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插上智慧之翼摸索前行——

一项水利工程创下一连串纪录的背后
本报记者 蒋菡

在广西最长的峡谷——大藤峡出口处，

集防洪、航运、发电、水资源配置、灌溉等功能

于一体的大藤峡水利枢纽拔地而起，这也是

国务院确定的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

的标志性项目。近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进

主体工程刚完工的大藤峡水利枢纽，从这项

工程创下的一连串纪录中感知建设者打造民

生工程、生态工程、智慧工程的努力。

“天下第一门”

这里有世界最高的单级船闸，最大设计

水头 40.25 米，下闸首人字闸门高 47.5 米，相

当于 16层楼的高度，宽 20.2米，堪称“天下第

一门”。

如此庞大的闸门，闭合时的精度要求控

制在 0.05毫米。起吊和焊接的变形控制难度

很大，因此采用三层预应力背拉杆，提高刚

度，减少变形，确保闸门在闭合时严丝合缝。

船闸上、下闸首人字闸门底枢直径分别

为 800 毫米和 1200 毫米。前两次锻铸中，下

闸首两个直径 1200毫米的“蘑菇头”，因心部

大面积疏松、表面开裂、探伤不合格，均以失

败告终。为此，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同时委托两家公司铸锻，最终生

产出了足额的合格产品。

大藤峡工程还装备了 8台国内最大的轴

流转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 20 万千

瓦，推力负荷 3800 吨。据了解，水轮机核心

部件由我国自主研发，机组尺寸巨大，设计、

制造、运输、安装调试难度极高。2019年 9月

5 日，首台（8 号）机组定子成功吊入机坑时，

圆度、铁损各项指标均优于国标要求，一次性

顺利通过铁损试验。

吊装转子时，要把定子、转子这两个直径

十几米的“大块头”精准对接，控制间隙误差

不超过 1 毫米。建设者们凭借过硬的技术，

最终实现 8 台机组全部一次性开机成功、一

次性运行成功、一接管即安全稳定投产。

设计“鱼性化”

值得一提的是，大藤峡工程还建成了“一

中心、双鱼道、双增殖站、五人造生境”的国内

水利工程最大的水生态保护工程体系。

大藤峡江段位于高原山地急流性鱼类向

江河平原鱼类过渡的地区，是花鳗鲡、鲥鱼等

珍稀乃至濒危鱼类赖以生存的地方，也是江

中洄游鱼类的重要通道。大藤峡公司移民部

（保育中心）副主任马海涛介绍，为最大程度

减少工程建设对流域水生态环境的影响，保

证流域内鱼类正常洄游和繁殖，大藤峡工程

在黔江主坝、南木江副坝规划建设了两条鱼

道，双鱼道总长达 9000多米。

绿草、黄花、芦苇、鹅卵石、坡弯道，清水

蜿蜒，鱼翔浅底，白鹭振翅，站在南木江副坝

仿自然生态鱼道旁，你可以想象下鱼儿的快

乐。“我们的生态鱼道设计非常‘鱼性化’。”工

作人员打趣道。2022 年这里监测到鱼种类

49 种，今年首次监测到斑鳠（国家二级水生

野生动物）。

插上智慧之翼

大藤峡工程还是全国水利行业首个正式

开工建设的数字孪生水利工程——2021 年

12 月，数字孪生大藤峡启动。“首个”意味着

没有成熟经验可循，插上智慧之翼的大藤峡

工程需要在摸索创新中前行。

“一台双赋三化四预”是数字孪生大藤峡

建设的总体目标，即建设一个数字孪生平台，

对工程建设管理与工程运营管理双向赋能，

支撑公司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开展

预报、预警、预演、预案研究与应用。防汛与

水量调度“四预”平台在 2022年西江第 4号洪

水防御中小试牛刀，实现了精准调度拦洪削

峰。“我们共拦蓄了 7 亿立方米的洪水，有效

避免了西江、北江洪峰叠加，保障了西江、北

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的防洪安全，以建设

期有限的防洪库容发挥了最大的防洪效益。”

大藤峡公司信息中心副科长刘斌告诉记者。

今年 8 月初，大藤峡工程安全生产风险

管控“六项机制”应用平台上线试运行，进一

步提高工程安全管理能力。“我们锚定 2023
年年底基本建成数字孪生大藤峡的年度目

标，持续在夯实三算、深化应用、优化提升等

方面下功夫，支撑大藤峡工程安全高效运

行。”刘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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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友婷

