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文化 2023年3月10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刘珊珊 视觉编辑：刘欣瑜

唐山三友集团

吹响科技支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
有机硅新材料实验室里，副产物高值化

利用技术攻关正在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
部，刚从清华大学调研交流回来的工作人员
正在探讨下一步合作事宜……唐山三友集团
每一处都涌动着科技创新的“春之景”，吹响
了以科技支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冲锋号。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三
年上、五年强’专项行动力度，按照‘以高
科技作为核心驱动力、以高投入打造核心增
长极’的‘两高双核’工作思路，全力打造
高科技企业。”三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王春生描绘了企业的科技创新蓝图。

完善创新体制机制，激活
“一池水”

在三友集团，有一座当地无人不知、无
人不晓的地标性建筑——技术中心
大楼，由于造型像晶体，象征
三友所处的盐化工领域，
被人亲切地称之为“大
盐粒”。据技术中心负
责人介绍，过去的
一年，这里的研发
人 员 增 加 了 2 倍
之多。

原来，去年
年初，三友集团
重新组建了技术
中心，在过去创
新 管 理 的 基 础
上，进一步拓展了
产学研合作、实体
研发、工艺设计等职
能，重点加大了对前沿
性、基础性技术的研究应
用力度。

组织机构的改革源于创新观念上
的巨大变革，王春生指出，企业能否长治久
安，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

近年来，三友集团提出了“向海洋转
身、向绿色转型、向高质量转变”的战略规
划，并在现有“两碱一化”（纯碱、氯碱、化
纤） 循环经济产业基础上，大步向产业链中
高端迈进，谋划构建了“三链一群”（“两碱

一化”循环经济产业链、有机硅新材料产业
链、精细化工产业链、新能源新材料“双
新”战略产业集群） 产业布局。而在产业布
局谋划之初，“以科技创新为转型发展定方向
定项目、为进军新领域作支撑作保障”的谋
篇布局就已起笔。

为此，三友集团先后出台了 《研发投入
“三年上、五年强”专项行动规划》《费用化
研发项目管理办法》《科技创新考核细则》等
制度性文件，以制度优化创新生态的路径越
来越清晰。

前不久，参与“单线15万吨/年再生纤维
素纤维技术装备集成开发及产业化”研发项
目小组成员王宝柱激动地说：“项目小组拿到
了两笔 20万元的奖励，一笔是省科技奖励资
金，一笔是企业按照 1∶1比例对重要贡献人

员进行的额外奖励。”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享，
是三友集团让科研人员尝

到实实在在“甜头”的
一个缩影，此外，包

括建立研究员职级
体 系 、 打 通 研 发
人员成长晋升通
道，推行“揭榜
挂帅”、实行人
员 赛 马 等 机
制，极大地激发
了科研人员的积
极 性 与 创 造 性 ，
科 技 创 新 的 土 壤

越来越肥沃。
栽下梧桐树，引来

金凤凰，创新人才引进
是系列配套制度的又一“重

头戏”。聚焦引育一流创新人才，
三友集团加快实施“5311”人才引进计

划，即通过签订协议工资、提高津贴以及发放
一次性安家费等措施，确保未来五年引进优秀
大学生不少于 500 人，2025 年前引进不少于
300人，其中硕博100人，“双一流”本科100人。
近期，三友集团还通过“柔性+专聘”的方式，与
四川大学院士团队建立了合作关系，人才引育
的头雁效应和集聚效应逐渐凸显。目前，三友

集团新引进化工、机械等对口专业大学生 89
人，其中硕士研究生42人。

搭建高水平研发平台，扩大
创新“朋友圈”

高水平研发平台建设是提升企业科技创
新水平的重要载体，是实现产业链—创新链协
同发展的坚实保障。

2 月 22 日，三友集团依托特邀院
士工作站，与中科海钠就年产 10
万吨电池级碳酸钠项目签订合
作协议，标志着三友在布局
新赛道上迈出坚实一步。

作为中科院物理所科
技成果转化基地，中科海
钠公司是全球公认的钠离
子电池领域头部企业，也是
国际少数拥有钠离子电池
核心专利与技术的电池企业
之一。签约前的一年多时间里，
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交流，三
友集团凭借自身在精细化工方面的
产业优势进行了持续地研发攻关，钠电池用
碳酸钠各项指标实现了全面突破，符合钠离子
电池的生产要求，通过了中科海钠试用。

“与强者为伍、与智者同行”，不断加强与
具有竞争力、引领力和攻关实力的高校、科研
院所、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是三友集
团推进协同创新的重要思路。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配置
产业链。随着全省上下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抓
紧推进项目建设，三友集团也将今年作为“项
目建设年”，重点瞄准战新产业，高端电子化学
品产业园项目就是其中的代表。在技术层面，
该项目与国家集成电路高纯化学品工程中心
合作，规划电子化学品、电子特气和第三代半
导体化学品三大类 38 种产品，产品纯度达到
5N 级，是真正面向国产芯片等重大国家战略
需求的创新之举。

