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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4央企新势力央企新势力··亮点亮点

我在一线：央企纪行2016
本报记者对部分央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与运营重点项目采写概述（下）

采访记者：蔡钱英 采访日期：9月28日

采访地点：葛洲坝集团总部及葛洲坝中材洁新(武汉)科技有限

公司老河口分公司

采访对象：葛洲坝集团董事长聂凯、葛洲坝集团副总经理郭成

洲、洁新科技公司总经理蔡正

采写稿件：《传统产业谱新篇 环保业务占鳌头》

（见10月18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从水务开始到固废处理的环保产业链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从2013年开始即布局转型升级，在巩固原

有传统业务和优势业务发展的基础上，调整结构，着力促进新兴业务和

高端业务的发展，将环保摆在了突出位置，先后在水务、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污泥污土治理及固废垃圾处理等领域取得突破，环保业务初具规

模。2014年上半年，葛洲坝集团确定将旗下四家子公司作为进军环保产

业的主力阵容，四轮驱动，让节能环保业务增速前行。

葛洲坝集团水泥有限公司是葛洲坝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重点

支持的60家大型水泥集团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特种水泥生产基地，被

誉为“中国的大坝粮仓”。葛洲坝水泥以“做水泥行业的环保领跑者”为

愿景，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014年11月20日，葛洲坝水泥与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废研究及应

用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公司强强联合，成立了葛洲坝中材洁新（武

汉）科技有限公司，快速推进利用水泥公司现有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协

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和固体废弃物项目。

水泥窑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作为一种新的垃圾处理方式，技术日

臻完善，节能环保效果显著，可以完全消除垃圾填埋和焚烧发电等传统

垃圾处理方式造成的环境危害。

据悉，公司在制定转型环保战略规划后，以固废资源再生、污水污泥

处理、水务为突破口，2015年实现环保营收65.60亿元，占全部收入比重

7.97%，2017年规划目标提升至30%。

见证葛洲坝的绿色转身

采访记者：蔡钱英 采访日期：8月23日

采访地点：中冶管廊技术研究院、中国中冶海绵城市技术研究

院、珠海横琴

采访对象：中冶管廊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郝勇兵、中国二十冶

集团副总经理王振智等

采写稿件：《依托技术积淀 中冶集团领跑新兴产业》

（见9月23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全产业链地下管廊建设

2015年以来，中冶集团提出“做冶金建设国家队、基本建设主力军、

新兴产业领跑者，长期坚持走高技术建设之路”的战略新定位，凭借着国

内领先的专业技术和完善的业务布局优势，在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

打造新引擎、培育新动能上，进行了有益探索。

建设综合管廊是新兴产业，其市场空间发展逐步加大有待挖掘，目

前中冶集团在该领域占领约1/3的市场份额，与预期设定50%的目标尚

有差距，但以单个央企服务全产业链角度而言，体量是最大的。

在地下综合管廊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之前，中冶集团综合管廊施工长

度已累计达到119公里、单项最长里程33.4公里，被国家住建部及业内评

价为：总里程第一，单项成绩第一。

珠海横琴是国内首个成系统的区域性综合管廊系统，管廊内布置有

给水、电力（220KV电缆）、通信、冷凝水、有线电视等5种管线，并预留了

中水、垃圾真空管线的布置空间。同时，横琴综合管廊配备有计算机网

络、自控、视频监控和火灾报警四大系统，具有远程监控、智能监测（温控

及有害气体监测）、自动排水、智能通风、消防等智能化管理设施，是目前

国内集中市政管线专业最广、智能化控制最高的综合管廊系统。

针对各地政府推动综合管廊建设最为关注的建设成本的速度问题，

中冶管廊以装配式综合管廊产品来解决，其中钢制波纹管综合管廊产品

为国内首创，攻克了防渗、防腐、防火、高强度计算等技术难题，在行业中

独占鳌头。

读懂中冶的“大格局”

采访记者：赵玲玲 采访日期：8月18日

采访地点：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及子公司

采访对象：大唐南京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徐旭升等

多个子公司负责人

采写稿件：《紧紧抓住四个关键 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

（见9月6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全面覆盖燃煤发电节能环保产业链业务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内部的领先企业，在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始终将传统产业技术创新与前沿技术创新作为

驱动企业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大唐环境实现了核心技术从“国外引

进”到“自主研发”的跨越，拥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多项技术达到

了国际领先水平。

以大唐南京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在引进技术初期，便组织

研发团队对生产工艺、原材料、催化剂配方及设计、产品及检测标准等核

心技术展开国产化研究，经理论分析、实验积累及不断创新，公司不但在

主要原材料及备品备件方面全面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供应商的市

场垄断，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发展；而且根据我国煤质状况改进催化剂配

方及设计方案，制造出更适合我国国情的火电厂烟气脱硝催化剂，有效

保证催化剂使用寿命及脱硝效率。在引进技术国产化研究方面具有重

要示范作用。

此外，大唐环境通过自主研发以及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

新，目前已经拥有脱硝、脱硫、除尘、催化剂等环保产业核心技术，且多项

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目前大唐环境的技术创新已经由国外引进发展到与清华大学、中科

