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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轨吊车即将运行，请注意安
全！”4月 12日，一声安全提示音在能
源控股集团铁法能源公司晓南矿东一
北405工作面响起。随即，近400米井
下，晓南矿最新引进的DX120型蓄电
池单轨吊车缓缓启动，开始作业。

“巷道空间利用率高、运输能力
强、安全性高、便于维修……单轨吊
车的这些优点很快就会逐步显现。”
在晓南矿综合管控平台大屏幕前，矿
机电办高级专员张冬卉看着吊车通

过不同工作区的画面兴奋地说，今年
3 月，东一北 405 工作面首次启动井
下单轨吊车，“这是个标志性事件，意
味着晓南矿在井下延续使用 40余年
的运输小绞车全部清零，井下运输新
时代全面开启。”

晓南矿于 1971 年开建，1980 年
投产。此前，与我国大多数煤矿一
样，小绞车一直是井下主要运输工
具。小绞车不仅需要大量人工进行
操作、保养、维护，而且由于其在安全

性能、运输效率、操作工艺等方面都
有弱点，成为制约安全生产的痛点和
难点。

2020年11月，晓南矿入选国家首
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名单，以此为
契机，2022年，晓南矿引进蓄电池单轨
吊车并在北二采区投入使用。截至目
前，全矿单轨吊车运输距离累计达1.1
万余米，开创了公司乃至东北三省煤
炭行业“蓄电池单轨吊+气动单轨吊+
集装箱式料箱”智能化无缝连接运输
新模式，彻底解决了物料“一站式”运
输和掘进机械化运输难题。

“井下运输智能管理系统只是晓
南矿智能化建设的一部分。”晓南矿党
委书记梅占胜说，入选国家首批智能
化示范煤矿建设名单后，晓南矿利用
两年时间进行智能化建设，2023年2月
8日顺利通过国家智能化示范煤矿验
收，达到 II类初级智能化煤矿标准；今
年1月29日，被正式公布为第一批国家
智能化示范煤矿。如今，智能化建设
为晓南矿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井上看，这种变化在有效运
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特别明显。”晓
南矿信息中心主任杨泽伟说，目前，
晓南矿已建成万兆工业以太网，更新
了调度电话通信系统，在井下安装了
WiFi-6 基站，实现了井下移动终端
视频通话、联网功能。智能化综合管

控平台实时采集“采、掘、机、运、通”
和安全监控等系统数据，实现各子系
统融合，各层级管理人员都可以通过
智能化管控平台随时随地了解矿井
的生产、安全、经营情况。

从平常人不易见到的井下情况
看，智能化带来的变化更是实实在
在。“采”，运用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
统、智能集成供液系统、综采自动化
控制系统等，在实现无人则安、少人
则安的同时，曾因技术难题不得不被
抛弃的薄煤层回采率大幅上升；

“掘”，通过智能掘进机、液压锚杆钻
车、气动单轨吊联合应用，掘进迎头
少人、系统高效协同运行，智能设备
矿调度一键启停；主煤流运输系统取
消了岗位司机，从工作面到主井煤
仓，能一键逆煤流启动、顺煤流停机，
运行数据、提升重量远程实时在线监
测和无人值守；通风与压风系统实现
风机矿调度远程一键启停、反风和一
键倒机等功能；矿调度室的安全监控
中心能够实时监测井下各地点的瓦
斯、一氧化碳等安全数据。

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
变，煤矿走智能化发展之路是大势所
趋。梅占胜表示，未来，晓南矿将精
准定位，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把科
学合理、经济适用的创新之路坚定地
走下去。

“采、掘、机、运、通”实现全流程智慧管控——

晓南矿“智”解大难题
本报记者 唐佳丽

本报讯 记者侯国政报道 4
月18日，恒力重工首制船命名暨交
船仪式在大连长兴岛举行，恒力重
工集团建造的第一艘船舶顺利交
船，比原定交船日期提前 40 余天，
标志着恒力重工已完全具备现代化
的船舶建造能力，吹响了逐梦深蓝、
向海图强的冲锋号。

在产业园 1 号码头，恒力重工
首制船崭新铮亮，在波光粼粼的海
面上格外耀眼，静待着向海出发。
该船属于大宗散货船，具备 6.1 万
吨载重能力。船舶总长 199.9 米、
型宽 34 米、型深 16.3 米，设计吃水
11.85 米，设计航速 13.0 节，入级中

国船级社，具有绿色环保、能耗低
等特点，各项性能效率指标均处于
国际较高水平，可大幅降低客户的
运营成本。

作为行业新军，恒力重工锚定
“世界一流绿色船舶建造及高端装
备制造基地”目标，汇聚全球知名的
设计、质量、生产专家，组建国际化
运营团队，与国内外知名船东、业务
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去年
3月30日，首制船开工建造，同年10
月 30日正式铺底，今年 2月主机吊
装，上个月顺利下水，本月初成功试
航，如今正式交付。今年，恒力重工
将有30余艘船先后开工建设。

