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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洛阳分行助力我市实体经济发展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十
二五”相关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务
必继续大力推动新兴清洁能源“煤层
气（煤矿瓦斯）”的商业化和规模化进
程，以此帮助调整煤矿产业结构，消除
安全隐患。洛阳市作为传统工业强
市，城市经济健康发展与能源利用息
息相关。为此，工行洛阳分行认真研
究国家“十二五”规划，结合具体市场
需求，给予致力于煤层气输配的洛阳
通豫新奥煤层气输配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洛阳通豫公司”）强有力的信贷
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洛阳市新能源商
业化和规模化进程。

河南省天然气管道供应发展于

1985年,天然气主要来源于中石油西
气东输一线管道和中原油田天然气。
2004 年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河南省对燃气能源的需求进入了
高速增长期，作为河南省的工业强市，
洛阳市对燃气能源的需求也与日俱
增，洛阳市居民和工业企业对管输天
然气（煤层气）需求迫切。但是，与河
南省整体的气源短缺情况相类似，洛
阳市传统的天然气源已经不能充分支
持居民和工业企业的燃气需求，在供
应量、稳定性、保障性、质量、价格、环
保等方面的不足均阻碍着地方经济的
健康发展，而优质清洁的煤层气作为
与天然气气质相同的新能源，具有极

大的输入利用价值。
煤层气输入管道建设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及地方发展现状，可以满足急
剧增长的燃气需求，将对洛阳市未来
的工业建设和居民生活产生积极影
响，煤层气利用对改善洛阳市自然环
境有积极作用，符合节能减排政策及
卫生城市建设规划。燃气布网输入作
为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工
行洛阳分行自然给予重点研究与大力
支持，作为煤层气输配领域管理程度
与技术含量较高的大型民营企业集

团，洛阳通豫公司的贷款项目得到了
工行洛阳分行的高度关注。本着“以
市场为导向，科学有效信贷”的理念，
结合洛阳市燃气需求的现状，在大量
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我行迅速向通豫
公司投放项目贷款支持煤层气输入管
网建设，极大地推动了洛阳市新能源
引进与利用的进程，这将极大缓解洛
阳市燃气供需矛盾，进一步满足工业
及居民燃气需求，对洛阳市“十二五”
期间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环境建设起到
巨大的推动作用。 （付丽红）

工行洛阳分行积极支持地方新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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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个平凡人，干的是平凡事儿，没啥可报道
的。”7月2日，在桐柏县委组织部，57岁的副部长王修
记在接受采访时反复说。王修记在桐柏县委组织部工
作23年，先后获得中组部“先进个人”称号、河南省“学
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干部”荣誉称号。

见到王修记的时候，他刚做过颈椎手术，手臂和颈
部还不太灵活。

今年年初，王修记因心脏病突发入院。医生检查
时发现，他手掌虎口肌肉萎缩，握拳无力，诊断他不是
心脏病，而是严重的颈椎病压迫神经引起心脏供血不
足，再不治疗就会瘫痪。

由于长期超负荷熬夜加班，饮食不规律，王修记
还经历过一次死亡考验。2001 年春天，长期胃部不
适的王修记开始反复呕吐，经确诊是胃癌晚期，手术
切去了他 3/4 的胃部。术后不久，他又出现在办公
室。领导和同事劝他：“修记啊，再休息休息，能干多
少算多少吧。”王修记说：“我才 40 多岁，能活一天干
一天，能干一天赚一天。”就这样，他热情不减，一干
又是13年。

为给县里提供决策参考，王修记经常下乡调查。
他住在安棚镇万岗村，写出了《后进村整顿要抓住根
本》，指出经济落后是后进村整顿滑坡根源；他在银洞
坡金矿蹲点7天，写出调研文章，提醒企业党组织要在
生产经营中发挥核心作用。在调研过程中，他提出对
村支书进行公职管理、选拔，极大地激发了村级干部干
事创业的热情。

王修记先后在中央、省级报刊上发表100多篇文
章，他提出的“两票制”发展党员、村级组织目标绩效管
理等新机制被县委采纳推行，有些做法还在全省组织
部部长会议上进行经验交流。

