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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经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
县，蜿蜒90多公里，黄河水随着梯级电站和
水库的建成，形成大大小小的水域。依托独
特的水域和气候条件，循化县通过政策引
导、科学规划、科技引领，推进水产养殖成
为当地“热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实现家门口就业

水面静谧清澈，一排排网箱整齐放置，
在循化县查汗都斯乡新建村冷水鱼养殖基
地，技术员何木汗麦正在给网箱里的鱼投喂
鱼食，游在水里的金鳟鱼和虹鳟鱼在阳光下
光彩夺目。

“鱼肉肉质细嫩，入口鲜美，很受消费者
喜爱！”何木汗麦介绍，“这里的水温常年保

持在 8℃—13℃左右，水质干净且流动缓
慢，非常适合发展冷水鱼养殖。”

新建村的何乙布拉是这家养殖场的负责
人，他成立了五稼禾生态农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三文鱼为主要品种，三倍体虹鳟、金
鳞、花斑裸鲤为辅养品种，“通过冷水鱼养
殖，我们从黄河水里‘捞’起了幸福的生活，也
吸纳了村里富余劳动力。”何乙布拉说。

今年 43 岁的马小义有腿疾，无法出远门
务工，就在村里的冷水鱼养殖公司上班。“公司
为村民常年提供临时性就业岗位，平均一人一
年有8000元的收入，冷水鱼产业拓展了村民增
收致富的渠道。”新建村党支部书记马阿力说。

带着村民一起富

和新建村一样，循化县白庄镇团结村的
水资源也很丰富，该村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优
势，加快实现“以水养鱼、以水净鱼、以水
保鱼”的生态目标，把鱼苗养殖打造为新兴
产业和特色产业。

“过去，冷水鱼养殖鱼苗都是从外地购
买，成本高，成活率也没有保障。现在我们
本县就可以购买鱼苗，路近又方便，本地鱼
苗成活率高，我买了500斤鱼苗。”查汗都斯
乡大庄村养殖户韩强说。

“看着一个个鱼卵慢慢长大成成品鱼，心

里非常自豪。”马忠义以前是团结村党支部书
记，鱼苗养殖让他以及整个村子奔向了富

“鱼”路。2020 年，勤劳肯干的马忠义成立
了鱼苗养殖场，凭借着兴趣和在实践中的摸
爬滚打，逐渐掌握了培育鱼苗的完整技术，
鱼苗孵化和培育都很顺利。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要带着村民一起
富！”几年来，马忠义带动有意向、有能力的
村民进行鱼苗养殖，手把手教技术，他将鱼苗
繁育的“独家诀窍”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村民。

乡村振兴展新貌

从起初只有一个 6 米见方的鱼苗池到如

今的养殖面积30公顷；从外地购买育苗到今
天的自繁鱼苗技术；从无人知晓冷水鱼到今
天的产品逐渐走向规模化、品牌化……冷水
鱼作为新型产业，在循化县迅速发展，也为
乡村振兴带来勃勃生机。

今年，何木汗麦有了新的打算，除了鱼
产品的初级加工，他要在对接市场、做强深
加工、延伸产业链上下功夫，补齐冷水鱼产
业发展短板，继续带动本村和周边村镇冷水
鱼发展。

循化县委组织部部长王文甲介绍，近年
来，循化县推进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深度融
合，构建冷水养殖发展大格局，扶持发展一
批陆基养鱼和库区养殖重点户，着力打造高
原冷水鱼养殖基地，已经建成冷水鱼养殖场
6家，形成了具有高原特色的“公司+基地+
农户”的冷水鱼养殖模式，年平均产出水产
品 379 吨左右，实现产值 1897 多万元，真正
实现了群众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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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化赋能产业转型

走进三一重工长沙 18 号工厂控制
室，占地达 10 万平方米的车间内画面，
实时呈现在多块显示屏上，机器人运行
情况、物料消耗量、生产线加工进度等
各项数据，经过“灯塔工厂”智能化系
统的整合，技术人员随时调取掌握车间
生产信息。

“18号工厂改造5年多来，产能提升
123%，生产效率提升 98%，整体自动化
率升至 76%，可生产多达 263 种机型。”
三一重工智能制造专家饶有福表示，“我
们依靠人工智能、柔性自动化生产和规
模化的工业物联网，通过建立数字化柔
性的重型设备制造系统实现了工厂的转
型升级。”

近年来，伴随着制造业的技术突破
与行业变革，湖南工程机械企业“埋头
苦干”，走出一条数智化赋能产业转型的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三一重工转台焊接班班长彭聪聪从
事焊接工作长达 20年，对于工程机械数
智化转变，有着直观的感受：他经历了
从手工焊接装配到单工序的半自动焊
接，再到现在全工序自动焊接的过程。