恒力重工首制船
提前40余天交船

连日来，在我省西部农村，新一年的春播生
产已拉开大幕。

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千里沃野上，处处可见
大型灭茬整地机械穿梭作业的繁忙场面，农民
正利用全省普遍降雨后的良好土地墒情，及时

播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为全年的农业增产增收
打下坚实基础。

图①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上王村抢抓墒
情全力灭茬整地。

本报特约记者 朱学著 摄

图②朝阳市朝阳县柳城街道小平房村村民
正在播种玉米。 本报特约记者 仇一军 摄

图③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万家屯村村民
在抢栽洋葱。 齐天昊

本报特约记者 杨 兵 摄

抢抓墒情忙播种

本报讯 记者佟利德报道 4
月 18 日，记者从营口市农业农村
局获悉，截至目前，营口市春播所
需 15.96 万吨农资已备实 16.25 万
吨，备实率达 102%，下摆入户率超
九成。

今年，营口市春播生产形势总
体较好，全市粮油意向种植面积保
持稳定，农资价格总体低于上年。
预计今年营口粮食生产面积为
139.6 万亩，其中玉米 71.66 万亩、
水稻 61.33万亩、大豆 4.08万亩、杂
粮及薯类 2.53 万亩；蔬菜、食用菌
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预计为 12 万
亩以上。

由于水稻种植效益提升，今年，
营口市农民种植优质稻意愿高涨。

目前，水稻平均收购价格同比上涨
4.3%，加上农资价格下降，水稻亩均
收益将增加 130 元。今年，营口市
优质稻种植面积预计达30万亩，约
占全市水稻种植面积的 48%，同比
增长50%。

据营口市气象部门预测，今年
春季全市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
多一至二成，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高 0.3℃，加上土壤底墒较好，春
耕气象条件总体有利。

今年，营口水情总体情况良好，
有利于水稻生产。目前，大辽河底
水较好、盐分较低，有利于水稻育苗
用水。全市水稻育苗面积预计达
6540 亩，可满足营口市及周边县
（市）区78万亩稻田的插秧需求。

营口超九成春播所需农资
已下摆入户

一线聚焦 JUJIAO

本报讯 近日，丹东市县两级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开展农作物
种子监管专项行动，维护公平竞争
的市场秩序，保证春耕用种安全，护
航春耕生产。

连日来，执法人员对种子生产
企业、辖区内种子经营门店及电商
运营单位的经营资质、生产经营档
案、网上备案、种子标签、非法转基
因等进行检查，对种子企业生产的
玉米、水稻种子和经营门店在售的
玉米种子进行抽样送检；对经营门
店未按规定建立生产经营档案的进
行处罚。

与此同时，丹东市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队成立督导检查组，联合各

县（市）执法队，分别到东港市、凤城
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就春季农作物
种子市场检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和现场抽样。对种子市场经
营门店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常
规检查，并抽取玉米种子样品做常
规检测，对种植大户抽取样品进行
发芽率及转基因快速检测。

截至目前，丹东市执法人员共
检查种子经营门店 400 余个，网上
备案率达100%；抽取玉米种子发芽
率等常规项目检测样品 265 个，全
部检测合格；抽取玉米种子转基因
检测样品 260 份，检测结果全部为
阴性。

陈凤妮 本报记者 蔡晓华

丹东开展种子监管专项行动
护航春耕

“这次宣讲真是太及时了！无
论是提升我们种植芸豆的技术，还
是更好地进行病虫害防治，都是真
正的传经送宝，对于今年的蔬菜丰
产，我们信心更足了！”4月17日，在
辽阳市辽阳县唐马寨镇刘坨子村，
蔬菜种植大户全维忠在自家的日光
温室内，面对当地农业技术人员的
宣讲深有感触地说。

在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为了
让先进的种植技术真正应用于农业
生产，辽阳县委宣传部联合县农业
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开展“小院宣讲”
活动，通过聊家常、话农事、谈农情
的方式，为种植户送去新思想、新技
术，既提高了种植户的技术水平，也
增强了种植户的致富信心。

在全维忠家的日光温室里，

农业技术专家针对种植芸豆过程
中因起垄过低、漫灌浇水、重茬而
导致的根腐病、土壤盐碱化、美洲
斑潜蝇危害严重等问题提出解决
办法，并对新入侵当地的番茄潜
叶蛾如何进行识别和防控做详细
讲解。

在柳壕镇刘柳壕村兴旺家庭
农场的水稻育苗冷棚，农业技术
专家针对水稻育苗初期水肥管
理、温湿度管理、病虫草害防治、
科学安全用药等育苗期间的关键
技术进行面对面讲解，并现场发
放宣传资料。

活动中，宣讲人员用通俗易懂
的讲解回答村民最关心的技术问
题，这种来自基层、源自生活、接地
气的宣讲方式深受农民欢迎。

“小院宣讲”传科学种植“真经”
本报记者 许 刚

4 月 16 日，在葫芦岛食尚菜业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在
流水线旁有条不紊地忙碌着（见
上图）。