院等高校合作成立研发平台以及自主研发，并迅速转化科技成果，大幅

度压缩了企业技术开发周期，为企业快速实现产业发展赢得了宝贵时

机。

当环保成为企业的责任

采访记者：石岩 采访日期：9月6日

采访地点：中国石化新星公司

采访对象：中石化新星公司总经理张召平等相关负责人

采写稿件：《从中石化“雄县模式”看中国“地热”》

（见10月11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地热+”新能源推进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

中国石化已成为国内最大常规地热资源开发利用企业，“十三五”将

再造20座无烟城。

近年来，中国石化积极实践绿色低碳发展战略，把发展地热产业提

升到战略层面来规划和推进，形成了多井集输、梯级换热、综合利用、尾

水净化和采灌结合等地热资源开发应用技术体系，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

地热供暖CDM方法学，实现了地热产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中国石化地热产业已遍布全国16个省市区，地热供暖能力达

4000万平方米，占全国常规地热供暖的40%，年可替代标煤116万吨，减

排二氧化碳300万吨，成功打造了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雄县模式”。截

至目前，雄县已建成供暖能力450万平方米，成为我国第一个“无烟城”，

并以“雄县模式”为引领，已在河北省15个市（县）区发展地热供暖面积

1500万平方米。“十三五”期间，中国石化地热开发将打造“20座无烟城”，

实现新增供暖、制冷面积1亿平方米。

新星公司还积极开展利用包括江水、河水、湖水、水库水以及海水作

为热泵冷热源，通过地表水地源热泵系统直接抽取或者间接换热的方式，

开发浅层地热项目，已建成咸阳中铁二十局医院、荆州四机厂等供暖制冷

项目，从而将公司在地热方面的技术和经验推广到更多的应用领域。

未来，新星公司将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加快技术进步，创

新体制机制，发挥地热能品牌优势，积极推进“地热+太阳能、风能、余热

利用等新能源”集成高效开发，构建多元发展、清洁低碳、综合集成新能

源体系，领跑国内地热产业，争当新能源开发领军企业。

体会温暖而有能量的创新

采访记者：石岩 采访日期：9月26日

采访地点：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采访对象：泉州石化总经理张强等相关负责人

采访稿件：《中化泉州：看“第四桶油”如何“练成”》

（见10月25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打通产业链，推动高端能源装备国产化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是中国中化集团独资子公司，在炼化行业供

应过剩的大环境下，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算是一个新面孔，被称作“第四桶

油”。这个以出口为主的新进者在2014年开始试运营后，便迅猛崛起。

其背后，是用高端装备“武装”自己的强支撑和硬保障。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产业发展的瓶颈不仅在于研发，更

在于产业化应用。中化泉州石化1200万吨/年炼油项目在建设过程中，

坚持“能用国产装备绝不进口”原则，这有力地推动了高端能源装备“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国产化进程。

但在执行中却并非易事，需要满足安全环保、能耗水平、产品质量、

工艺路线等七个方面要求，达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

渣油加氢4M150新氢压缩机是中化泉州石化的关键装备，该设备国

内尚无满足要求的产品，国外也仅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公司能够生产。中

化泉州石化经过反复调研、详细论证，决定与国内石化装备龙头企业联

合攻关，立项生产国内首台4M150新氢压缩机。4M150新氢压缩机项目

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专家鉴定中被一致认为：填补了国内空

白，各项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高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0%。

中化集团发挥央企国家队作用，在与装备制造企业联合攻关中提升

了自身的工艺水平，有力地推动了高端装备国产化的进程。

石化装备的创新密码

采访记者：石岩 采访日期：8月24日

采访地点：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

采访对象：中石化镇海炼化总经理张玉明等相关负责人

采写稿件：《镇海炼化的“实干经”》

（见9月30日本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模式：创新技术，建设智能化环保产业链

炼化行业能做出新兴产业，采访前有些不信。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面对经济下滑趋势和低油价的叠加挑战，

不但没有受到大环境波及反而利润大幅度上升。2015年镇海炼化实现

利润108.11亿元，刷新了该公司于2013年创造的中国炼化企业71.3亿元

利润的纪录，今年利润有望再创新高。

面对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级的繁重任务，镇海炼化积极打造

“实力、活力、魅力”镇海炼化，建设智能化、绿色生态炼化厂。

乙烯高盐污水回用装置是镇海炼化公众开放日的“景点”之一，经过

处理的高盐污水口感清甜，公众品尝后无不称奇。乙烯高盐污水回用项

目于2014年5月投用。装置采集世界上先进的“超滤膜过滤加反渗透膜

过滤”工艺。超滤膜是一种孔径极小的滤膜，头发丝的直径约为超滤膜

孔径的3000倍，当水通过超滤膜后，水中的胶体、细菌及大部分有机物都

会被去除掉，水会变得非常清澈。反渗透膜过滤技术其孔径约为超滤膜

的1/20，仅比水分子的直径略大，盐类、杂质都比膜孔径大而无法通过。

镇海炼化还实施一系列技术创新，通过优化自清洗过滤系统，保证自清

洗过滤器稳定，优化顺控和联锁，提高工作效率。

通过先进的工艺和科学的管理，镇海炼化吨油新鲜水单耗0.289吨，

吨油外排污水0.06吨，保持国际领先，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8％以

上，基本实现炼油工业废水“零排放”目标。

因不断突破而变得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