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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嗡嗡嗡……返航点已刷新，准
备起飞！”襄渝铁路长沙坝隧道口，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
康工务段旬阳桥隧车间桥隧工刘
涛熟练操纵着无人机。镜头掠过
陡峭山崖，铁路沿线防洪设施、地
质地貌被精准捕捉存档。

地处秦巴山区的安康工务段，
肩负襄渝、西康两条干线养护重
任。这里点多线长、山大沟深，防洪
形势严峻。该段秉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以防为主、防抗救结
合，人防、物防、技防多管齐下，狠抓
隐患整治、强化科技运用、突出路地
联防，全力保障汛期铁路大动脉安
全畅通。

科技赋能，精准排查隐患

“过去检查隧道口、高陡仰坡，
得冒险攀爬，费时费力死角多。”刘
涛说，“现在‘VR全景建模’结合‘奥
维互动地图’，效率高、识别准。”

近年来，该段大力推进科技防
洪。无人机航拍覆盖险峻山头，VR
全景图构建立体实景档案，奥维地
图精准建档、水印相机定位，织就

“空天地”全方位探测网。坚持“一
座山头一档案”“一座设备一张表”，
逐处排查建档、综合研判，确定重点
防洪地点358处。

“天眼”翱翔天际，“地网”亦在
密织。该段“防洪信息化系统”集雨
量监测、点位定位、预警响应、应急
联动于一体，清晰显示雨量站、防
洪重点、抢险资源分布。“雨量达临
界值，平台自动触发红橙黄蓝四级

预警，信息直达责任人。”防洪办负责人周昺介绍。
该段创新推出“防洪地点二维码巡检”。检查人员现场

扫码，后台自动记录分析。同时，在 103处二级重点部位安
装高清监控，对滑坡、泥石流、崩塌落石点实施 24小时盯控，
再添安全屏障。

分级管控，强化网格管理

该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大屏上，清晰呈现防洪责任网格分
布图。该段依据设备状态和隐患，将汛前661处网格优化加密
至736个，为每个网格量身定制“一格一案”，明确检查、监护等
措施及责任人。

防洪办紧密跟踪卫星云图，精准分析降雨趋势，提前布控
人员。降雨中，严格执行“手拉手”巡查，确保雨不停、人不撤，
严防死守关键部位。

针对网格员队伍特点，该段采取车间交叉抽查、防洪办重
点复查、干部现场教学等方式，严格检查培训，确保“人人懂标
准、个个能达标”。

制度保障同步夯实。该段指导各车间科学划定巡查路
线，用警示绳明确检查边界，标识进出网位置及重点病害。
对路径不畅网格点铺设步行板、硬化检查道，保障应急畅
通。精心制作“防洪巡守提示卡”，注明紧急电话、巡回路线
图，规范作业流程。

截至 7月 20日，该段累计组织防洪隐患排查 3889人次，
完成管内 638座隧道、842座桥梁、901座涵洞、1286座山体的
全面摸排。

路地联动，织牢安全网

“巴山桥隧车间，K420+621处洪水漫过道床，请速处理！”
襄渝线防洪演练中，村民覃建容通过铁道旁应急电话牌迅速联
系调度值班室，模拟抢险迅即展开。

路地协同是关键。该段与铁路沿线 9家单位签订联合抢
险协议，储备应急人员 1950名、大型机械 45台，确保突发事件
快速集结、高效处置。与地方气象部门紧密联系，精准获取信
息支撑决策。

该段还主动对接管内市县水利、气象、防汛抗旱和自然资
源部门，建立常态化联络会商机制，共同研判风险；签订水库泄
洪协议，掌握泄洪计划；建立应急处置联动群，联合演练；共享
气象云图、雷达图等数据，凝聚共保安全合力。

铁路沿线村民是发现隐患的“第一哨兵”。该段与沿线乡
镇、村组、建设单位建立沟通机制，发放手册、张贴海报，公布
报险电话及奖励标准。持续加强周边环境检查和整治，制止
非法挖砂取土、改移河道等行为，从源头阻断风险。通过广泛
宣传动员，路内路外携手，构筑起守护山区铁路汛期安全的

“铜墙铁壁”。

西安企业着力破解量产“考题”
刘骁华 张语歆

在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实验大厅里，特高
压设备正经历着“炼狱级”的终极考验。

这里是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的
超高压试验中心。眼前的主角——即将肩
负电网 80万伏输电重任的换流阀模块，此
刻承受的并非日常运行压力，而是国家强制
规定的“型式试验”。这不是模拟工作，而是
主动制造远超极限的“灾难场景”，用远超设
计的极端电压和电流，拷问设备的每一处极
限。而能独立完成这套“国标大考”的企业，
全国屈指可数。