“咱在组织部门工作，一举一动都关系党的形象，
能干啥不能干啥，心里得有底。”在组织部门工作20多
年，王修记这样说，也这样做。

王修记当上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后，他给自己定下
原则：不谋私利，不开绿灯，不徇私情。他还要求家
人不说情、不接礼、不打旗号办事。当干部这么多
年，王修记的三个兄妹至今仍在老家务农、打工，他
的女儿大学毕业没工作，有人劝他张张嘴，他纠结很
久，最后还是由女儿自己在外闯荡。

“人可以有私心，但心里要有底线。”虽然遗憾没把
女儿留下来，但王修记毫不后悔自己的坚持。“谁都想
进步想提拔，也都想让家人过得更好，但不能让人指着
脊梁骨说闲话。”

王修记：
平凡工作也能精彩

《河南日报》记者 李铮 通讯员 王广艳

7 月 2 日，邓州市陶营乡卢岗村 9 组的孤儿沈雨
航终于有了户口，解决了自己的入学问题。替沈雨
航奔波解决户口和低保问题的人，就是“邓州编外雷
锋团”的团长——宋清梅，一个将学习雷锋视为一辈
子事业的七旬老人。

在宋清梅的心中，雷锋精神影响了他的一生。54
年来，宋清梅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雷锋的承诺。1960
年，宋清梅入伍成为雷锋的战友，1985年从雷锋生前
所在团第九任团长的职位上退伍，转业后担任邓州市
文明办副主任。对此，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劝他找领导
说一说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职位。“工作没有高低之分，
干啥都一样，只要无愧于党的培养，无愧于雷锋战友的
称号，我就高兴。”就这样，宋清梅在文明办副主任的职
位上干了10年。

退休后的宋清梅依然身体力行弘扬和实践着雷
锋精神。今年 4 月，从邻居那里听说陶营乡卢岗村9
组的沈雨航姐弟 3 人因父亲离世、母亲出走，和奶奶
相依为命生活艰难、辍学在家的消息后，宋清梅奔波
于民政局、公安局之间，先后为沈雨航解决了低保
和户口问题，让今年 5 岁的小雨航得以顺利入学。
而这样的故事在他的身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邻居家中失火，他和老伴迅速送去200元钱和应急衣
物救急；听到南阳师范学院有学生交不起学费，他立
马筹措 1500 元钱送到学生的家中，并持续资助他完
成学业……

“当好学习雷锋的种子，是我的责任，也是我一辈
子的事业。”退休后的宋清梅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了

“邓州编外雷锋团”的发展上。
1997年，宋清梅将原雷锋团的战友联系在一起，

成立“邓州编外雷锋团”，弘扬和宣传雷锋精神。自
2003 年开始，他率领编外雷锋团的成员相继外出作
报告 2000 多场次，足迹踏遍 13 个省市，听众 150 余
万人次。

在宋清梅的带领下，“邓州编外雷锋团”从3个营
560 人发展到现在 19 个营 1 万余人，从邓州走向许
昌、走向郑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学习雷锋志愿服务团
体。

“前不久，‘邓州编外雷锋团’被中央宣传部授予
‘时代楷模’称号。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对我们的鼓
励。今年我们要开始筹办编外雷锋团的网站，8月要
开始对各个营进行业务审核……”说起接下来的工作，
这位七旬老人神采奕奕，干劲儿十足。

宋清梅：
学习雷锋
是我一辈子的事业

《河南日报》记者 李铮 通讯员 吴曼迪

在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门
门楣上“中华轴承科技之星”几个字格外
醒目。这一轴研科技的金字招牌，如今依
靠协同创新，行业引领的光泽越发明亮。

高铁轴承技术实现突破，2兆瓦风电
轴承声名鹊起，高速高刚度电主轴打破垄
断……轴研科技以滚动轴承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为支撑，牵头实施多项国家级
科技项目，新技术、新产品“无中生有”，老
工艺、老产品“有中生新”，如今更通过领
衔行业标准，勇做轴承业“游戏规则”制定
者，质变悄然加速。

