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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创新工作室的故事
本报记者 钱冀敏 本报通讯员 徐才 摄影报道

世界首个实现全流程智能化作业的煤炭港口，全国首个获评3A级工业
景区的煤炭港口，近三年煤炭吞吐量连续稳居全国港口首位……黄骅港的创
新驱动力，究竟来自哪里——

在偌大的黄骅港码头作业
区，几乎看不到工人现场操作。

“神奇”的是，各种机械取料、装
船有条不紊地进行，把煤炭源源
不断地输送到货轮上……

黄骅港是世界首个实现全
流程智能化作业的煤炭港口，为
全球港口建设输出了“中国智能
港口发展方案”。

智慧港口，创新先行。让我
们一起走进黄骅港的创新工作
室，探寻黄骅港的发展密码。

“老虎再厉害，
也怕群狼”

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黄骅港）刘华琳创新
工作室负责人刘华琳介绍起
团队最新的研究成果，兴奋不
已。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装船机
语音识别系统，通过运用5G+语
音识别等技术手段实现语音控
制装船作业。”刘华琳说，他们研
发的语音智能识别系统属行业
内首创，进一步降低了作业人员
的劳动强度。

走进刘华琳创新工作室，首
先便会被满墙的荣誉证书所吸
引，“中国港口协会创新团队一
等奖”“河北省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

2021 年，刘华琳创新工作
室被国家能源集团授予“优秀科
技创新团队”荣誉称号，并获得
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科学技术
厅授牌。

作为刘华琳创新工作室的
带头人，刘华琳拥有专利授权
55项，获得过国家能源集团“专
利之星”称号，入选河北省“三三
三人才工程”。

“老虎再厉害，也怕群狼。我
们这个创新工作室并不是某个
人能力超群，而是有团队精神。
有什么技术难点，大家就一起分
析解决，思路打开了，难题自然
就会迎刃而解。”刘华琳说。

2017 年，黄骅港为了加快
推进智慧港口建设，从港口各部
门遴选精通现场设备的技术人
员，组建了刘华琳创新工作室。

学历高、年轻化是这个创新
工作室的两大特征，团队 28名
成员，全部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历。其中，中级及以上职称 26
人，占比高达 92.8%，核心成员
平均年龄仅为 34岁，研究方向
涵盖机械、电气、自动控制、大数
据等10余个专业领域。

在智能装船项目研究阶段，
怎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最快
完成装船机移舱作业，曾经是刘
华琳创新工作室研究的难点问
题。

刘华琳介绍说，到黄骅港装
载煤炭的船舶“五花八门”，船型
复杂，并且装船机作业方式不尽
相同，这些给智能装船提出了巨
大挑战。最重要的是还要保证作
业安全，装船机各种限位开关以
及维修平台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他们都要考虑在内。为了攻克这

一难题，团队成员加班加点，针
对移舱路线等问题进行激烈讨
论，一点点计算，一个个方法试
验，终于找到了安全可靠的解决
方案。

刘华琳创新工作室不断加
强科技攻关，推动智能装船系统
在全港成功应用，彻底打通了煤
港智能化作业最后一个环节，使
黄骅港成为世界首个实现翻堆
取装全流程智能化作业的煤炭
港口。

攻克世界性
行业难题

“1997年之前，这里还是一
片苦海沿边的盐碱滩，如今，黄
骅港已跃升为生态智慧能源大
港，俨然是一座海上花园。”每当
有人来参观，汪大春都会这样自
豪地介绍。

汪大春是全国劳动模范、黄
骅港汪大春创新工作室负责人。
2020 年，汪大春创新工作室获
评国家能源集团首批“劳模和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据了解，黄骅港于 2019 年
通过国家 3A级景区验收，在国
内众多煤港中率先建成工业旅
游景区。

从黑煤港到花园式港口，黄
骅港走出了一条绿色环保发展
的嬗变之路。汪大春和他的团队
是推动并实现这一改变的中坚
力量。

煤污治理曾是世界性行业
难题，由汪大春团队开展的煤港
本质长效抑尘课题研究，彻底解
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

在以往的作业生产中，翻车
机一直是煤尘污染的“重灾区”，
是造成煤港起尘的主要原因。要
建设绿色港口，必须解决翻车机
造成的煤尘污染问题。汪大春团
队经多次试验发现，当翻车机底
层漏斗洒水量为作业量 7‰时，
抑尘效果最好。

根据这一重大发现，汪大春
发明了本质长效抑尘技术，在翻

车机底层洒水抑制煤尘的产生。
这项创新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
展览会金奖，并获得 6项发明专
利。

“方法总比问题多”