企业主导
为何“终极考场”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首批重点
培育的中试平台名单，全国共计 240余家入
选，其中陕西有 8家入选。值得注意的是，
这8家中试平台的承担单位有6家皆为企业
主导，这正折射出企业中试平台的活力。

“我们的平台和高校相比，具有用户需
求导向以及工程落地性强的特点。”西电电
力系统实验质检处处长王家琦介绍，公司建
设的高电压大容量电力电子装置中试平台
通过CNAS认证（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
员会），覆盖晶闸管/柔性直流输电换流阀全
项目。

在西安爱生无人机中试场地内，分布着
超过 36万平方米的特种起降场地，部署了
体系化的中试条件和先进的载荷搭载平台，
能够支撑不同型号无人机的飞行性能试验、
极限测试和应用验证，多类型光电/雷达等
关键任务载荷的验证，前沿无人机集群协同
应用飞行试验，以及多种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验证试验。

这个“空中实验室”年均保障的试飞架
次超过 1200次，服务对象覆盖了兵器工业、
航空工业、航天科技、中国电科等顶尖军工
集团以及中电科芜湖、山河华宇等百余家行
业兄弟单位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包括
单机指标摸底、极限环境测试、可靠性试验，
全系统集成验证及多机协同、空地协同应用
在内的关键中试服务。

“企业能将市场需求注入中试，也能调
动全产业链资源，将中试数据无缝导入生产
线。”西安爱生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发展部门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

平台“上新”
新兴产业领跑科研屡创佳绩

2024年初，工信部印发《制造业中试创
新发展实施意见》，并于去年下半年发布加
快布局建设制造业中试平台的通知，计划培
育建设一批省部级制造业中试平台，推动传
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技术成果工程
化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在陕西入选的 8家中试平台名单中，新

兴产业的身影令人瞩目：稀有金属新材料
中试平台、创新中药绿色智能中试平台、无
人机系统试验测试平台、光子集成产业中
试平台……

创新中药绿色智能中试平台由陕西现
代创新中药研究院有限公司申报，该公司
是步长制药旗下的子公司。近年来，其依
托步长制药体系内十多家制药生产基地，
开展了一系列绿色节能与智能制造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中药资源产业化过程循环利
用模式与适宜技术体系创建及其推广应
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些
先进技术的推广与运用，有效推动了中药
行业技术的进步。

产业“上新”之外，各平台的科研方向亦
不断“上新”。

在电力电子装置领域，西电电力系统也
瞄准了储能、制氢电源等新型电力系统技术
作为平台的未来研究方向；爱生则瞄准了无
人机智能自主评估技术，其核心目标聚焦于
大力提升无人机的自主性、智能化水平以及
作战能力……

西安发力
首批名录覆盖20领域

7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工信部已将 2400余家中
试平台纳入储备库，力争在今年底培育 5个
以上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

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调研显示，未

进行中试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仅为
30%，而开展中试的科技成果产业化成功率
可以高达80%。在业内专家看来，中试既不
是纯科研的“放大版”，也不是简单的量产预
演，而是把处在试制阶段的样品转化到生产
过程的过渡性试验，是畅通技术创新到市场
应用的“中间站”。

产业中试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产业技
术创新，也决定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
合。聚焦政策、标准、平台等方面，工信部出
台了《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发布
《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指引》《制造业中试平
台重点方向建设要点》，带动 20余个省市出
台了 40余项专项政策，初步建立了部省联
动的工作体系。

近期，西安印发工业领域中试平台名
录（第一批）及其对外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清
单。本次公布的中试平台涵盖雷电防护、
热处理、临床诊断等 20个工业领域，将为
西安市工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有
力支撑。

“有中试需求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中试平台的专业服务
能力，积极开展小试中试工作，加速科技
成果的熟化与转化，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试
平台的支持力度，持续完善工程开发、技
术熟化、工艺创新、样品试制、试验检测等
中试服务功能。”西安市工信局相关工作
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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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中试平台创新转化“黄金桥梁” 今年以来，陕西省煤层气公司在生产
经营中用“赚钱”思维“花钱”，坚持“花钱必
问效，无效必问责”，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
项目管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把资金从“成
本项”变为“增值项”，用精准投资打开效益
增长新空间。上半年，该公司营业收入和利
润逆势增长，顺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钱花在技术创新上，换回的是真金白银

技术和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今
年以来，陕西省煤层气公司新引进ZJ50DB/
3150交流变频电驱动钻机、26000型煤矿用
全液压履带式定向钻机等新装备，花费累计
超过千万元，为外部市场拓展提供有力支
撑。上半年，该公司承揽陕煤集团外部37个
工程项目，外部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例
达34.24%，同比增加1.66亿元。