协同创新
从“1-1=0”到“1+1＞2”

“ 日 本 NSK，德 国 FAG，美 国
NTN……人家一家国际巨头的研发投入
比你整个行业都要多，还有什么理由不搞
联合攻关？”谈到2010年牵头成立联盟的
背景，轴研科技总工程师叶军的回答开门
见山、一针见血。

话说回来，列数一众联盟成员，中国
轴承行业前八强无一缺席，哈轴、瓦轴、浙
江天马、钱潮轴承个个是行业佼佼者，也
是洛阳轴承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和他
们展开联合攻关，岂不是引狼入室、与狼
共舞？但叶军不这么想。

“联盟成立前，各企业单打独斗，各自
开展科技攻关，研发项目散、少、小，无法
形成合力。一些行业共性问题，研发投入
大、周期长，非一家企业一己之力所能承
担。”叶军说，如果“霸王硬上弓”、恶性竞
争，只能徒增研发风险，导致“1-1=0”的
皆输局面。

单个创新主体很难突破条块分割的
体制障碍，难以推动协同创新，也很难成
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只有成立联盟，突破
条块分割造成的体制障碍，通过利益共享
形成互利共赢的市场化机制，才能促进企
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实现从

“1-1=0”到“1+1＞2”的华丽转身。

背靠高校
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回首联盟4年研发历程，5个国家级
重点项目，4个由轴研科技牵头，1个由洛
轴牵头。中国轴承产业升级这场“大戏”，
洛阳轴承企业“唱主角”。

装备创新，最难“首台套”。在“高速铁
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轴承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项目中，轴研科技联合13家企业和
大专院校开展联合攻关，首套高铁轴承样
品指标达到甚至超越国际同类产品，实现
了国产高铁轴承等技术零的突破。

2012 年启动的“高速精密数控机床
轴承系列产品升级及产业化关键技术研
发”项目，耗资上亿元，周期跨越4年。轴
研科技牵头，轴研科技、哈轴、洛轴、清华、
河科大等共同参与，仅用一年多就突破核
心技术12项。

洛轴牵头的“2兆瓦以上风电装备系
列轴承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填补
了国内机、电、液、测控一体化风电转盘轴
承综合性能实验系统的空白，其中偏航轴
承及变桨轴承、主轴轴承受到多家国内知
名风电企业垂青。

…………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左右翼’，一

边是企业，一边是高校。”面对成绩，叶军
始终保持清醒。我国轴承工业基础理论
研究弱，对于国外很多高端轴承设计知其
然不知其所以然。但高校加盟研发项目，
使形势悄然发生改变。

清华大学摩擦学实验室——我国唯
一的摩擦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扎实的机
械学、摩擦学材料、摩擦化学理论研究，为
节省能量、提高轴承磨损寿命提供了理论
支撑。西安交通大学的机械制造系统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让高端轴承研发和制
造系统的新概念、新方法、新技术有了“亲
密接触”。

联盟成员中的7家高等院校、3家国家
重点实验室，为突破轴承关键基础理论添
砖加瓦。在联盟成员之间，“市场为导向，
研究为基础，产业为目的，产品为纽带”的

“产学研用”一体化链条越结越“紧”。

领衔“行标”
“一子落”引来“满盘活”

“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品牌，
一流企业卖标准。”近两年，这句话在制造
业领域被反复提及。

“发挥中国轴承产业链集群竞争优
势，整体提升中国轴承产业自主创新能
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将其转化为技术
创新优势、行业标准优势和知识产权优
势。”在向记者描述联盟的总体发展目

