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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揽月、“蛟龙”下海，是我国取得
的重大科技成就。深度超过1000米的地
下深部空间，是各类矿藏的“百宝箱”，同样
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日前，由中信重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实施的“超深井大
型提升装备设计制造及安全运行的基础研
究”项目，被科技部批准为国家973计划项
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中信重工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邹声勇被聘为国家973计
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改写了我省没有企业
牵头实施国家973计划项目的历史。

将促进我国深部资源开发利用
国家973计划项目，是对国家的发展和

科学技术的进步具有全局性和带动性作
用、需要国家大力组织和实施的重大基础
性研究项目。中信重工的“超深井大型提
升装备设计制造及安全运行的基础研究”
项目，旨在解决我国在深部资源开发利用
战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广阔的地下深部空间，蕴藏着丰富的矿
产资源。以煤炭资源为例，我国煤炭总产量
80%以上来自井下开采，目前大多数煤井都
是深度不超过 800 米的浅井。然而，我国
埋藏深度在 1000 米至 2000 米的煤炭资
源约占总储量的53%，如果能够加以开发
利用，将有效解决我国煤炭人均资源短缺、
勘探水平不高、开采利用率较低的问题。

近年，在煤炭开采中，我国开始了千米

深井的建设。此外，“十二五”期间，千万吨
级金属矿山的开发和建设也已启动，开采深
度大多超过1200米，部分超过1800米。然
而，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遇到的技术“短
板”日益凸显。邹声勇介绍，深度超过1000
米的矿井属于超深矿井，其关键装备为超
深矿井大型提升装备。但是，我国还未开
展对超深井提升装备的研究，产品设计及
制造领域仍是空白，制约了我国深部资源
开发利用战略的实施。因此，对超深井提
升装备关键基础技术的研究亟待开展。

项目研发需突破三大技术瓶颈
邹声勇介绍，深部资源开采过程就像

电梯运行，是利用钢绳把货物从低处运送
到高处的过程。然而，无论是载重量、运输
环境，还是运送高度和速度，两者都不在同
一层次。

“运行较快的电梯，运行速度也就每秒6
米，载重量多在1.5吨左右。但超深矿井提
升装备的提升速度要达到每秒18米，载重量
要在数十吨甚至百吨以上，这就对机械的精
密度和稳定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邹声勇
说，在研发过程中，需要解决三大技术难题：
如何牵引、如何稳定牵引和如何安全牵引。

首先，井深的增加，需要更长、更粗的
钢绳来拉动矿物，这意味着绳重大幅增加，
可运输的矿物重量也就相应减少。因此，
项目中的一个课题就是研究通过增加钢绳

数和牵引点来降低绳重。
此外，为了保证设备投用后能产生经

济效益，必须采用高速度和高有效载荷方
式牵引，目前我国浅井提升装备的最高提
升速度为每秒 14 米，而 1500 米深井提升
装备的理想提升速度应大于每秒18米、终
端载荷大于240吨，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可
观效益。高速重载运行时带来的冲击力、
振动力巨大，对提升装备平稳运行带来巨
大挑战。

有了基础设计和控制系统，还需要精密
的监测系统，确保系统安全运行。“地下几千
米的深处，环境远比地上恶劣，如果出现问
题不能有效识别和应对，就可能造成生产
安全事故，这就需要建立失稳机制与状态
识别系统，来确保安全生产。”邹声勇说。

或将打开超百亿元市场
邹声勇介绍，中信重工生产提升装备

已有50年的历史，目前在提升机领域的国
内市场占有率在80%以上，为我国的矿山
机械行业提供了许多重大关键设备。该项
目经费概算 3000 万元，其中申请国家资
助1500万元，自筹1500万元，项目执行期

为5年。在中信重工牵头下，合作单位中
南大学、重庆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将共同承
担相关研发任务。

预计经过5年的研发，项目将突破超
深矿井大型提升装备重负载、高速度、高运
行安全性等关键技术，在超深矿井大型提
升装备设计等方面取得原创性成果，形成
我国自主的超深矿井大型提升装备设计理
论，使我国超深矿井大型提升装备技术研
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研究成果的
转化将使我国具有超深矿井大型提升装备
的设计制造能力，培养一批从事大型提升
装备研究、设计与制造的学术带头人、研究
骨干和工程技术专家。

邹声勇说，未来3年至5年，我国金属、
煤炭矿山将兴建深度超过1000米深井30
个，这些工程在5年至8年预计需要超深矿
井大型提升装备60台套以上，市场规模超
过120亿元，将使我国成为超深矿井大型提
升装备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若项目研
发成功，不仅将填补我国又一重大科技空
白，还有利于中信重工抢占市场高地，进一
步巩固和提升中信重工在矿山机械行业的
龙头地位。本报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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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重工牵头实施国家973计划项目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

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
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

《意见》针对企业兼并重组面临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重点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加
快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二是改善金融服务。三是
落实和完善财税政策。四是完善土地管理和职工
安置政策。五是加强产业政策引导。六是进一步
加强服务和管理。七是健全企业兼并重组的体制
机制。

财政部将在全国推动建立排污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财政部 24 日透露，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
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财政部表示，排
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是发挥市场机制在污
染物减排中作用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有利于污染
物总量控制，也有利于企业减排经济价值市场
化，即企业新增加的排污权需要向政府或其他企
业购买，老企业采取减排等措施形成的富余排污
权（企业取得政府认可排污权超出企业实际污染
物排放数量部分）可以出售，从而促进节能减排
机制长效化。