该公司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速
科研成果转化落地，上半年获得授权实用
新型专利 5项，登记软件著作权 3项。主导
完成的“陕北风沙滩地采煤沉陷区生态修
复关键技术及应用”科研项目通过鉴定，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参与的“水力压裂技术在
长距离顶板定向钻孔疏放水的研究与应
用”科研项目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参与的

“动水砂化区斜井溃涌灾变机理与协同控
制关键技术”科研项目获得陕西省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这种将“科技红利”反哺
投资的良性循环，正是该公司实现投入—
创新—收益螺旋上升的秘诀所在。

钱花在人才建设上，激活的是发展动力

人才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
活水”。陕西省煤层气公司近年来实施的

“经营目标对赌”“超额利润分享”“全员差
异化薪酬分配”机制，实现多劳多得、技高
者多得、贡献者多得、奋进者多得，干部职
工干事创业劲头足，奋勇争先的氛围浓厚。

今年以来，该公司积极组织 2025年度
国家注册类执业资格考试培训，以“考证补
贴+岗位津贴”双重激励鼓励全体员工积极
考取各类证书，公司上下迅速掀起学习考
证热潮。日前，又有6名职工通过二级建造
师认证。该公司打破传统晋升通道，60名
高、中、初项目经理通过全新评定体系进入
职业成长“新赛道”，8名业务骨干经过公开
竞聘进入总部中层管理人员序列或业务部门核心岗位，完成
2025年 60名新入职员工培训……这些“舍得花钱”人才战
略，实现了“人才增值”与“效益增长”的同频共振。

钱花在绿色转型上，布局的是未来市场

绿色发展是企业长远发展的“生命线”。陕西省煤层气
公司主动担起绿色低碳发展的企业责任，持续加大对煤层
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投入，黄陵矿业二号煤矿三号风井
瓦斯发电项目通过试生产验收，发电量连创新高；韩城王峰
煤矿瓦斯梯级利用示范项目建设按节点稳步推进。该公司
还加快地热能利用的技术研发和推广，“矿区中深层大口径
钻井换热地热能开发利用与工程示范”获陕西省首届煤炭
科学技术三等奖，玉华煤矿地热工程入选陕西地热开发利
用示范工程。今年省内 20口地热井和省外 7口地热井相继
开工，在地热能开发利用市场布局取得新进展。

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方面，该公司积
极服务绿色矿山建设，搭建了陕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大
数据平台、陕西煤业矿山生态修复时空大数据平台、矿山地
质环境动态监测预警系统，与陕煤集团内外多家煤矿协同
开展矿山生态治理，让矿山披绿装，生态展新颜。

本报讯（通讯员 张辉 张晓妮）近日，中交第一公路勘察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三交通设计院承担勘察设计任务的2
条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国省道干线公路，顺利通过内蒙古
自治区交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的交工验收，正式建成通车。

两条公路均为呼和浩特市重点建设项目，历经三年建设
周期。其中，S311线武川至杨树坝段公路于 2025年 6月 10
日完成交工验收，主线全长 78.802公里，连接线全长 20.228
公里，均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S29呼和浩特至凉
城高速公路于 7月 11日完成交工验收，路线全长 28.744公
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100公里/
小时。项目建成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内蒙古自治区路网结
构，有效联通边远乡镇，破解了地方交通瓶颈，为推进“呼包
鄂乌”区域一体化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为落实呼和浩特市

“强首府”战略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交通支撑。

中 交 一 公 院 负 责 设 计 的
两条内蒙古干线公路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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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工用钳子翻转锻件锻工用钳子翻转锻件。。

装配工正精准定位零件位置装配工正精准定位零件位置。。

酷暑时节，法士特集团生产一线战高温、保
生产的场景令人动容。

热浪袭人，生产热情不减。装配线上，操作
工紧握铆枪，在“突突”声中精准组装零件；锻锤
前，锻工熟练翻转着红彤彤的锻件，火花四溅；铸
造车间，化铁工直面 1600℃的炽热铁水，精心清
理钢包。

专注的身影勾勒出劳动者最朴实的伟岸。
汗水密布额头，汇聚成珠，滑落脸颊、脖颈，他们
却无暇擦拭。浅蓝色工装被汗水浸透，腋下、后
背洇出大片深蓝；锻件映红脸庞，汗水蒸发更添
油亮，黑色工服背上凝结出圈圈白渍；铁水红光
刺眼，热浪与暑气交织，包裹着全副武装的身躯，
考验着意志。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朴实的行动。法士特集
团一线工人以汗水诠释责任，用坚守对抗“烤”验，
在高温下铸就了“撼山易，撼法士特人难”的坚韧
群像。 通讯员 李苗苗 王延林 摄影报道

