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蜿蜒的山道驱车前行，在大山深处拐
入一条岔道，一排排黄色的采气树呈现眼前。
这里，是我国第一大油气田——长庆油田下属
第二采气厂作业七区的零碳智能井组，井组开
采出的天然气经过集气站、处理厂，之后沿着
管网送往千家万户。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国民经济的命脉，关
系国计 民 生 和 国 家 安 全 。 对 于 能 源 安 全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念 兹 在 兹 ，始 终 高 度 关 注 。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4 年 6 月 13 日提出“四个
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引领我国迈
向能源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作为重要的一次能源，石油和天然气是
支撑我国工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压
舱石”。立足能源保供，长庆油田近年创造
了 油 气 产 量 持 续 快 速 增 长 和 低 成 本 开 发
两 大奇迹，建成我国首个 6000 万吨级特大型
油 气 田 ，为 保 障 国 家 能 源 安 全 发 挥 了 重 要
作用。

一组数据看贡献。2023 年，长庆油田油气
当量达到 6600 万吨，再次刷新我国油气田产
量新纪录。目前，该油田油、气年产量约占全
国总产量的 1/8 和 1/4，累计向国家贡献油气
当量超 9 亿吨，并创造了低渗透油气田高效开
发的世界奇迹。

油气增储上产的背后，是立足科技创新的
攻坚克难，是挑战“三低”油气藏效益开发极限
的奋力探索。

2023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主
持中国—中亚峰会前夕，专门听取陕西省委和
省政府工作汇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陕西要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传统产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加快
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
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做强做优现代能源产业集群”。

油气作为传统产业，如何加快实现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零碳智能井，就是长庆油
田的方案。

“以前，常规气井都是手动阀门，员工每
天都要巡井，并手动实施开井、关井等操作，
非常耗时。后来，通过智能化改造，我们实
现了远程智能监控、智能控制、智能注剂、智
能柱塞等功能。”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二采气
厂作业七区党支部书记王德龙在现场告诉

《中国能源报》记者，智能化改造解决了员工
“上站 2 小时、工作 5 分钟”的困扰，大大提升了
工作效率。

距离智能井组不远处，一排排高高架起的
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我们建设的
5.45 千瓦光伏项目，日均可发电 25 千瓦时，可
以不间断为井场设备供电，极端天气下也能保
障 5 天的供电量，保障气井正常生产需求。”王
德龙说，自 2021 年在作业七区推广光伏应用
以来，目前已有 1178 口井已全部实现绿色化、
智能化生产。

《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到，第二采气厂作
业七区目前已高效建成首个全流程绿色低碳
智能化采气示范区，在长庆油田绿色低碳智能
化转型中走在前列。

漫步第二采气厂神木气田第二天然气
处理厂，“供绿色能源  献爱国情怀”的标语
格外醒目，偌大的厂区仅有 4 名员工驻守。
在毗邻的作业七区“大脑”——保障点中控
室内，运行监控岗员工熟练地操作着电脑，
1178 口气井、8 座集气站、1 座处理厂的生产
动态悉数呈现于电脑屏幕，管控指尖可达。
作为长庆油田首个绿色低碳示范区，目前第
二采气厂作业七区全流程融入 7 类新能源技
术和 24 项智能化技术，建成“零碳井场—低
碳集气站—低碳处理厂—绿色作业区”，年
减排二氧化碳 8 万吨。

位于西安市渭北工业园区陕西汽车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汽控股”）的总装
配车间内，一排排生产线井然有序地运转，一
辆辆纯电动重卡、轻卡以及氢燃料重卡从这里
下线，走出西安，走向世界。

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汽车生产企业，陕汽
控股是陕西制造业的中流砥柱。“双碳”目标驱
动下，陕汽控股在做实做优传统产业基础上，
发力新能源汽车业务，2023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
4177 辆，同比增长 71%，新能源汽车销量 4416
辆，同比增长 173%。