标时，叶军特地在“行业标准优势”上加
强语音。

21世纪初，中国每出口一台DVD支
付 5 美元的专利费，就是因为 DVD 行业
标准被3C联盟、6C联盟等垄断。

曾经的轴研科技，也想过埋头发展，
宁愿“闷声发大财”也不“勇做出头鸟”。
但牵头组建联盟，制定行业统一标准，让
其初尝当“出头鸟”的甜头。

形成知识产权成果 36 项，制定或修
订技术标准 85 项，牵头起草并组织了 8
项国际标准的制定或修订……这些行业
标准成为联盟企业竞争的利器。

因为，标准为市场所接受后，联盟以
外企业要想达到该标准，就需要付费使用
联盟专利成果。这为联盟企业带来了除
产品外的“第二笔”收入。

相比之下，在36项知识产权成果中，
有32项为共性、共享技术，通过成员之间
的许可，联盟成员可免费使用。“这等于给
联盟一个绝好的保护自我发展的壁垒，让
企业有底气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先
发制人’。”叶军说。

未来，联盟将进一步吸纳具有创新能
力的知名企业、具有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
研发优势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强化技术创
新优势、行业标准优势和知识产权优势，
通过强强联合，奏响洛阳乃至全国轴承产
业转型升级最强音。

本报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张炜

从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到协同创新、领衔“行标”，洛阳轴研
科技引领的滚动轴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不断发展壮大——

做轴承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牵头单位：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企业）
洛阳LYC轴承有限公司
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凯特乐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日升数控轴承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人本集团有限公司
钱潮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高校）
清华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重庆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
广州大学

“滚动轴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名片

■项目名称：洛阳鹏飞耐磨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耐磨材料项目

■地址：汝阳县产业集聚区
■投资金额：3.2亿元
用一种质轻价廉的耐磨陶瓷材料，代

替各行业容易磨损锈蚀的钢铁部位，平均
使用寿命可延长 8 年至 10 年，每年可为
我国节省钢材上千万吨，节约资金400亿
元，在节能降耗方面产生的效益不可估
量。

洛阳鹏飞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正
是这一材料的研发者。日前，该公司耐磨
材料项目已建成，产品拟于8月正式进入
市场。该项目占地112亩，建设耐磨陶瓷
涂料生产线2条、预热器纳米陶瓷内筒生
产线5条、金属基陶瓷复合材料生产线5

条，可年产耐磨材料1.8吨。
“假如把水泥、钢铁、热电厂的熔炉、

立窑、预热器比作人体的‘胃’和‘心脏’，
那么物料的漏斗、溜槽、输送管道等部分则
是‘咽喉’和‘食道’。”公司董事长贾剑光
介绍，耐磨陶瓷涂料被广泛应用于水泥、
钢铁、热电厂运输管道的耐磨部位，而这
些部位在生产中持续处于高温、高风压、
高摩擦等恶劣环境，极易受到腐蚀和磨
损。这些关键部位的更换和维修，少则停
工几天，多则半个月，以日产 5000 吨的
水泥企业核算，维修一次导致直接经济损
失上百万元。

在市场上，寿命长的高品质耐磨陶瓷
涂料长期被一些国外公司垄断，价格十分
昂贵。为降低成本，国内企业只能在最关

键的部位使用进口材料，其余耐磨部位使
用寿命较短的国产材料。

企业要发展，就要靠科技。贾剑光带
领科研人员通过数百次试验，成功研制出
新型耐磨陶瓷涂料，每年可为我国水泥、
钢铁、热电厂等行业节约5亿元，打破了
国外公司垄断，赢得了在世界耐磨陶瓷涂
料行业的“话语权”。

以同样敢为人先的精神，洛阳鹏飞研
发的预热器纳米陶瓷内筒，与耐热钢内筒
相比，在耐高温性、耐磨性、热震性等方面
均胜一筹，可帮助企业改善生产工艺，提
高生产效率。

目前，洛阳鹏飞已被评为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3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35 项、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 5 项，产品出口美国、印度、越
南等国家。

“依靠自主创新，我们成功研制出国
际一流、国内领先的一系列产品，也促使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贾剑光说，项目正式
达产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近7亿元，年利
润总额2亿元，安排就业800余人，“以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为依托，我们将打造全
国最大的非金属耐磨材料生产基地，让洛
阳的耐磨材料走向世界”。

本报见习记者 姜明明 特约记者
吴会菊

洛阳鹏飞：让耐磨材料“飞”向世界

项目建设进行时

用陶瓷代替钢铁，产品寿命延长8年至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