位于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的

余炎雄创新工作室，依托公司的研发中心、换

能器开发部及生产车间而建。走进工作室，

可见研磨机、平面磨床、切槽机、磁控溅射仪

等创新实践所需的各种设备设施。技术资

料、工模夹具、配套设施、试验条件等一应俱

全，为开展创新活动、研究创新项目提供了良

好条件。

在广东汕头，劳模和工匠创新工作室已

逐渐成为培养人才、技术成果转化的“孵化

器”。近年来，汕头创建各级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 79 个，涉及近 20 个行业产业，为

企业培养了一批技能人才和创新人才，推出

了一批创新成果。

小技改，大产出

头脑风暴、PPT演示、成果鉴定……作为

职工创新项目的实施部门，团队成员常在温

伟军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围绕技术攻

关、技术革新等活动，展开激烈讨论、碰撞。

“近年来，公司提倡小技改，大产出，为此，每

年年初，工作室成员将针对实际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技术难题，进行立项攻关，每年约有

30 个成果能参与年终创新评比。”汕头招商

局港口技术部创新总监温伟军告诉《工人日

报》记者。

创新工作室有核心成员 11人，真正参与

到创新项目中的有百余人。“公司大型设备更

新迭代快，且培训实操难度大，危险性高，维

修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温伟军举例说

道，为加强技术人员对设备电控系统的熟悉

程度，提高他们对设备电气故障的处理效率，

创新工作室团队参照港口实际的岸桥安川电

控系统，仿真设计岸桥模拟实训设备，打造了

“大型设备模拟 ECS 培训平台”。该培训平

台可完全模拟港口机械的作业，设备系统人

机交互界面简单合理，并可根据受训人员的

层次，进行不同水平内容的培训，使各级人员

都能获得能力的提高。

此外，公司还借助校企共建平台，在创新

工作室的基础上，与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共

同设立技师工作站，组建项目团队，实现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深度联动的合作模式。同

