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将首次开启海上二氧化碳封存
事件：来自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3 月 19

日，在其所属南海恩平 15－1油田海域，我国海上第一口二氧

化碳封存回注井正式开钻。该井将于今年 4 月中旬完钻投

用。恩平 15-1 油田位于深圳西南约 200 公里的南海东部海

域，平均水深约 90 米，是中国南海首个高含二氧化碳油田。

这是我国首次开启海上二氧化碳封存项目。

点评：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CCUS），是世界

公认的具有巨大商业化应用潜力的碳减排技术之一。此前，

我国二氧化碳封存项目多为陆地封存。其中，中石油、中石

化、中国华能集团、国家能源集团等在陆上 CCUS领域均有布

局。相比陆地封存而言，二氧化碳海上封存具备零征地、选址

容易、安全性高、环境影响小、封存规模大等优势。根据自然

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我国海域二氧化碳地质封存的预测潜力

2.58万亿吨。

在海上封存二氧化碳，突破技术瓶颈是关键。据中海油

方面介绍，此次开钻的海上封存回注井完全由中国自主设计

实施，标志着中国初步形成海上二氧化碳注入、封存和监测的

全套钻完井技术和装备体系，填补了海上二氧化碳封存技术

的空白。

高德地图联合星巴克推出“沿街取”服务
事件：近日，高德地图与星巴克联合推出的咖啡“沿街取”

服务在北京和上海正式上线。用户在出行前可通过高德地图

下单，导航在沿途路线中自动定位最为合适的星巴克门店顺

路前往，实现在路边不下车开窗取咖啡。

目前，该服务已在北京 100家星巴克门店正式上线，上海

也有近 50家门店加入了“沿街取”服务的试运营。

点评：继与饿了么联合推出外卖服务后，这是星巴克第二

次与阿里巴巴旗下企业合作拓展业务。对星巴克来说，除了

“到店”“到家”之外，又开拓出了新的消费场景——“在途”。

近年来，国内咖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性价比取胜的本

土品牌和不断进入的外国品牌，对行业巨头星巴克形成了压

力。从最初迟迟不愿推出外卖服务，到现在创新支持“沿街

取”，在更大范围内争取消费者已成为该品牌主动探索的方

向。就高德地图来说，“沿街取”则是其“顺路服务”这一模式

的拓展。在此之前，高德地图已推出“顺路买个花”“顺路加个

油”等服务。

“沿街取”看起来简单，但对高德地图来说，考验的是其精

确路线规划和处理实时交通路况等核心能力；对星巴克而言

则要进一步优化门店流程，确保用户真的能轻松地“沿街取”，

是这一模式长期运营的关键。

中国首座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将投用
事件：3 月 26 日，中国首座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观

澜号”，在广东珠海福陆码头启航前往海南文昌海域。“海油观

澜号”装机容量 7.25 兆瓦，由浮式基础和风机组成，整体高度

超 200 米，吃水总重 11000 吨，将安装于距海南文昌 136 公里

的海上油田海域。

点评：我国是海上风电大国，但此前，我国海上风电项目大

都以近浅海海域为主。如今，近海风电资源开发利用已趋近饱

和。推动风电挺进深远海，对中国加快构建清洁低碳能源体

系，形成全球竞争力的风电产业链和供应链具有积极意义。

深远海风电开发面临自然条件复杂恶劣，风能资源准确

评估难度大的问题，我国漂浮式风电商业化运营也刚起步。

“海油观澜号”即将投产，标志着中国深远海风电关键技术取

得重大进展，海上油气开发迈出进军“绿电时代”的关键一步。

根据相关规划，我国海上风能新增装机将以深远海为主，

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内，该领域需在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技术

开发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从而有效助推能源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罗筱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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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旭

盘锦大米、碱地柿子、蟹黄酱、稻米油、海

鸭蛋……辽宁盘锦客运站内“辽品汇”店铺中

的几十种特产吸引了大量的旅客。这家特产

门市店实为辽宁盘锦客运公交集团发展的新

经营业态，因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吸引了不少

购买者。“辽品汇”项目经理唐鑫介绍，去年该

业态的销售额近 600万元。

近年来，随着公共交通建设逐步完善，

快捷、准点的高铁列车以及点对点式的网约

车挤压着公路客运企业的营业规模，行业整

体下滑趋势明显。多个城市的汽车客运站

甚至传出了停运的消息。数据显示，全国公

路客运量在 2012 年达到顶峰 355.7 亿人次，

之后就开始一路下滑。

在这种情况下，快速推动业务转型已

成为传统公路客运企业的“逆袭”求生之道。

记者了解到，这家 31年的老企业在几年

前即完成“改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拓展经

营模式，发展特产门市店、汽车修配厂、旅行

社等经营业态，逐步形成“以主带副，以副养

主”的经营结构。盘锦客运公交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厚林告诉记者，目前，多种经营

