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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是今年以来东北

工业集团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点发力方向。以科技创新推动

产业创新，特别是以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

技术实现绿色、低碳生产，生产模式全面向

“新”，成为吉林大华在我省汽车零部件产业

链条中站稳脚跟的关键法宝。

走进位于长春新区的吉林大华数字化车

间，墙壁上的生产信息显示大屏正不断刷新

着实时生产数据。数字化车间调度员毕金超

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不时用笔记录，仔细测

算着车间内的生产节拍。

“目前，数字化车间50秒即可下线一枚挠

性飞轮，双质量飞轮则控制在120秒以内。”毕

金超向记者介绍，吉林大华双质量飞轮自动

化装配生产线于2017年8月份正式投产，生

产线配有智能化监控系统，对生产过程中发

生的数据进行监控，如激光打标数据、扭矩监

测数据、出站扫描数据等进行处理和分析，控

制产品质量，同时可自动生成输出实时监控

报表、故障统计报表、产品追溯报表、产能分

析报表、节拍分析报表等生产管理用的实用

报表，并能够进行远程故障诊断。

“企业建成数字化车间后，生产节拍比以

前有了大幅提升，不仅生产效率至少提升35%

以上，产品质量也有了更好的保障。”毕金超

感慨地说。

在一条蜿蜒曲折的挠性飞轮生产线上，

机械手不断舞动，有节奏地抓取着飞轮，流水

线上一枚枚飞轮间距整齐、码放有序，仅有一

名操作工人在产线末端进行着检测工作。

“当前，数字化车间配置有101套桁架机

械手、10台六轴机器人，产线整体自动化率达

75%以上，其中8条自动化生产线为1人多机

操作。”毕金超说，“通过人机隔离、机器换人、

智能检测等手段，使生产过程更加安全可靠，

能够实现‘100%安全 100%可靠 100%放

心’。”

毕金超介绍，产线设计规划时重点关注

操作人员远离安全风险源，通过机械防护、安

全光栅、安全门锁等方式实现设备运行与人

员操作的隔离。

“数字化车间共设置智能防错76项，自动

检测、检验设备16台，包含视觉等检验防错、

智能比对防错，全尺寸自动检测、全性能自动

检验等。同时，还可以对产品进行精确追溯，

上线时进行打二维码，后续所有的加工数据

存储到二维码当中，成品只要通过扫描二维

码就可以知道所有工序的加工信息，实现精

确追溯，产品智能管控。”毕金超说。

来到数字化车间的成品区，AGV自动搬运

车往来穿梭，一箱箱打包好的飞轮产品即将

运往国内外市场。

“这里是我们最新的自动化立体仓库。”

毕金超表示，自动化立体仓库能够实现高层

货架、自动存取、自动控制等功能，同时，可以

对物料计划管理、库存管理、统计查询、手持

终端管理、接口管理、监控调度等进行平台化

管控，进而实现从原材料收货、存货、盘点、取

货、配送以及成品配送至成品暂存库的全程

自动化和信息化管理。

行走在吉林大华数字化车间，大型机械

作业的声音并不嘈杂，完全不影响工人们的

正常交流，1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内，丝毫闻不

到机械油液与生产废气散发出的刺鼻味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吉林大华数

字化车间不仅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在绿色

低碳与环保层面同样出色，通过自主创新与

购置先进的生产、用电、排风等设备与技术，

吉林大华在2017年成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命名

的首批“绿色工厂”。

毕金超告诉记者，汽车飞轮产品属于机

械加工类作业，凡是机械加工都会产生有毒

有害气体，吉林大华数字化车间安装了先进

的通风排气系统，并随时保持畅通状态，对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液体废弃物采取沉淀、过滤

后再进行收集，对固体废弃物采取清洗、挑选

后回收的措施。

“保障车间内拥有良好的空气质量，对于

工人身体健康和安全生产都极为关键。”毕金

超表示，近年来，数字化车间投入1200余万元

实施了空气净化工程，购置了数台大型空气

净化器，保障了车间内的空气质量。

据悉，自2021年开始，吉林大华根据现有

产品结构及工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切削液等

含油废液情况，成立了工业废液减量化攻关

小组。攻关小组围绕废液净化处理设备的工

艺流程、投资、运行费用、优缺点等内容进行

详细分析，采用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同时，

增加了前置收集水箱、设备观察窗、泄漏接水

槽、抽水泵等相关手段，形成收集处置应急全

链条运行模式，筑牢减排环保屏障。以实践

为基础，攻关小组还形成了《工业废液零排放

项目工程研究应用》案例，为全行业的废液零

排放处理提供了优秀、可借鉴的操作方法。

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汽车飞轮与齿圈总

成制造企业，吉林大华数字化车间以面向汽

车产业智能发展为迫切需要，重点围绕双质

量飞轮和挠性飞轮产品进行工艺流程的智能

化生产和质量控制，全面提升了企业的数字

化、智能化、绿色低碳生产水平。

“2023年，吉林大华在国内外两个市场

上共销售飞轮与齿圈总成达712万套，两个

市场的产品占有率均创下新高。”吉林大华

总经理王红岩向记者表示，今年，吉林大华

将继续加大转型力度，逐步将全部产品线

打造成数字化产线，持续在节能降碳和环

保领域做文章，打造新型现代化绿色工厂，

为企业与全省汽车零部件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不断注入动能，在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这条发展快车道上不断前行。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乘“数”逐“绿”向“新”前行
——吉林大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生产见闻