作为工程机械企业云集的长沙，对
市场环境的冷暖变化十分敏感。企业深
知，只有转型创新才能获得持续发展。

位于湖南湘江新区的中联智慧产业
城土方机械园，每 6 分钟可下线一台挖
掘机。在这里，智能排产、工业 AI、数
字孪生等 150 项行业前沿技术被运用至
各个生产环节，实现从备料到焊接、机
加工、涂装、装配、调试全方位全流程
智能制造。

“从 2014 年行业低谷期我们就开始
去杠杆、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中
联重科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詹纯新介
绍，数字化是企业转型补短板的核心，
经过近 10年时间的投入，中联重科实现
精细、精准、精明、精益的科学管理。

依托于湖南工程机械数智化转型升
级，电动化技术的研发与探索也在同步
推进，电动挖掘机、全电动剪叉式高空
作业平台、充电式搅拌车、纯电动汽车
起重机等一批高科技、低能耗、高安全

的产品在长沙下线，并迅速占领国内外
新能源工程机械装备市场。

如今，围绕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
业中心的目标，湖南正借助国家产业政
策，助推机械工业数智化、网络化转型
升级，积极探索可推广、可借鉴的机械
装备制造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发展。

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

十几年前，中国盾构机依赖进口，
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设备常常出现问
题，导致工程建设延期。在此背景下，
瞄准盾构机而新组建的铁建重工定下两
条铁律：只生产填补国内和世界空白的
产品，只生产市场占有率和科技水平处
于国内行业前两名的产品。

“核心技术靠化缘要不来。”铁建重
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张帅坤介
绍，企业从零开始创业，科研人员相继
攻破从刀具刀盘到液压系统、控制系统
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各种复杂
地质环境的施工技术，成功实现盾构机
从进口到出口的跨越。当前，铁建重工
长沙第二产业园区已成为全球最大地下
工程装备生产基地。

工程机械是制造业大国的“臂膀”，
只有掌握工程机械关键零部件核心技
术，建立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的供应
链，才能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大桥——
甬舟铁路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项目现
场，由山河智能研制的超大吨位旋挖钻
机 SWDM1280 正在施工作业，随着 6 号
墩首桩开钻的成功，旋挖钻机最大成孔
直径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

“我们研制的超大吨位旋挖钻机没有
可借鉴的经验，也没有可参考的图纸，
从零件装配到结构设计，再到液压控制
系统，科研人员共同想办法，夜以继日
做试验才实现了核心技术难点的突破。”
山河智能副总经理朱建新说。

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持续攻关，山
河智能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竞争力的 200 多个规格型号的高端装备
产品，很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不少核
心零部件实现了国产替代。

伴随着技术研发的不断推进，工程
机械装备制造环节也在逐步实现绿色制
造，节能、减排、降耗的新型绿色产品

成为产业发展新趋势，高端、智能、绿
色有望成为中国工程机械的“代名词”。

生产出的工程机械产品好不好，市
场最有发言权。从世界第一高楼到世界
最长跨海大桥，从雪域高原的川藏铁路
到深海远洋的石油勘探，从接近北极圈
的永久冻土带到炎热干燥的撒哈拉沙
漠，湖南工程机械装备正依靠自主可控
的核心技术在全球各重大工程项目上大
显身手。

走出国门拥抱全球化

本届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吸引
全球 1500 家企业参展、超过 2 万件各类
产品展出，大批国内外企业、专业采
购商齐聚长沙，这对整个湖南工程机
械企业来说，是家门口的一次国际性
推广契机。

国际化是工程机械企业发展的必由
之路。走出国门，与国际巨头交锋才能
感知差距，从而实现赶超。

星邦智能是湖南工程机械中开发高
空作业平台的佼佼者，此前企业与世界
重要工程机械制造商 JCB 达成合作，让
其获得剪叉式、曲臂式及直臂式高空作
业平台在中国以外市场
的使用权。

“此次合作创造了国
内高空作业平台制造企
业 对 外 技 术 出 口 的 先
例，体现了中国品牌在
世界高空作业平台行业
的影响力。”星邦智能研
究院副院长孙荣武说。

截至目前，星邦智
能拥有近 300 项有效专
利，全面突破国际高空
作业平台技术封锁，达
到 国 际 领 先 的 技 术 水
平。去年企业产品出口
70 余个国家，遍布欧美
日韩等高端市场，海外
销量创下新纪录。

“中国工程机械在国
内经过几十年的打拼，
各 种 工 况 条 件 都 碰 到

过，经过中国市场考验的工程机械正在
国际上大显身手。”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
会会长苏子孟表示，同样性能或者性能
更好的产品，我们成本、售价往往比欧
美产品更低，产品竞争优势显著。