业态的收益已经能够反哺客运主业的亏损。

多重冲击下主业艰难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受疫情影响，汽车

客运站客源、营收出现断崖式下降，这让本

就运营艰难的公路客运行业雪上加霜。相

关数据显示，2022 年，盘锦客运站停运将近

3 个月，客运班线由原来的 46 条缩减至 38

条，日发班次由 120 个缩至 50 余个。即便如

此，客运巴士的日常实载率仍然不高。

“快捷舒适比拼不过高铁，点对点服务

比拼不过网约车，客运企业单靠主业维持生

产运营已是十分困难。”李厚林说，然而，由

于公路客运行业仍具有社会公益服务性质，

相关出行需求仍然大量存在，尤其是很多老

年人仍保留着坐客车的出行习惯。

2017 年 11 月，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

境,该企业开始谋求转型。客运站由全民所

有制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更名为盘

锦市客运站有限责任公司。随后，企业职工

代表大会通过了“定员定岗”“能者上、庸者

下”等多项人事改革方案，明确了“以主带

副，以副养主”的经营方向。

44 岁的李松鹤在客运站工作 26 年，曾

从事安保、稽查、收费等工作，如今竞聘到集

团下属盘锦德晟物流有限公司担任经理。

“虽然忙点、累点，可收入翻了一倍多，工作

更有劲头。”李松鹤说。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客运站职工像李松

鹤一样成了企业转型过程中“不等不靠”的

受益者。

经营副业寻找出路

近年来，盘锦对现有客运企业的线路、

车辆进行整合、改造，全力推进城乡客运公

交一体化、交通公共服务均等化。

该客运站则依托过 100 多条公交线路，

连通了盘锦当地 301 个村庄驿站，不仅带动

了“人流”，还盘活了“物流”，让近百种优质

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出去。

好吃不腻的海鸭蛋、色香浓郁的笨榨豆

油、黄金甜酸比的碱地柿子……除了线下销

售，公司还上线了“辽品汇优选商城”小程

序，截至目前，已销售盘锦特色农产品 100

余吨。

“一位乘客李阿姨的儿子在沈阳上班，

经常想念母亲做的砂锅煲，客运巴士当日配

送到时还温热着。”李松鹤说，盘锦生鲜物产

丰富，客运站随之做起了配送业务，“以人带

物”业务需求一直居高不下。

记者了解到，6 年来，该企业依靠多元

化 经 营 带 来 的 营 收 已 经 能 够 弥 补 主 业 的

亏损，维持正常运营。

另外，面对不断下滑的客流，客运站主

业并未停止自救之路。2022 年以来，客运站

两条新的定制线路客流稳定且有所增加，一

条是连通盘锦北火车站和盘锦火车站的 81

路公交，一条是连通盘锦市高铁站到沈阳桃

仙机场的接驳巴士。

接驳站工作人员宋娇介绍，定制线路能

够节省车程达半个小时以上，还让以往“拼

车”的旅客最多节省车费 75 元。目前，32 座

的接驳巴士实载率在 70%以上。

打造综合交通产业“生态圈”

“‘以副养主’只是阶段性经营结构，未

来还要打造综合交通产业生态圈。”李厚林

认为，目前全国客运站的数量虽在减少，但

因公路客运出行需求仍然存在，客运站数

量最终会趋于稳定。在他看来，城市内仍

会保留部分客运站，与高铁、地铁、机场等

站点形成交通枢纽，共同承担老百姓的出

行需求。

2020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道路旅客

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明确提到,国家鼓

励开展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并制定了一系列

的服务要求，让定制客运可以合法开展、有

法可依。

李松鹤表示，集团正在策划打造特色

定制班车，根据旅客的具体出行需求，搭建

医疗线路、旅游线路、购物线路等，并计划

提供“家门到目的地”的高品质出行服务。

未来，以客运、物流、旅游为主导产业，汽车

服务、电子商务、有形化市场等多元业务发

展的“综合交通产业生态圈”将会形成，这

也是集团未来发展的目标。

“基于这个目标，城市间的客运企业还

应加强合作。”李松鹤认为，要打破公路客运

区域性多小散弱、各自为营的局面，实现多

区域市场资源的有效整合，应围绕 100~150

公里以内的中短途线路精准发力。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尤其是旅

游业的逐渐复苏，李松鹤相信，接下来，他

的工作会更忙，日子也更有奔头。

这里的汽车客运是如何“逆袭”的
受疫情影响，汽车客运站客源、营收出现断崖式下降。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辽宁盘锦客运站主动谋求转型，通过“定员定岗”“能者上、庸者下”等多项人事改革方