本报记者 何泽溟

本报讯（记者邱国强）近日，省邮政管理局发布

2023 年吉林省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邮

政 行 业 寄 递 业 务 量 完 成 10.96 亿 件 ，同 比 增 长

20.29%。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 7.69 亿件，同比增

长 32.16%。

2023 年邮政公司函件业务量完成 572.29 万件，

同比增长 16.33%；包裹业务量完成 30.33 万件，同比

增长 104.24%。2023 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

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完成 133.53 亿元，同

比增长 15.8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完成 83.13 亿

元，同比增长 16.46%。快递业务收入占行业总收入

的比重为 62.26%，比上年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

省邮政管理局
发布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本报讯（记者杨悦）为持续推动城市绿色转型，

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近日，在长春市委、市政

府的统筹下，在国网长春供电公司与长发集团的积

极推动下，长春中泰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和长春市长

发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成功签订《“促进能源转型、

助力产业发展”绿电服务合作框架协议》，以政企

联动的创新方式，共同激发长春地区“绿电+消纳”

新动能。

当前，以风电、光伏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绿

电”，是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供给体系的主力

军。长春市地处我省地理中心，农安、德惠等北部

区域风力资源丰富，新能源开发潜力巨大。同时，

长春也是我省的“电力负荷消纳中心”，一季度，长

春地区全社会用电量达 96.08 亿千瓦时，占全省增

量的 44.79%。

如何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高水平保

护，促进新能源开发与负荷增长良性互动？“绿电+消

纳”给出了完美答卷。

据了解，该协议签订后，双方将组建合资公司，为增

量企业、政府部门和发电企业提供“三段式”绿能服务，

即“增量企业终端用能优惠服务”“政府部门前端审批决

策服务”“发电企业配套开发咨询服务”，全力提升长春

地区绿电消纳能力，实现多方共赢。

“绿电+消纳”业务的广泛开展，还将进一步优化区

域营商环境，通过低价绿电，有效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激

发经营主体活力，吸引拉动区域招商引资投资，助力区

域经济快速发展。

据预测，长春市“绿电+消纳”政策落地实施后，

企业用能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签约双方也将以本

次签约为契机，在完善“绿电+消纳”政策上出实

招，在发挥绿色低碳应用上拓新路，抢抓机遇、乘

势而起，共同构建春城绿色电网，推动城市经济绿

色高效发展。

政企联动 多方共赢
长春市创新模式提升绿电消纳能力

吉林大华数字化车间入口。

本报讯（记者何泽溟）近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贝洛奥

里藏特市（以下简称贝洛市）24列地铁列车项目签约仪式在巴

西贝洛市举行。此举标志着我国地铁列车将首次服务于巴西

贝洛市，为当地民众提供智慧出行方案。

贝洛市是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同时也是该州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此次签约的24列地铁列车可实现自动驾驶，

运行速度达80公里每小时。根据贝洛市轨道交通的运营规

划，这些列车将服务于城市1号线及正在建设的2号线，缓解

当地交通压力。

中车长客设计团队基于成熟可靠的车辆平台，结合贝洛

地铁的技术要求和运营需求，在满足列车安全可靠舒适的基

础上，综合考虑车辆全寿命周期的可维护性，运用智能先进、

节能环保等设计理念，为当地出行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中车长客服务于巴西轨道交通领域以来，持续为巴西智