2020 年 4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汽控
股调研时指出，新时代陕西要有勇立潮头、争
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既要抓住西部大
开发、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又要善于
从眼前的危机和挑战中抢抓和创造机遇，不断
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创造新
的更大业绩，迈上新的台阶。

2021 年 3 月 30 日，陕西省委省政府正式授
牌成立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作为支撑引领陕
西省高质量发展的总平台、总源头和总引擎，
以激活陕西存量创新资源、吸引外部增量资
源，有效释放创新势能。

依托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陕汽控股成
立了德创未来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德创未来”），围绕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
新产品发展思路，构建包括新能源整车、电
驱动、氢燃料电池系统等在内的科研创新、
成果转化、科技孵化、产业聚集的科技创新
全产业链。

“作为公司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实践，
成立两年多来，德创未来始终在新能源、智能
网联、新材料领域深入实践，在新赛道上持续
创新、加快成果转化，推动商用车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低碳化加速融合。”德创未来执行
董事王彬表示。

如今，德创未来已具备新能源“三电”系
统、氢燃料电池等关键核心技术独立开发与攻
关能力，掌握自动驾驶控制系统、智能座舱、云
控平台等智能网联核心技术，在固态底盘、镁
合金轻量化零部件方面持续攻关，围绕“新能
源+智能网联”全系统技术链条，形成了纯电
动、氢燃料双技术路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尤其
值得关注的是，其自主设计了 145 款新能源整
车产品，申报 125 项专利，已获授权 27 项，其中
发明专利占比 45% 以上。

与新能源汽车同样蓬勃“生长”的，还有作
为“陕 西 智 造 ”新 名 片 的 太 阳 能 光 伏 产 业 。
2023 年，陕西光伏制造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
产值约 1600 亿元，同比增长 26.5%。

在光伏巨头隆基绿能西安电池工厂，1.7
万平方米的无尘车间明亮宽敞，通过智能化机
械臂操作，一架架硅片历经清洗、扩散、镀膜、
测试程序，走下生产线。在这里，平均每 0.8 秒
就可以诞生一片高性能太阳能电池片。

近年来，硅基太阳能光伏产业的迅猛发
展，为陕西省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据陕西省发改委透露，陕西目前已形成涵盖
晶硅材料制造、硅片加工、太阳能电池、太阳
能电池组件、光伏系统（电站）等多个领域较
为完整的产业链，拥有骨干企业 20 多家，其
中隆基绿能晶硅电池研发转换效率连续打破
世界纪录。

为进一步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陕西省发改委日前印发《陕西省
高水平推进产业创新集群建设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实施方案》，并首批启动包括人工智能、
硅基太阳能光伏、化工材料等在内的 10 个产
业创新集群行动计划。其中，《陕西省培育千
亿级硅基太阳能光伏产业创新集群行动计划》
明确，力争到 2025 年形成年产值 3500 亿元以
上的硅基太阳能光伏产业创新集群，2035 年产
值达 7000 亿元以上。

立足比较优势，依托龙头企业，以新技术
开发和新产品研制为牵引，以创新生态优化
和“四链”深度融合为关键，陕西充分发挥产
业规模效应、资源集聚效应、创新协同效应，
在促进新质生产力规模化发展的道路上不断
迈出坚实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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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管理创新稳步推进煤炭企业管理创新稳步推进
■本报实习记者　杨沐岩

三秦大地蓄势能源蝶变

在近日召开的 2024 年煤炭企业创新
管理大会上，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能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38 家煤炭
企业获评“2023 年度煤炭企业管理创新工
作先进单位”。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淮河
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煤炭企业
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特等奖。

当前，煤炭产业从“一煤独大”转向多
元发展，同时市场环境和行业竞争复杂多
变。多位与会专家认为，管理创新是新时
代对煤炭企业的必然要求，煤炭企业需保
持紧迫感，积极寻找创新路径，提高核心
竞争力。