不惧“烤”验 “蒸”战一线

“装上光伏板，每年能收取租金、省下
取暖钱，屋顶还多了个防水的‘遮阳棚’，一
举多得！”渭南市临渭区故市镇桥马村村民
王丙森指着自家屋顶的深蓝色光伏板，笑
容满面。他眼前的景象，正是陕西华电临
渭区 3兆瓦乡村振兴融合分布式光伏示范
项目。成片的光伏板在阳光下闪耀，与田
园风光相映成趣，悄然绘就一幅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的新农村画卷。

作为华电陕西公司“华电绿秦”行动的
示范项目，该项目巧妙融合绿色能源、关中
地区治污减霾与乡村振兴战略，利用村民
屋顶及公用设施架设光伏组件，并同步为
农户免费安装空气能热泵供暖系统，解决

“用电”与“取暖”两大民生问题，为关中地
区清洁能源替代和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了

“华电方案”。

“光伏+取暖”：晒着太阳过暖冬

王丙森家的取暖方式经历了“煤炭—
空调—光伏”的三次变迁。“农村房子宽敞
是好事，但冬天取暖是个大难题。”他介绍，
自家200平方米的房子，春节儿女回家团聚
时，几台空调齐开也难驱寒意，高昂的电费

更让人心疼。
尽管临渭区推广“煤改电”后安装了空

调，清洁是清洁了，但成本居高不下。“客厅
卧室空调全开，一天电费几十元。”王丙森坦
言，“空调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少用。”

为减轻负担，从2017年开始，临渭区根
据国家安排，给参与“煤改电”的村民补贴
购置费和运行费。故市镇镇长冯文静说：

“补贴不是长久之计，亟需更经济、清洁、高
效的取暖方式。”

2024年 5月，华电陕西公司送来了解
决方案。“我们在农户屋顶及庭院安装光伏板
发电，并赠送每户一套价值2.8万元的空气能
热泵供暖系统，同时每年提供1500度电（约
750元）的补贴。”项目负责人石建平介绍。

去年 11月，王丙森家装上了 170块光
伏板和空气能热泵供暖系统。这个冬天，
取暖不再是负担。“这笔账太划算了。”他算
道，“170 块板年租金 5100 元，加电补 750
元，共 5850元。热泵取暖一天约 25元，按
三个月算才 2250元。而且还能分房间控
制，既方便又省钱，关键是干净。”

村民王宏同样受益：“家里人多时一天
取暖费最多30元，比过去用空调、电地暖省

了三分之一。”他安装的 96块光伏板，每年
也能带来2880元租金收入。

“光伏+绿色”：守护蓝天增效益

该项目充分利用农户和集体屋顶等附
属设施建设光伏电站，总占地面积约1万平
方米，安装容量1.72兆瓦，采用2921块高效
590Wp单晶硅双面组件，配备6台250千瓦
组串式逆变器。所发电能通过10千伏线路
并入电网。

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 200万度，
可替代标煤约 600 吨，减排二氧化碳近
1500吨（相当于造林约 80公顷），减少硫氧
化物排放约 5.14吨、氮氧化物排放约 4.47
吨，显著削减了散煤燃烧污染。

建设过程中，项目部全体人员发扬“三
千精神”，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
劲头，科学统筹、昼夜奋战。通过优化施工
组织、强化过程管控，严把安全质量关，确
保了项目安全、质量、进度全面达标。

针对部分村民对光伏辐射的疑虑，项
目部创新工作方法，邀请权威专家进村科
普，用数据和案例消除误解，为项目顺利推
进扫清障碍。

“光伏+振兴”：共绘乡村新画卷

“项目初期，我们签约了 14户试点农
户。新事物接受需要过程，但看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后，会有更多村民加入。”石建平
表示，“这个项目是国家支持新能源发展的
缩影，我们希望通过光伏产业推动乡村经
济可持续发展。”

桥马村村支书介绍：“14户试点共安装
1076块组件，集体屋顶安装 1845块。项目
25年生命周期内，农户及集体总收益预计
近 150万元，将直接用于增收、改善村貌和
发展集体经济。”

项目并网发电后，与当地电网协同运
行，有效缓解了区域电力供需矛盾，为村民
带来真金白银的收益。在国家大力推动新
能源发展的背景下，项目充分挖掘当地丰
富的太阳能资源，将清洁能源开发融入区
域发展规划，助力临渭区实现经济健康增
长与环境质量提升的双赢。

如今，“板上发电、板下纳凉”的绿色增
收模式，正成为桥马村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生动书写“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
乡村新篇章。

——陕西华电临渭区3兆瓦乡村振兴融合分布式光伏示范项目建设纪实

绿色能源点亮乡村新生活

通讯员 石建平 夏靖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