财政部表示，力争 2 年至 3 年在全国主要省
（市）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

我国将放宽投资准入条件，鼓励
外资参与治理产能过剩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24日说，产能过
剩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在华投资合作的新空间，我
国将进一步放宽市场投资准入条件，鼓励外资参
与治理产能过剩。

苏波说，工信部将制定开放发展长远战略，完
善多边双边投资合作，鼓励跨国公司参与治理产能
过剩，与中国企业合作开展产品结构和工艺技术升
级，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开展协同创新。他同时指
出，要将化解产能过剩和鼓励企业走出去相结合，
支持国内企业在海外靠近市场、靠近资源的地区投
资建厂，引导产能过剩行业向外有序转移。

创业板将启动六大改革措施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21日透露，证监会将
多措并举，全面推进创业板市场改革，推动创业板
市场成为支持创新型、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资
本市场平台。

创业板将重点采取六项改革措施：一是适当
放宽创业板首发财务准入指标，取消持续增长要
求，简化发行条件。二是拓展市场服务覆盖面。
三是建立符合创业板特点的再融资制度，合理设
定发行条件，推出“小额、快速、灵活”的定向增发
机制。四是完善创业板并购重组制度，支持创业
板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实现持续发展。五是完善信
息披露规则，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改进信息披露内
容与质量。六是严格执行退市制度，不允许借壳
上市，抑制投机炒作。

（据《人民日报》2014年3月23日02版）

近日，在位于伊滨区诸葛镇西马社区的
洛阳·中国薰衣草庄园项目工地上，几辆大卡
车正在运输厂房建筑垃圾。在庄园中央景观
带核心区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活动板房内，
薰衣草庄园外联部协调处负责人刘红杰正和
该项目首席服务官——诸葛镇党委副书记冯
春太商量土地上附属物的解决方案。

今年6月，薰衣草庄园项目将完成一
期工程，正式向游客开放。该项目之所以
进展顺利，刘红杰把大部分功劳归于冯春
太设计的“对接屋”以及镇、村两级干部的
真情服务。

“对接屋”让服务不“转弯”
刘红杰所说的“对接屋”，其实就是一

个简易“工棚”，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没有
空调，冬冷夏热。但就在这间小屋里，冯春
太为项目解决了很多建设中的难题。

洛阳·中国薰衣草庄园项目位于伊滨
区诸葛镇西马社区，规划面积6000余亩，
整体规划为三大主题片区。2016 年项目
全部完工后，将成为集旅游观光、特色农

业、养生度假、五星级酒店等功能于一体的
大型创意观光农业园。

从该项目签约时起，冯春太就成了项
目的首席服务官，只要项目推进有难题，他
随叫随到。

在服务过程中，冯春太渐渐发现，虽然
他每天会去项目现场跑几圈，但项目推进中
有急事相关负责人还是要往镇里跑，群众有
难题也要去工地找企业，来回折腾浪费时
间。他和项目负责人商量，把工地上的一个
工棚当作现场办公点，无论大事小事，他每
天都要到“对接屋”来，与项目负责人碰头。

“征地、用工等不少棘手问题，都是在这
间小屋里解决的。”刘红杰说，“以前建项目，
从没遇到过这么贴心负责的项目服务官！”

“镇、村干部就是企业‘娘家人’”
薰衣草庄园项目中的中央景观带建

设，急需租用西马社区106亩土地，但因劳
务问题一度受阻。冯春太和诸葛镇党政办
主任张旭东得知情况后，立即召开专门会
议，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决定变通劳务政策

执行方式，由原来的劳务公开招标变为谁
家流转了土地，就可以参加项目建设劳务
的政策，受到群众拥护，土地很快流转完
毕，项目得以顺利实施。

薰衣草庄园项目腾地涉及 21 家道牙
厂搬迁，其中宋氏道牙厂协议签订完已是
晚上10点，张旭东和诸葛镇副镇长徐朝阳
还没顾得上吃饭。他俩买来馒头、咸菜、一
份炒豆芽，蹲在该厂门口，将就着填饱肚子
后，马上组织人员腾空地面附属物。

“我们老总听我们反映干部服务企业的事
情后很感动，说咱镇、村干部就是企业‘娘
家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肯定延误工
期。”刘红杰说。

为了企业和群众，“再苦再
难也乐意”

春暖花开，正是植树好时节。薰衣草

庄园项目一期“紫香花田”在靠近伊河东侧
有块用地，需抓紧时间平整好种植树木，但
这块地上的21家道牙厂以及一所驾校需
要搬迁。为给项目顺利腾地，冯春太和村
干部当起了企业和群众的“红娘”，对一些需
要时间处理产品的企业，一边督促其想办法
外销，一边亲自牵线搭桥帮其销售产品；对
被征地农民，除进行征地补偿外，冯春太还
进行协调，让他们在薰衣草庄园务工。

“以前不了解，认为镇里领导挺清闲，
现在才发现他们特别辛苦。”该项目建设方
洛阳康鑫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莉红感
慨道。

“干工作哪有不难的？只要企业能发展，
百姓利益不受损，再苦再难也乐意。”提及为
项目付出的艰辛，冯春太这样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 常书香 实习生 元媛 通讯
员 倪俭康 王振华

伊滨区诸葛镇镇、村两级干部创新服务方式，助力薰衣草庄园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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