设备是港口装卸运转的基
本保障，保障设备平安、高效是
崔永祥创新工作室不懈的追求
和目标。面对着生产指标高、维
修体量大、项目数量多的实际情
况，崔永祥和团队成员没有退
缩，坚持“方法总比问题多”的原
则，不断求新求变，走出了一条
黄骅港设备人的创新路。

黄骅港是设 备 依 赖 型 企
业，如何保障设备安全高效地
装卸运输是崔永祥一直思考的
问题。“电机、减速机、液压缸、

皮带……”经过反复研究，崔永
祥决定先从关键部件皮带开始
改进。他深知黄骅港的 100多条
煤炭运输皮带线，承担着煤炭卸
车装船的关键使命，皮带线出现
的皮带划伤撕裂、断裂等故障直
接影响着黄骅港生产运营的效
率，制约着港口全年运输任务的
完成和经济效益。

为此，崔永祥和创新工作
室成员战严寒斗酷暑，与硫化
工、维修工深入交流探讨，了解
他们的困难与期许。正是凭着
一股拼命三郎的牛劲、倔劲和
闯劲，他积极整合团队力量，做
好分工，设计、画图、加工、焊接、
改进……不断探索、尝试、创新，
把传统的皮带更换工艺用一种
新型移动式多功能维修装备进
行了优化提升。

皮带卷收装置、硫化车、维

修车、洒水车……崔永祥和他的
团队经过持续攻关，大大提升了
港口煤炭运输皮带线效率，这项
创新成果解决了黄骅港皮带更
换及回收效率低的问题。他们还
制订了输送带保护开关技术标
准，获得授权专利 3项，可应用
推广于煤炭散杂货港口皮带维
修改造，年平均效益千万元以
上。

通过不断创新，崔永祥创新
工作室成员共获得国家专利 61
项，其中发明专利 11项、实用新
型专利 50项，发表各类科技论
文 10余篇。崔永祥创新工作室
被评为“河北省劳模和工匠人才
创新工作室”。

创新是“金钥匙”

“穆工，我们创新工作室的
提能提效项目获得 2021年国家
能源集团奖励基金了。”黄骅港
穆霄刚创新工作室成员马光辉
高兴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穆霄
刚。

据了解，黄骅港 1997 年 11
月开工建设，2001年 12月建成
运营。黄骅港作为国家西煤东
运、北煤南运的主通道，一期设
备自 2001年投运以来已累计运
行 21年，二期设备自 2004投运
以来已累计运行 18年，设备一
直处于满负荷或超负荷作业状
态，长期的疲劳作业导致设备性
能下降，目前已接近设计使用寿
命。如何解决制约港口发展的瓶
颈，作为电控专业出身的技术人
员，穆霄刚深知长时间故障停机
对设备生产的影响无法估量。

穆霄刚和他的创新工作室
成员曾考虑过设备整体更换，但
综合考量一体化运行等多种因
素，最终确定了设备改造提升的
方案。可是改多少设备、怎么改、
改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摆
在穆霄刚和团队成员眼前的困
难。

哪怕是火焰山也要闯一闯，
技术创新是他们解决这些难题
的“金钥匙”。他们迎难而上，聚
焦“翻车机提能、皮带机匹配、流
程线优化”三大方向，对卸车流
程进行优化、对翻堆线皮带机进
行驱动改造……他们历时 3 年
完成了黄骅港一、二期卸车线的
提能提效改造，使卸车设备系统
安全、环保、稳定等性能得到根
本性改观。

迟金生创新工作室研究的
门机智能控制系统填补了行业
内门机无人智能控制技术空白，
2021年10月被国内权威国家科
技创新成果评审机构评定为国
内领先，标志着黄骅港在同类研
究及应用上取得领跑地位。

创新的触角不断延伸，苗士
勇创新工作室、贾启旺创新工作
室……据了解，黄骅港目前共有
11 个创新工作室，这些创新工
作室有不同的创新方向，涉及多
个专业领域，是黄骅港绿色、智
慧、平安、高效港口建设的“先行
军”。

汪大春带领创新工作室团队攻克世界性行业难题汪大春带领创新工作室团队攻克世界性行业难题

崔永祥崔永祥（（中中））和团队成员走出一条黄骅港设备人的创新路和团队成员走出一条黄骅港设备人的创新路

创新工作室是黄骅港绿色创新工作室是黄骅港绿色、、智慧智慧、、平安平安、、高效港口建设的高效港口建设的““先行军先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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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
转让

沧州火车站前有一中型宾馆因本人无力经营，愿将20年的宾
馆转让，面积1000平方米，38间房，每间房每天3.5元租金，
转让费面议。地址：沧州火车站前 电话：186317167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