时，结合港口生产实际开展技术课题研究和

攻关，激活科技创新，解决企业、学院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探索企业和院校共同

培养人才与技能的新道路。

多年来，创新工作室多名成员获得省市

级“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省“金锚奖”、招

商局集团“高层次技能人才”、市“职工经济技

术创新能手”等荣誉称号，46 人次获得职业

等级提升。

最大程度发挥团队成员智慧

攻克一个新项目，需要长期的奋斗，也意

味着数百次实验的辛酸，数百次失败的打击。

“通宵达旦做实验并不难，真正挑战的

是面对多次失败后，还能够保持继续战斗的

决心。项目成功，绝对离不开团队，个人的

力量始终是有限的。”汕头超声电子显示器

事业部工艺高级工程师黄贵松强调，在研发

创新过程中，工作室遇到了设计、工艺、品质

等难题，但仍然坚持团结协作、注重因人制

宜、集思广益，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个成员的

潜能和智慧。

自 2013 年起，他带领着劳模创新工作室

成员，承担起了公司触控显示技术及其产品

的研制与产业化技术工作。同时，紧贴公司

经营活动中的重点和难点，从提升公司触控

技术及其产品制造水平出发，以项目为主体，

有的放矢地开展相关技术创新工作，解决生

产活动中的技术难题。

“工作室由 53名各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组

成，各模块负责人提供专业指导。也就是说，

这些技术人才背后，有许多个小团队支撑他

们开展具体工作，就相当于跨部门合作进行

技术攻关。”作为团队负责人，黄贵松做好传

帮带，主动承担培训技师、熟练技工、班组长

操作技能的工作，为公司培养了一支支技能

强、素养高的生产团队。

“无论是团队成员，还是生产线上的员

工，我都要求他们明白操作原理。只有真正

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才能最大可能减少差

错。”黄贵松介绍，自成立以来，工作室注重人

才培养，定期组织开展专题培训、技术交流工

作，并通过开展年度贡献奖、优秀提案等活

动，进一步激励员工追求更大进步。据统计，

共有 11 名成员职称获得晋升，其中 4 名成员

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目前，该工作室已完成了“LCD 自动玻

璃倒边技术研发”“高路数 ASTN 车载宽温补

偿显示器件的开发”等 8项目的研发工作，正

开展“Mini-LED 背光源技术研究”等 4 个项

目的研发工作，累计创造销售收入 6.5亿元。

工作室成为技术人员成才基地

“劳模是工作室的领头人，一个人优秀不

算优秀，大家优秀才是真正的优秀。”汕头市

总工会经济工作部二级主任科员林耀宏介

绍，近年来，汕头劳模创新工作室团队人数达

1411 人，具有双重职称、高级技师、技师、高

级工及其他人才共 684人。

作为技术人员火花碰撞、实现科研攻

关的平台，大部分工作室每年制定年度科研

项目开发计划，将科研项目分配给工作室的

年轻骨干，组成科研项目组。同时，由企业

劳模和资深技术专家作为项目负责人的技

术后盾，对每一个开发阶段进行评审和把

关，发扬工作室团队作用，确保科研项目开

发成功。

在各企业，许多创新项目正是在劳模创

新工作室孵化完成。据统计，汕头市创新工

作室创新成果 320 项，成果转换 160 项，多项

产品获得“国家级新产品”和“具有国际水平

的模具”的殊荣。到目前为止，汕头劳模和工

匠创新工作室培养出能独立上岗设计的技术

人员达到 1239人，其中 46位已成为企业核心

技术设计骨干力量。

此外，通过带领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

工作室紧贴企业生产难点，开展群众性技术

攻关、技术革新和技术发明活动，有效地解决

了企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为充分发挥劳模

在企业创新中的示范引领和帮、扶、带、教作

用，将个人的先进经验转化为群体的技能优

势，工作室把在技术、生产中遇到和解决的疑

难问题进行总结，形成设计、工艺、质量等技

术标准，从而带动了工作室技术人员整体业

务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正是工作室

所具有的培育机制，让它成为技术人员成才

示范、研发培训的重要基地。

在广东汕头，劳模和工匠创新工作室已成为培养人才、技术成果转化的“孵化器”——

在这里，更多工人由“工”变“匠”

创新在一线G

阅 读 提 示
“劳模是工作室的领头人，一个人优秀不算优秀，大家优秀才是真正的优秀。”在广东

汕头，劳模和工匠创新工作室已逐渐成为培养人才、技术成果转化的“孵化器”，许多创新

项目正是在劳模创新工作室孵化完成，与此同时还培养出数千名独立上岗设计的技术人

员，其中不少人已成为企业核心技术设计骨干力量。

铁路空调发电车启动马达，用于柴油机压缩点火，相当于空调发电车的“心脏起搏器”。以
往发生故障后，大多返厂维修，成本高，周期长，影响检修效率。

三棵树铁路机务段检修车间首席技师安政民团队设计加工出6种专用拆分工具，实现对故
障马达的成功破拆维修，并开发出启动马达试验装置，实现启动马达修复实时监控和修后查验
检测。预计至年底，可完成90部空调发电车启动马达自主修，可节支1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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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蒙西基地库布其

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采用智能节水灌溉技术，板上

发电，板下规模化种植西红柿，长势喜人。库布其沙漠新

能源基地，400 亩苜蓿混播燕麦试种成功。在这个新能

源基地，光伏板和绿植正一起不断向沙漠深处延伸。

观察：在黄河“几字弯”南岸，库布其沙漠绵延起伏。

近来，沙漠中有了成片的光伏发电板，在成片的光伏板和

在建的光伏管桩之下，正透出一抹抹新绿。

在荒漠中建成光伏发电厂，这对于发展绿色电力、盘

活闲置荒地，无疑是件好事。2022年 8月，位于库布其沙

漠内蒙古鄂尔多斯中北部的三峡集团新能源基地项目获

批。更让人惊喜的是，由三峡能源、亿利集团联合开发的

库布其2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占地面积约10万亩，将新

能源发电产业同沙漠生态治理、现代农牧业相结合。使得

这里出现板上产绿电、板间长绿草、板下变绿洲的景观。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重在坚持科学治沙，全面提升