慧城市建设提供“中国方案”，交付的轨道车辆服务巴西世界

杯、里约奥运会等重要国际赛事和活动，为巴西民众和游客提

供了经济、便捷、高效的出行体验。此次项目的成功签约将有

效提升贝洛市轨道交通服务水平，为深化中国与巴西的务实

合作注入新动力。

中车长客出口巴西24列地铁列车项目签约

本报讯（记者华泰来 通讯员谭欣洁）一次对标交流发现

的“小线索”，让吉林石化化肥厂“顺藤摸瓜”，成功实施了丁辛

醇混醛回收项目，实现了210万元的创效价值。

日前，记者走进吉林石化化肥厂丁辛醇装置现场中间产

品罐区，看到一条新近配置的管线，粗细和一元硬币直径相

近。每天有1.2吨混醛顺着这条管线，从炬醌公司流入丁辛醇

装置储罐，重新成为生产丁辛醇产品的“原料”。

“今年2月，我们在与四川石化丁辛醇装置对标交流中，发

现我厂丁辛醇装置的驰放气各组分之和并未像四川石化一样

达到100%。”吉林石化化肥厂常务副厂长李伟介绍，经过该厂

对标团队研究分析，推测目前厂内作为废气处理的辛醇装置

驰放气中可能夹带了混醛。最终，对标团队经过仔细检验，结

果完全印证了这一判断。

既然有混醛，能否分离利用，进一步创效？

为此，该厂组织成立攻关团队，与负责该厂“废气”处理的

炬醌公司多次研究，利用该公司分离塔进一步从“废气”中分

离混醛，将其纯度提高到93%，可实现再送回丁辛醇装置作为

原料使用。3月20日，该方案获批通过。

本着“花小钱、办大事”的原则，该厂技术人员利用原有闲

置管线与废气输送管线搭接，以极低成本形成了全长1000多

米的混醛回收线。整个回收路径中，新配置的管段长度不到

10米，真正实现了“小投入”换来“大产出”。

截至目前，该厂丁辛醇装置已经回收混醛45吨，达到了

预期目标。

抓住“小线索” 实现新价值

本报讯（崔 珂 岩 冯 迪
记者聂芳芳）近期，在白山市

江源区湾沟镇一带，矿山生

态修复工程正在紧张作业，

挖掘机、推土机震耳轰鸣，渣

土车来回穿梭，现场技术管

理、安全巡查人员严密监控，

工地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

象。

眼前看到的就是由中国

水电一局承建的吉林长白山

森林带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两江源头(江源段)历史遗留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

程，位于我省东南部、白山市

西部（属国家“双重”规划范

围中的“东北森林带”），紧邻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

区，且是两江（浑江和汤河，

分别为鸭绿江和松花江重要

支流）源头，具有重要的生态

意义。

“江源矿山生态修复项

目作为吉林省2023年重点生

态保护修复治理项目，2023

年 10 月，我们建设团队首次

进入江源湾沟及松树片区。

当时放眼望去，群山连绵，一

块块裸露的采矿区域分布其

中，格外刺目，植被破坏严

重，山体尘土飞扬，废弃的矿

区如同空城。”中国水电一局

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场景。

记者看到 ，目前 ，湾沟

及松树片区的地貌已经有

了很大改观，矿点堆积煤矸

石形成的高陡边坡不见了，

精心修整的梯级边坡上冒

出了星星点点的绿意；废弃

的 矿 坑 、危 险 重 重 的 坑 洞

被 修 复 ，裸 露 的 山 体 开 始

恢复生机。

湾 沟 村 民 孙 希 芹 感 慨

道：“项目一进来，先修路，

不仅道路好了，还有交通指挥员，我们在项目上干

活，都是地表作业，每天还做班前安全教育，生命安

全有了保障。俗话说的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每天眼瞅着废弃的老矿山慢慢变好，别提多开心了，

咱长白山山货多，等项目建完了，上山采采蘑菇、采

采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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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华泰来）5 月 28 日 11 时 30 分，一辆白色

车身的解放 J7卡车缓缓驶出生产线，代表一汽解放 J7智

能工厂迎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2024 年第

10000辆整车正式下线，较2023年提前 5个月突破万辆。

2021年末，一汽解放J7整车智能工厂在长春落成，占

地 5.55 万平方米，总投资 11.25 亿元。在我省及长春市

的大力支持下，该厂建设创造了周期仅500余天的纪录。

一汽解放J7整车智能工厂被誉为商用车智能制造的

“超级工厂”，集自动化、柔性化、数智化于一体，在生产、

质量、设备、物流、能源等领域全过程广泛应用了数据采

集及分析、信息智能推送与智能决策等行业前沿技术，多

项技术属行业首创。该厂落成后，提供新增产能 5万辆，

使一汽解放长春基地总产能攀升至 15万辆，并拥有了高

端化、智能化、国际化的顶级汽车智能制造工厂。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一汽解

放推出了定位于国内最高端以 J7 创领版 CA6SX1 牵引车

为主的 J7 天然气系列产品，深受广大商用车用户的喜

爱。在海外市场，J7 出口表现亮眼，今年 1—5月出口超

7000 辆，遍布秘鲁、墨西哥、沙特等国家。在拓展销售、

提高产能期间，一汽解放提前谋划，紧盯瓶颈资源，强化

产销对接，推进科学排产，全力确保物料供应、装备保

障、风险管控等环节，保证生产稳定，刷新了单班日产

140 辆整车的纪录。

一汽解放J7智能工厂

2024年第10000辆整车下线

生产线上的机械手正在抓取飞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