食尚菜业是一家专业生产酱菜
的现代化食品公司，于2023年在兴
城经济开发区投资建立分厂，去年
产值接近2000万元。

目前，食尚菜业的20余个品种
酱菜远销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
东等省区。企业在原有两个系列
产品的基础上加紧研发新产品，以
适应消费者的需求。今年以来，企
业产品热销，一季度实现产值1000
万元。

本报特约记者 王 野 摄

“食尚”小酱菜产销两旺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4月
17日，在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园（以下简称“中德园”），东大和泰
超材料研究院及航空新材料生产基
地、中德园交能融合零碳产业园暨沈
阳微控磁悬浮应用产业基地项目开
工建设。

这两大重点项目，一个致力于建
设国际一流的先进材料制备及成型
研发基地，一个着力打造完整高效的
物理储能产业链，将为沈阳市推动科
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具
有沈阳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提供有力支撑。
东大和泰超材料研究院及航空

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由东北大学教
师团队创办的沈阳和泰新材料有限
公司投资，主要建设实验室、研发中
心等设施，面向航空等领域打造先进
材料制备及成型研发基地，计划于
2026年4月竣工投产。

中德园交能融合零碳产业园暨
沈阳微控磁悬浮应用产业基地项目
由沈阳微控飞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其中，一期项目主要建设
飞轮储能设备制造工厂及磁悬浮技

术应用研发中心等，重点开发和生产
主动磁悬浮飞轮储能技术和产品、高
速磁悬浮电机产品，建成后可形成
1.1 万台飞轮储能设备的生产能力，
预计年产值达50亿元。

据了解，作为我国飞轮储能标准
制定企业、东北地区首家制造业独角
兽企业，沈阳微控飞轮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的产业链集聚效应愈加凸显。
当日，国家电投集团东北公司、湖北
舜一技术有限公司、贝原合金（苏州）
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签约入驻中德园
交能融合零碳产业园，钜能储能科技

（辽宁）有限公司、金风零碳能源有限
公司、国能生物发电集团等 6家企业
与铁西区签订合作协议。

今年以来，沈阳市铁西区围绕打
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核心区，推进汽
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
能源、集成电路、新材料六大产业集群
建设，加快引育高质量项目、优化创新
生态，推进产业发展与转型。截至目
前，已开复工宝马全新动力电池、华翔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北方生物医药产
业园二期等重点项目 171个，同比增
长15%，其中工业项目占72%。

中德园新材料新能源重点项目开工建设
将为沈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

4月15日，位于本溪市桓仁满族
自治县的行天健药业集团人参加工
车间里，以人参为主的中药材饮片生
产线正以每日洗蒸人参数万斤的速
度开足马力工作。“每天经我手加工
的人参有几百根，现在需求量很大，
尤其是南方市场。”分拣员周丽说。

另一个车间里，专门为人参定制
的重量分选机正自动运行，它能把经
分拣员除须后的人参进一步细分，送
往不同的加工车间。

行天健药业集团目前建有中药
普通饮片、口服饮片、毒性饮片等车

间，通过搭建大数据信息平台等手
段，保证人参市场供给。

在车间入口处，“互联网+物联网
智慧工厂”几个大字格外醒目。药业
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信息平台
建设，将来能实现人参的大数据采
集、储存、备份、管理、分析、可视化一
站式数据应用。

这个信息平台建立的大数据档
案，能够对人参等中药材的全生命周
期进行全方位监控，确保种植按照标
准化规程操作，可以进行种子基因研
发、人参皂苷提取，消费者通过手机

扫码即可查询人参的种植年限、田间
管理、气象环境等情况。集团依靠布
设传感器、搭建后端管理平台等，通
过物联网设备即可掌控田间生长环
境、作物长势、病虫害等情况，实现人
参生产动态的可视化监控。

经过多年发展，桓仁人参保护地
面积达65万亩，年产干品十余吨，种
植规模、产量及品质均居全国之首。
桓仁人参产业已形成种植、加工、科
研、检测、销售、品牌、文化“七位一
体”的产业集群，正成为中国人参产
业发展的引领者。

行天健药业集团的人参智慧工
厂成为桓仁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一个缩影。本溪市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随着物联网、移动互联、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
飞速发展，智慧农业已进入提速发展
的新时期，主要表现为科学化种植、
精准化管控、智能化服务。行天健药
业集团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立足
区域道地药材产业优势，以智慧种植
为突破，让“东北道地药材”实现生产
全过程数字化、赋码便捷化，推动了
本溪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溪“人参智慧工厂”建一站式数据应用平台——

人参生产实现全生命周期可视化监控
本报记者 许蔚冰

2020年，国家能源局会同有关方面组织遴选了71处煤矿作为全国
首批智能化示范建设煤矿。去年，相关部门对有关产煤省区煤炭行业
管理部门、中央企业对示范煤矿建设情况进行验收。今年，第一批国家
智能化示范煤矿名单公布。省能源集团铁法煤业公司晓南矿入选该名
单，成为我省唯一入选企业。

据了解，国家建设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旨在从建设理念、系统架
构、智能技术与装备、综合管理、经济投入等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根据
煤层赋存条件、煤矿类型与规模，凝练可复制的智能化建设模式，尽快
实现“系统智能化、智能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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