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在沙漠建设光伏基地，能充

分利用光照资源发电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光伏基地能有

效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从而扩大植被覆盖度。而光伏板下

种植和板间养殖，有助于农牧民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

提高，这自然会增强其植绿的积极性。用双赢甚至多赢思

维去创新，激发多方积极性，把任务变成有吸引力的事业，

把有意义的变得有意思。如此，将在多重利好中，使沙漠

绿色不断延伸，财富之泉在沙漠戈壁得以不断流淌。

案例：“去年，比亚迪单车利润 8854元，今年上半年，

补贴取消但销量同比增长 94.25%的比亚迪单车利润为

8362元，这说明实现规模效应依然是降低成本的有效途

径。”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长明表示。

观察：统计显示，今年前 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同

比增长 39.2%，汽车整车出口同比增长 61.9%。今年以

来，汽车产销同比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进入规模化发展

阶段，汽车整车出口大幅增长，汽车市场成为经济复苏中

的一抹亮色。但同时，业内人士也在担忧“增量增收不增

利”。今年 1至 7月，汽车制造业完成营业收入 53148.4亿

元，同比增长 11.8%；实现利润 2583.1亿元，同比增加 1%，

汽车制造业利润率为 4.9%，同比有所下降。

如何破解“增量增收不增利”？专家称，亟待通过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找到答案。事实上，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已有企业闯出一条新路。日前，蔚来汽车宣布业内第

一颗自研激光雷达主控芯片量产。该芯片在功耗降低

50%、点云处理延迟优化 30%的基础上，每颗还能节省几

百元成本。其创始人称，去年三季度以来，蔚来每季度研

发投入约 30 亿元，营收占比超过 20%，其投资策略是用

当期的投入换取远期的毛利，希望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

成本。2024款小鹏 G9，尽管调低了售价，通过技术降本、

管理降本，G9的毛利甚至还有所提升。

在规模降本方面，同样有车企走出新赛道。今年上半

年，累计销量超过20万辆的广汽埃安、接近14万辆的理想

均实现盈利，这进一步增强了车企对规模降本的信心。

尽管我国汽车出口量持续增长，但挑战亦不可小

觑。创新路上，巩固拓展稳中向好发展态势，车企尚需砥

砺前行。

光伏治沙，创出环保新路
依托创新，破解增利难题

中科院为建筑领域减排提供新思路

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料问世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获悉，该所仿生材料与界面科学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受自

然界中沙塔蠕虫构筑巢穴过程启发，利用天然基粘结剂粘结

沙粒、矿渣等各类固体颗粒，在低温常压条件下制备了力学性

能优异的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料，为在建筑领域中降低碳排

放量提供了新思路。研究成果发表在《物质》杂志上。

发展新型低碳建筑材料，尤其是基于天然原料的低碳建

筑材料，对于在建筑领域内降低碳排放量具有重要意义。近

年来，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然而目前利用各类天然

基粘结剂粘结沙粒及其他固体颗粒所形成的块材强度普遍较

低，难以满足实际建筑需求。因此设计天然基低碳建筑材料

仍具有挑战性。王树涛研究员团队运用仿生策略，设计了受

沙塔蠕虫巢穴所启发的天然基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料，实现

了对于沙粒、矿渣等各类固体颗粒的牢固粘结，并最终在低温

常压条件下形成高强度低碳建筑材料。

该天然基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料的抗压强度高达 17 兆

帕，可达到常规建筑材料要求标准。此外，该天然基仿生低碳

新型建筑材料具有优异的抗老化性能、防水性能以及独特的

可循环利用性能。因此，这一仿生低碳新型建筑材料在低碳

建筑领域具有巨大应用潜力。

激励措施鼓励职工技术攻关

这家企业近9成创新成果出自班站
本报讯（记者刘旭 通讯员黄佳伟）立项后有资金保障，上

不封顶，还可全公司招揽合作者；成果出来了有专门部门给申

报专利，向上级单位申报评奖；根据创新成果档次积分……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激励措施谁不想好好干? ”国网辽宁大连

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带电作业班“赵文武劳模创新工作室”领

衔人、全国劳模赵文武对公司给予的一项项激励措施赞不绝

口。据介绍，2020 年至今年 9 月，这家公司申报发明专利 83
项，实用新型专利 84 项，72%出自班站；获得市级及以上科技

进步、科技成果、新技术应用等 227项，89%出自班站。

大连供电公司有班站 362个，公司以班站职工为主建立了

10个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该公司将班站建设作为“一把

手”工程纳入公司发展整体布局。赵文武介绍说，因为创新成

果多，现在他已经是一线职工中收入最高者。2021年，赵文武

领衔攻关“输电线路带电智能消缺机器人”项目，公司给予研

发资金 60万元，他在全公司招募 2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

巧匠参与攻关。今年 3月投入使用，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领衔攻关“数字化技术与智能应用科技创新”项目的高级

工程师、技师、信息通信分公司信息运检班班长刘林说：“公司

对技术创新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我们也从小改小革发展到能

干大项目了，在生产一线干得更有奔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