目前，中国工程机械企业正发力开
拓海外市场，湖南工程机械企业也将国
际市场作为未来发展的关键点。

2022 年，三一重工海外市场营收
365.71 亿元，在总营收中几乎占据“半
壁江山”；中联重科出口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超七成；铁建重工海外营收同比增长
512.04%……长沙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
季度湖南外贸实现高速增长，其中工程
机械进出口同比增长147%。

从湖南走向全球的工程机械产品销
售数据可以看出，绿色化工程机械正逐
年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电动化设备已
被越来越多运用至各种基建场景中，助
力世界各地实现低碳、节能的绿色施工。

随着湖南工程机械企业全球化步伐
的不断加快，产品竞争力与市场认可度
也在日益提升。如今，长沙市工程机械
集群已成功上榜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正朝着打造世界级集群、与世界知名产
业集群对标的目标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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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2400吨全路面起重机、72米
碳纤维泵车、纯电动铣刨机……新装备前
围满了中外采购商，大家与工作人员进行
着深入交流。

5月12日—15日，第三届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览会举行，三一重工、中联重科
等35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纷至沓来，
30多个全球首款新品、1200多项新技术和

新产品在展会上亮相。据统计，60多个国
家的2000余名国际采购商参会，观众超过
35万人次，展会交易额累计536亿元。

经过连续两届展会溢出效应的带动，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逐渐成为湖南一张靓
丽的对外名片，成为湖南展示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全球化的一个窗口。

工程机械是湖南首个超千亿元的产

业，凭借领先的数智化、电动化技术，在
国内、国际两大市场的竞争力、占有率、
影响力日益增长。目前，长沙依托5家全球
工程机械50强企业以及近400家工程机械
及零部件企业，辐射带动全省工程机械产
业发展，主机产品涵盖全国工程机械品种
的70%，总产值约占全国总量的30%、占全
世界的8%。

湖南省益阳市位于湘中偏北，
居洞庭湖南部、资水中下游。境内
水系发达，河湖密布，纵横交错，
水情复杂，治水任务艰巨。作为洞
庭湖畔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我曾
目睹家中田地遭受水患，便立志要
为家乡水利建设贡献个人力量。

入汛以来，益阳市水利水电勘
测设计研究院工作小组深入一线，
现场查勘近 50 座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后，看着病险水库从百姓的“心
腹之患”变成安全保障和民生福
祉，我心里充满成就感。

20 余年间，我和同事们完成了
2000 多个水利规划设计项目，有效
破解了一个个治水难题：规划益阳
市赫山区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县综合整治项目，设计新
建益阳市黄家湖泵站工程，对安化县农村饮水安全项
目红岩供水工程进行可行性研究……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近年来，我积极参与水库除
险加固、重要涝区治理、灌区节水改造、农村水系综
合整治，努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其中，益
阳市团洲泵站新建工程兼具排涝与补水功能，泵站建
成后实现了城乡雨废水完全分离，有效改善了兰溪河
水质，在 2022年特大干旱中发挥巨大效益，将资水补
入烂泥湖垸，确保了40多万亩农田灌溉。安化县仙丰
水库新建工程，解决3.6万居民饮水安全问题，提高了
350亩农田灌溉保证率。明山引排水闸及低水位高扬程
泵站新建工程，带动了美丽乡村建设。

近日，《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印发。我带领团
队深入调研，在深入分析水网建设基础和发展形势的
基础上，结合各部门近百条征求意见，编制完成 《益
阳市现代水网建设规划》，围绕水网建设的四项主要
任务和现代水网管理要求，统筹谋划 4 项重大行动和
8 项重大工程，为益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水安
全保障。

参加党的二十大后，我走进乡村、社区、学校、
企业、机关单位，以微宣讲、座谈会及小型报告会等形
式开展现场宣讲。今后，我们要继续以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带领团队坚持不懈治水利
民，不断提升水资源优
化配置能力、水生态保
护治理能力和水旱灾害
防御能力。

（作者庄稼为党的二
十大代表、湖南省益阳
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专职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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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自主创新 走向国际市场
孙 超

本届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举行的4天时间里，国内
外客商、行业专家学者、普通大众再一次感受到中国新一
代工程机械产品的先进水平。

湖南工程机械产业有基础，上下游配套齐全，工程机
械企业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依靠定力与创新，迅速与国际
接轨，在相关细分产品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为中国
工程机械在全球打开一片天地。

从制造走向“智造”，是湖南工程机械提升核心竞争
力、培育发展新动能的一次转型升级。长沙国际工程机械
展现场，随处可见湖南自主创新研发的工程机械产品，从
万米高空的塔吊“巨无霸”到装在车上的小钢丝线圈，都
蕴含着科技的力量。

如今，世界工程机械巨头将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作为
新技术、新产品的首选发布地，从侧面体现出湖南工程机
械在全球的分量与地位。

本文图片均为第
三届长沙国际工程机
械展览会现场。

易 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