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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印刷业探索绿色化北京印刷业探索绿色化、、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之路智能化之路

生产增生产增““绿绿””    产业更产业更““新新””
■人民日报记者 施 芳

喜欢阅读的人会发现，如
今购买的很多图书，字更清晰
了、图画色彩更逼真了、气味更
小了、缺页和错印情况也变少
了，这些变化正是印刷业不断
发展升级的结果。

在北京，有一批契合首都
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
的印刷企业，在政策和技术的
引领下，探索出一条绿色化、数
字化、智能化的发展之路。

降能耗
印刷生产过程更绿色

在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顶
佳文化创业园的大楼屋顶上，
5000多块太阳能光伏板有序
排列。“2016年投用至今，不仅
满足了生产所需，余电还并入
电网。”北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
公司总经理姚松介绍。

为支持北京市出版物印刷
企业绿色化、集约化发展，北京
市委宣传部专门设立“北京市
出版物印刷企业绿色化发展奖
励资金”，在“十四五”时期计划
安排预算 4000 万元，截至目
前，已有130多家印刷企业获

得超2300万元扶持资金。
为提高印刷行业绿色生产

能力，北京市委宣传部还组织
开展出版物印刷企业环保治理
绩效评定。经过评定，代表国
家领先水平的环保治理绩效A
级企业数量从 2022 年度的 7
家跃升至 2023年度的 12家，
同比增长71%。截至目前，工
业和信息化部已公布的7批次
绿色工厂示范企业名单中，就
有包括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在内的5家北京印刷企业。

　　绿色不仅体现在生产过
程中，也体现在产品上。北京
汇林印务有限公司从2006年
开始承印教材，仅 2022 年、
2023年印刷的中小学教材就
有1亿多册。“教材的环保要求
越来越高，随着印刷工艺的提
升、原辅材料的升级，教材也越
来越‘绿色’。”北京汇林印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军介绍，印
刷选用大豆油墨、水性胶等绿
色环保材料，替代溶剂型油墨
和胶水，既减少印刷过程中污
染物的排放，易于印刷品废弃
后回收再利用，也有利于保障
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应用免冲
洗制版技术，从制版机出来的

印版即可上机印刷，取消冲洗

工艺，不仅节约水，还避免了显
影污水的排放，制版速度也大
大提升。

“近三年来，我们对北京地
区出版印刷的图书进行了抽检，
环保检测合格率均为100%。”
北京市印刷工业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站站长李世凯介绍。

增效能
数字化智能化成趋势

自动码垛系统、全自动打
包贴签、无人运输小车……北
京顶佳世纪印刷有限公司的印
刷车间内，自动化、智能化的生
产场景随处可见。姚松介绍，
近年来，公司每年投入技术改造
资金超过1000万元，先后开展
近百项改造项目，大幅提高生产
的精准度和质量控制效果。

过去，图书质量需要质检
人员手工检验，不仅耗费大量
人力物力，且容易出现误差。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北京瑞禾
彩色印刷有限公司采用图文检
测、监控系统比对，“发现不良品
时，生产设备自动报警并自动排
废，成品逐册电子称重，可精确
到每页的克重，有效排查了漏页
问题。”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

公司总经理宋长江介绍。
印刷工艺的改进、设备技

术的升级也使印刷物更精良。
“过去印刷机一次只能印一面，
由于纸张形变，下一遍再印的
时候就容易错位。”陈军介绍，

“多色印刷机一次印双面，套印
不准的问题迎刃而解。”

2024 年，《北京市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4—
2026 年）》发布，其中明确提
出，印刷行业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达55%，生产设备联网率达
19.63%，经营管理数字化率
达67.5%。

“目前公司自动化率已达
到80%，制版车间实现无人操
作。”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于智毅说，“我们
投入上百万元开发软件、建设
系统，实现生产设备联网，以达
到各分项生产系统数字化、标
准化运作。”

育人才
造就一批印刷工匠

2024年，第二十一届北京
市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举
办。赛事分为理论和实操两部
分，共有平版制版、平版印刷、

数字印刷、装订、印品整饰五个
工种。“举办技能大赛，归根结
底是为了提高职业技能，造就
一批印刷工匠。”北京印刷协会
秘书长张廷海说，为了满足数
字时代人们小批量、快速的阅
读需求，2018年，第十八届北
京市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首
次设立了数字印刷比赛项目。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是
与新中国同龄的大型综合性现
代化印刷企业。“公司一向有参
与技能竞赛的传统，培养出了
关锋、柴富强等技能大师。”北
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晋说。