■■ 现实必要

参与奖项评定工作的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管理学院院长张瑞认为，当前煤
炭企业开展管理创新具有紧迫性和必要
性。他表示，煤炭企业发展现存各种各
样的管理问题，不仅制约着企业的发展，
还可能会使企业陷入风险，因此必须针
对问题开展管理创新，既要从管理理念、
管理思想方面进行转变，又要从管理机
制、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变革。“大量煤
炭企业管理还停留在传统的经验主义阶
段，过分依赖人工经验和直觉，缺乏现代
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引导，将难以适应快
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行业竞争需求。”他
进一步指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和数字孪生等新技术出现，要求煤炭企
业对传统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机制
进行变革。

此外，当前煤矿智能化建设蓬勃发
展，取得积极的成效，但还存在着不充分
不协调等问题。张瑞认为：“究其原因，一
方面是‘卡脖子’技术没有解决，另一方面
是因为管理理念、制度和机制跟不上快速
发展的技术。煤炭企业只有开展管理创
新才能补齐短板，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
促进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煤炭企业创新管理大会的获奖

名单显示出，这些项目成果紧密结合企业
实践，在管理理念、组织制度、管理模式等
方面进行探索，具有创新性、效益性和示
范性，反映了企业在管理活动中取得的成
功经验、先进的做法和最佳实践。

■■ 各显特色

准能集团的多项创新成果在会上获
奖。国能准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善
周表示，近年来，准能集团坚持以做精煤
炭为主业，以低碳循环经济和绿色生态经
济为两翼。据了解，准能集团拥有年生产
能力 3400 万吨的黑岱沟露天煤矿和年生
产能力 3500 万吨哈尔乌素露天煤矿。

在黑岱沟露天煤矿，《中国能源报》记
者看到宽广的矿坑呈向下的阶梯状，其中
灰色的岩石层上的一级被钻上密集的孔
洞。据介绍，其中将填充炸药进行爆破。
爆破是矿山露天开采常用的一种手段之
一，准能集团研制的煤基纳米碳氢燃料可
让炸药更加高效。

在循环经济产业孵化基地，相关负
责人一边搅动量杯中的煤基纳米碳氢燃
料，一边介绍称这种黏稠的黑色液体主
要成分为煤和水，具有煤种适应性广、点
火温度低、燃料热值高等优势，可广泛应
用于火力发电、炸药生产和燃油替代等
多种场景。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获
煤炭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特等奖。
据了解，该集团建立多维度评价指标体
系，并确定每个二级指标的行业标杆值，
开展全方位的对标管理，动态展示企业内
部各单位效率进退、效益增减、效果好坏
等情况。

淮河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王世森表示，2023 年集团净资产收益
率高于行业良好水平，营业现金比率持续
改善，全员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9%，研发投
入强度 3.17%、高于行业优秀水平，资产负
债率“五连降”。他还表示，数智融合正成
为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器”。淮河能源

集团致力做强数智赋能“一把手”工程，以
用促建、以用促学、以用促改，推动决策形
态、管理形态、操作形态根本性变革。

■■ 找准路径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
长李延江指出，煤炭企业应坚持创新和
管理的双轮驱动，他建议煤炭企业关注
现代化产业建设，积极面对转型发展带
来的新机遇。“要研究煤炭产业在我国现
代产业体系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找准定
位 、牢 记 责 任 。 同 时 又 围 绕 从‘ 一 煤 独

大’到多元发展的格局，积极寻求价值链
的高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有机结合，
形成新的产业体系。”

李延江表示，当前煤炭企业面临着井
下技术人才短缺、年龄结构老化、高素质
人才不足等问题，他建议：“煤炭企业应超
前谋划劳动组织模式，集约创新方式，既
要加快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
无人改造，同时也要搭建平台，培养新时
代的煤炭高级人才。”

