电力工。”
此时，伴随着工友的关切和凛冽

的山风，经过20分钟的攀爬，背挂8斤
重大绳的李红沛，手指弯曲，牢牢抠住
山石凸起的棱角，另一只手臂搭在结
实的枝桠上，双脚蹬踩着踏坡面，终于
爬上了山顶。

“我放绳子下来，拉住啊。”山顶回

荡起李红沛的喊声，他已将绳子一端
牢牢系在树上。边爬边放绳子。

13米陡峭的山坡，6名电力工，用
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拉住麻绳，不断攀
爬，衣服沾满草屑和泥土，50 岁的刘
德志稍显吃力，跟在队伍最后面不愿
掉队。

“呼……”好不容易到达山顶，刘
德志摊开手掌，蓝色手套上赫然显
出几道被绳索勒的黄色凹印，深深
的磨痕背后甚至能看到手套被崩开
的纹路。

10 时 40 分，一行人来到作业地
点，“线路接地，安全措施已做好！”“可
以作业！”。身高 1米 8的蒋诗海是今
天的高空“战士”，收到工长作业命令
后，他系好安全带，戴上绝缘手套，望
着 12米高的 38号杆，深吸一口气，脚
踩脚扣，一步一扣开始攀登。

蒋诗海爬至 10米处，抬眼确认验
电器显示无电信号，拿起扳手用力拧
开螺栓，“摘除”隐患点，又微微侧身，
缓缓拉起工友从地面通过吊绳传递过

来的新的保险，然后仔细进行安装。
检查安装情况良好后，“蹭蹭蹭”

他又灵活地登到电杆顶端进行悬式绝
缘子“体检”，他将抹布嵌入绝缘子的
间隙里，用力来回搓动，清洁干净。

“我现在可是‘海陆空’全领域拿
下了。”25分钟后，顺利下杆的蒋诗海
一边摘下防护，一边和工长开着玩笑，
他是位海军退伍军人。

“开锯！做好防护！”刘德志抡着
电锯大喊，他带着其他几位工友，锯去
侵扰铁路电力线路的树木，其他 3 名
工友则踩着弓步，身体微微后倾，拽着
绕树的大绳，防止树木倾倒伤人。

“滋滋滋”的电锯声响起，一排排
树木应声倒下。坡上架空线路旁已不
见树枝侵扰，坡下列车飞驰而过。

“我们工区负责吉衡、醴茶铁路线
179.825 条公里的电力线路检修维护
任务，让列车在这片‘红色土地’安全
驰骋，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刘德志大
声招呼着职工，清点工具、备品，顺着
绳索，下山。 （王小燕）

“电力登山队”的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