关锋是全国岗位技术能
手，他说：“装订工艺十分繁琐，
机器种类很多，包括锁线机、
折页机、烫金机、覆膜机、精装
机等，今后我得继续向优秀的
老师傅学习，在印刷行业发光
发热。”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专
门从事数字印刷，先后三次获
得数字印刷项目冠军。“技能大
赛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人才储
备和技能提升。”北京建宏印刷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魏兴感
慨，“推进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人才是关键。”

■杨 阳  余新江

去年下半年，由上海市农
业农村委员会产业发展处带
队，携同上海乡村振兴产业集
群的企业家代表考察团去往荷
兰世界园艺中心学习“取经”。
代表团包括东禾九谷、光明牧
业、春强农业等12家上海特色
农牧产品生产销售企业。

荷兰人多地少、资源贫瘠，
发展农业自然条件并不优越，
但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
了世界高科技农业的典范、全
球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大国，创
造了举世瞩目的农业奇迹。从
科学技术到产品创新，从种植
模式到种植理念，从企业管理
到文化意识，荷兰农业的成功
经验值得全球借鉴。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高度发
达的地区之一，科技农业力量
强劲。而“国际生态岛”崇明区，
既是上海的“后花园”，也是“长
三角农业硅谷”实践地。此次荷
兰之行，亦会为崇明区的相关企
业带来显著的发展启示。

考察团企业中的东禾九

谷，全称为上海东禾九谷开心
农场有限公司，10年前在崇明
区扎根。公司董事长杜军旗立
足现代农业生产，围绕“做好一
粒米”，带领团队在育种、插秧、
田间管理、烘干、储存、加工等
各环节下功夫，走出了一条全
产业链融合发展的道路。“公司
始终秉承科技兴农使命，在一
次次摸索和实践中，通过机械
化、智能化，不断加强农业科技
创新，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杜军旗说。

近年来，在崇明区高标准
推进“国际生态岛”建设过程
中，像东禾九谷这样的企业越
来越多，并积极助力打造“长三
角农业硅谷”。

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当前，该区正大
力推进完善技术攻关、产品中
试、产业化示范等平台功能，引
导鼓励各类农业科创企业、经营
主体持续进行技术成果转化及
结果应用改进，促进农业投入品
制造、农业生产、农产品精深加
工等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

通过考察调研，上海企业
家代表了解到，荷兰农业的全
球化模式发展可追溯至上世纪
50年代，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
展沉淀，形成了如今的高科技农
业面貌。政府在其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
力投资教育，提高农业从业人员
的技术和科研水平；二是将先进
的农业知识和技能输送给农民，
促进农业生产力不断提升。

为什么说荷兰的农业是高
科技农业？比如，其农作物的
病虫防治都是建立在大数据分
析之上的，卫星识别、分子识别
甚至DNA识别等技术都应用
在了农业生产上。荷兰有80%
的农民已经使用GPS系统，由
荷兰政府提供卫星支持。农民
利用GPS系统捕捉农田信息，
对农田情况进行科学分析，高
质效地提高了对农田的管理。

在考察调研中，上海企业
家代表还了解到，荷兰之所以
能成为全球农产品出口大国，
还与其高效的分销模式密不可
分。比如拍卖方式、农民合作
社集体议价、成立一体化集团

进行内部收购等。从种子到大
棚、栽培基质，再到整个生产管
理控制系统，荷兰的农业科技
体系主要建立在农产品的生产
系统解决方案上。

荷兰农业发展的全球化模
式给了崇明怎样的启发？相关
专家认为，以发展崇明大米为
例，在“长三角农业硅谷”稻米
全产业链示范基地的基础上，
崇明区应实现种源、种植、生

产、市场、国际交流、人才培训、
技术推广上的体系化建设，同
时以先进科技落地，带动农业
生产示范农产品、农业生产装
备产业、农业技术推广培训等
方面的发展。

借鉴经验、利用经验，找到
农业现代化的有力抓手和支
点，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崇明必
将会在农业产业振兴之路上越
走越稳。

上海市崇明区上海市崇明区：：

考察学习荷兰范例考察学习荷兰范例        探索农业产业创新路径探索农业产业创新路径

位于上海市崇明区的上海东禾九谷开心农场有限公司一景。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