张瑞指出，煤炭企业管理创新具体可
在战略管理与商业模式、组织变革与集团
管控、生产运营与安全管理等多个路径下

开展。“在商业模式方面，煤炭企业应持续
探索在平台型组织、生态型组织、数字经
济共享等新业态下的煤炭企业生产经营
模式、核心竞争力培育模式，探索智能矿
山产业集群共生融合发展模式，矿山智能
化建设路径及方法，构建煤电一体化深度
融合体系。”

关于生产运营，张瑞认为煤炭企业应
建立高效的生产计划和调度系统，推行全
面质量管理，改进生产管理方法，优化生
产流程，提升生产效率，推行精益生产模
式，消除浪费，推行低碳绿色高效安全的
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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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禀赋——

 一体推进能源保供和绿色转型

国家统计局发布4月能源生产情况
本报讯 5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4 年 4 月份能源生产情

况。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以下简称“规上工业”）原煤、原油、天然
气、电力生产总体平稳。

一、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生产及相关情况
原煤生产降幅收窄，进口明显回升。4 月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3.7 亿吨，同比下降 2.9%，降幅比 3 月份收窄 1.3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1239 万吨。进口煤炭 4525 万吨，同比增长 11.3%。

1—4 月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14.8 亿吨，同比下降 3.5%。进口
煤炭 1.6亿吨，同比增长 13.1%。

原油生产平稳增长，进口由降转增。4 月份，规上工业原油产量
1747 万吨，同比增长 1.3%，增速比 3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日均产
量 58.2万吨。进口原油 4472 万吨，同比增长 5.9%。

1—4 月份，规上工业原油产量 7095 万吨，同比增长 2.1%。进口
原油 18207 万吨，同比增长 2.0%。

原油加工有所下降。4 月份，规上工业原油加工量 5879 万吨，
同比下降 3.3%，3 月份为增长 1.3%；日均加工 196.0 万吨。1—4 月
份，规上工业原油加工量 24126 万吨，同比增长 1.1%。

天然气生产稳定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4 月份，规上工
业天然气产量 198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3.2%，增速比 3 月份放缓
1.3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6.6 亿立方米。进口天然气 1030 万吨，同
比增长 15.1%。

1—4 月份，规上工业天然气产量 830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5.0%。
进口天然气 4300 万吨，同比增长 20.7%。

二、电力生产情况
电力生产增速有所加快。4 月份，规上工业发电量 6901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3.1%，增速比 3 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日均发电
230.0 亿千瓦时。1—4 月份，规上工业发电量 29329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6.1%。

分品种看，4 月份，规上工业火电、水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加快，
核电由降转增，风电同比下降。其中，规上工业火电同比增长 1.3%，
增速比 3 月份加快 0.8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水电增长 21.0%，增速比 3
月份加快 17.9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核电增长 5.9%，3 月份为下降
4.8%；规上工业风电下降 8.4%，3 月份为增长 16.8%；规上工业太阳能
发电增长 21.4%，增速比 3月份加快 5.6个百分点。 （江临秋）

我国科学家成功构建
国际首个基于纠缠的城域量子网络

本报讯 5 月 16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包小
辉、张强等首次采用单光子干涉在独立存储节点间建立纠缠，并以
此为基础构建了国际首个基于纠缠的城域三节点量子网络。该工
作使得现实量子纠缠网络的距离整整由以往的几十米提升至几十
千米，为后续开展盲量子计算、分布式量子计算、量子增强长基线干
涉等量子网络应用奠定了基础。相关成果 5 月 15 日在线发表于国
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团队设计并发展了一套非常精巧的相位控制方案，首先通过超
稳腔稳频来压制控制激光线宽，其次通过光锁相环来构建读写激光
间的相位关联，最后通过远程分时相位比对来构建两节点间的相位
关联。采用以上相位控制技术，并利用量子频率转换，团队成功实
现了相距十几千米远的量子存储器之间的纠缠。以此为基础，研究
团队构建了国际上首个城域三节点量子纠缠网络。该网络可以在
任意两个量子存储器节点间建立纠缠。 （帅俊全 褚尔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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