案，明确了“以主带副，以副养主”的经营方向。

我国小型堆示范工程项目顺利推进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 通讯员程燕）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中

核集团海南昌江途模块式小型堆科技示范工程（玲龙一号）取

得重要进展，目前，反应堆厂房内部结构提前完成，安装施工

进入高峰期。

据悉，该示范项目于 2021 年 7 月正式开工建设，预计

2026 年投产。它是中核集团通过十余年自主研发并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多功能模块式小型压水堆堆型，具有小型化、模

块化、一体化、非能动的特点，可以作为清洁的分布式能源，供

电的同时可满足海水淡化、区域供暖/冷、工业供热等多种用

途，更因其一次性投资少、建设周期短、选址灵活等优势，受到

国内多地欢迎。

据了解，小型堆技术是国际竞争的焦点之一，美国、俄罗

斯、日本、韩国、英国等相继加入研发行列。我国的“玲龙一

号”成为全球首个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审查的小型堆技

术，这对我国核电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玲龙一号”发电功率 12.5 万千瓦，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

10亿千瓦时，可满足 52.6万户家庭生活所需。

又一新职业有了水平考试
本报讯（记者车辉）近日，企业合规师职业能力（水平）考

试顺利开考。据了解，本次考试报名人数创新高，报考初级、中

级、高级企业合规师的考生共 1.8万余人。考试采用线下机考

形式举行，在全国各省会城市、直辖市 39 个考区共设置考场

403个，考试成绩将于 4月中旬在企业合规师考试网公布。

2021 年，企业合规师作为新职业被人社部纳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为积极推动企业合规管理人才专业

化、规范化、职业化发展，中国企业评价协会根据《国家职业技

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制定首个《企业合规师职业技能评价标

准》团体标准，并依据标准开展企业合规师职业能力（水平）考

试工作。中国企业评价协会还联合法治日报社共同组织主办

了“2022 年首届企业合规知识大赛”，大赛闭幕式将于今年 4
月 22日在京举行。

客源大幅减少，行业整体下滑趋势明显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通讯员 张蔷 陈雅男

3 月 17 日，走进江苏南通大生集团的智

慧纺纱工厂，AGV 无人驾驶物流小车有序行

驶，一排排纺织机器正自主高效地飞速运

转，偌大的车间里工人寥寥无几，像极了一

个机器王国，灯光熄灭后，“黑灯工厂”名副

其实。最近，这家全国首个智慧纺纱工厂实

现了全面达产。

近年来，大生集团生产经营快速发展，企

业陆续引进清梳联、精梳机、络筒机等先进设

备，力求赋予传统产业新的工艺模式，推动纺

纱工艺实现质的提升。

千人纱，万人布。从传统的“万人工厂”

到如今的“智慧工厂”，大生集团每一步转型

背后，电力的服务水平也在不断升级。

万 锋 是 大 生 集 团 的 电 气 负 责 人 ，从

2002 年入职至今，他对用电变化的感受最

为深切。万锋清晰记得，此前由于外部工

程 车 施 工 挖 断 了 电 源 侧 电 缆 导 致 全 厂 停

电，为了不耽误企业生产，当地供电公司迅

速出动抢修人员，1 个小时就排除故障恢复

了供电。

作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行业

一直是用工大户，清花、梳棉、并条、粗纱、细

纱、络筒、打包……每道工序都需要大量人力

支撑，可随着原料和用工成本不断飙升，曾在

高速发展道路上“一骑绝尘”的大生集团，在

2014年也迎来了转型升级的岔路口。

“当时我们的纺织产品比较单一，附加

值不高，加上使用的设备都特别老旧，要在

市场上提高竞争力，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

路，就是‘机器换人’。”回忆当时的情形，万

锋感慨万千。

所谓的“机器换人”，就是打造一个数字

化纺纱车间，用更先进的生产设备代替传统

的人工纺织技术。可接下来如何压降每年的

用能成本，就成了摆在老万面前的现实问题，

为此在新生产线启动前，他将政企客户经理

一班班长杨溢请到了现场。

“不如利用闲置的车间屋顶安装分布式

光伏，不但清洁环保，更能省下不少电费开

支。”看着厂房空旷的屋顶，杨溢的一番话，让

老万吃下了定心丸。

在当地供电部门的建议下，2015 年，大

生集团利用数字车间闲置的 1.67万平方米屋

顶敷设光伏组件，建成了一座 1.5兆瓦分布式

光伏电站，同年 10 月 24 日，全国首个数字化

纺纱车间在大生顺利投产。

2021 年 4 月 21 日，大生集团厂区完成了

全电改造，整个数字化车间内采用全流程智

能化纺纱成套装备，9台电动叉车和 8台电动

运输机器人，代替传统的燃油叉车和人工搬

运，没有了燃煤、燃油的污染，“煤灰纱”也从

车间彻底消失，产品的良品率大大提高，每万

锭用工一下子降到了 15人，生产效率提升了

15%。

走在精益化、数字化新赛道上的大生集

团，在绿色清洁能源的加持下，完成了从劳动

密集到技术密集的华丽转身。

2022 年底，大生集团投产建成了“十四

五”期间全国首个智慧纺纱工厂，厂房内采用

全流程智能化纺纱成套装备，机器上的传感

器实时采集生产信息，实现了自动传输包装、

智能仓储管理等功能，万锭用工数则进一步

降至 10人以下，单位人力资源的成本仅为传

统车间的一半左右，生产效率提高 20%以上，

产品不良率降低 15%以上。

指挥整个智能化车间高效运转的“大

脑”，是智慧纺纱管理云平台，而支撑平台运

转的关键模块之一，则是一整套精细的电力

数据服务：用户生产负荷数据分析、单位

GDP 的能耗水平、光伏发电的出力情况……

一个个电力数据产品服务通过能源大数据中

心，帮助企业全景解析自身生产负荷特性，寻

找生产线调配的最优解，为企业降本增效注

入电力“智慧”，实现了产品“产出即售出”的

无缝连接。

从亮起厂区第一盏灯到步入“黑灯”时

代，从“制造”到“智造”，一个个像大生集团这

样的实体企业，正驶向拥有无限可能的星辰

大海。

光伏+全电改造成就绿色工厂

3月24日，重庆万盛福耀玻璃厂的车间内，工业机器人操作员正在查看机器人的运行状
况，确保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近年来，重庆万盛经开区大力实施制造业倍增计划，充分发挥行业龙头辐射带动作用，
围绕产业链关键领域、薄弱环节，让科技创新与企业创新同频共振，加快形成集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布局，成功建成新能源储能、智能网联汽车、循环经济三大特色
产业园区，全面提高园区承接能力。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让科技创新
与企业创新同频共振

顺丰建成10万个乡村服务合作站
本报讯（记者赵黎浩）3 月 26 日，顺丰成

立 30周年。记者从顺丰了解到，顺丰已经建

成 10万个乡村服务合作站点，为乡镇提供了

超过 5 亿次互寄服务，运输了超 4000 种农产

品直达消费者餐桌。

近年来，顺丰无人机、无人车等多项智慧

应用也走在了行业的前列，让外界更为直观感

受到了科技力量对物流产业的提质增效。在

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顺丰供应链为企业提

供端到端的供应链服务，从原料采购、生产、仓

储、运输、进口清关到“最后一公里”配送。

顺丰拥有全货机与航空枢纽共同构筑的

航空网络；完善的陆运资源以及全国仓储资

源布局等地网体系，同时，顺丰科技的大数据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智慧信息网，帮助顺丰完

成综合性物流服务网络的科技底盘，持续巩

固和扩大行业领先优势。

全球最长陆上风电叶片在湖南下线
本报讯（记者王鑫 方大丰）3 月 22 日，三

一重能 104米陆上风电叶片在伟人故里湖南

韶山下线，刷新全球最长陆上风电叶片纪

录，这也标志着中国陆上风电叶片正式进入

“100米+”时代。据介绍，叶片是风电机组最

重要的大部件之一。本次下线的 SY1040A
叶片长 104 米，采用优异的叶片外形及结构

设计，发电性能稳定、结构安全可靠；模块化

设计，高性能材料应用及精细化设计、轻量化

达到行业一流水平。

近年来，通过技术攻关，中国风电行业迎

来快速发展新时期，大兆瓦、长叶片不断迎来

技术突破。目前，三一重能韶山风电叶片“超

级工厂”拥有模具 11 套，规划年产风电叶片

3000 支，产品交付可覆盖湖南、湖北、云南等

省份区域的风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