“借船出海”提升创新优势，目前，三友集
团通过深化与中科院、北京化工大学、以色列
IDE公司等科研院所、知名高校及科技企业的
产学研合作，形成了 26个校企创新联合体、创
新合作联盟。

“我们将紧盯打造创
新研发、技术支撑、战略
合作‘三大平台’，在现
有‘两站一中心’和 4 家
高新技术企业、4 家省级

技术创新中心的基础上，
至‘十四五’末，再争创 2 家

国家级实验室、技术中心，组
建化工新材料等 5 大研究院。”三

友集团技术中心副主任齐文玲介绍。

强化核心技术攻关，打造原创
技术策源地

近年来，为解决水资源短缺的瓶颈问题，
我国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产业，仅唐山市海水淡
化规模就高达 14万吨/天。随之产生的大量副
产物浓海水怎么变废为宝？经过十几年如一日
的技术摸索，目前，三友集团在全世界率先掌
握将浓海水用于纯碱生产的技术，现在又将眼
光放到将浓海水用于氯碱生产上，立志成为行
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

走进三友集团氯碱公司实验室，操作台上
标注着不同序列号的量杯排列整齐，研发人员
一个晃动手里的试管、一个认真做着实验记
录，碳酸钠除钙镁的实验攻关正有序推进，这
也是公司推进“海水淡化副产浓海水在氯碱行
业的资源化利用及工程示范”项目的关键
一步。

“目前，实验室技术已基本成熟，预计经产
业化应用后年可节约原盐 2万吨，减少生产水
消耗 40 万方，年可创效 1000 余万元。”谈到项

目的未来前景，三友集团氯碱公司研发部副部
长代春春充满了信心。

攻克一批行业关键技术，开发一批前沿高
端产品。

“莱赛尔纤维被誉为‘21 世纪绿色纤维’，
是我们的‘拳头’产品，整个生产过程无化学反
应，废弃物可生物降解，真正做到了全过程绿
色生产。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易染色不易褪色，
面料下垂感好，是高档纺织品的首选材料。”三
友集团化纤公司中试车间周殿朋介绍。

围绕做精高端产品，科研人员持续提升产
品品质：“今年，我们进一步开发出了莱赛尔纤
维的升级版——莱赛尔交联纤维，用其纺织出
的面料穿着更舒适、挺阔感更好，每吨价格比
初代产品高3000-6000元。”

近年来，三友集团每年投入超千万元，用
于莱赛尔纤维产品升级和技术升级，不仅实现
了国产莱赛尔纤维的低能耗，而且生产成本大
幅降低，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突出“从 0 到 1”原创导向，三友集团围绕
落实研发投入“三年上、五年强”专项行动，紧
盯“六个倍增、两个过半、两个突破”创新目标，
加大研发投入，每年实施研发项目300余项，实
施一批关键技术攻关，研发一批国内领先、国
际一流的高新技术产品，正朝着成为北方化工
产业原创技术策源地阔步迈进。

布局新赛道，塑造新优势，激活新动能。把
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
最大增量，三友集团的转型发展迎来了更广阔
的水域，更壮阔的航程。

（于丹阳、班歌）

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莱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莱
赛尔纤维产品提质实验赛尔纤维产品提质实验。。

三友集团地标性建筑三友集团地标性建筑——技术中心大楼技术中心大楼。。

研发团队积极推进浓海研发团队积极推进浓海
水在氯碱行业水在氯碱行业利利用项目用项目。。

曲阳陈氏定窑非遗工坊：

让传统技艺成为致富手艺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

“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定瓷文化
源远流长，经过长久发展的定瓷，早已由单
一产品走向了特色文化产业之路，品牌效
应日益凸显，从业人数和消费群体也逐年
上升。古老非遗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
力和活力，为乡村振兴助力。

■ 入选全国“非遗工坊典型
案例”榜单

揉泥、拉坯、修坯、刻花、跳刀、施釉、烧
窑……2 月 17 日，在河北省曲阳陈氏定窑
瓷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按照
定瓷烧制流程，借助现代化的设备和新技
术有条不紊地制作着一件件精美的瓷器。

2020年，依托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定瓷烧制技艺，由河北省曲阳陈氏定窑瓷
业有限公司牵头建设、运营的陈氏定窑非
遗工坊挂牌成立。两年多以来，陈氏定窑
非遗工坊开展了游学体验、技术培训等一
系列公益性活动，还吸纳了不少脱贫人口
和低收入家庭进行技能培训，带动他们就
业。今年初，陈氏定窑非遗工坊凭借突出
的工作成效、良好的社会效果、人民群众认
可度高的优势，成功入选全国“非遗工坊典
型案例”榜单，呈现出新时代非遗助力乡村
振兴的美丽图景。

曲阳县地处太行山、燕山山脉集中连
片特困区内，土地贫瘠、植被稀少，土地开
发利用价值低，导致工农业发展受限，一度
被确定为省级贫困县。2018年底，靠着定
瓷、雕刻、光伏、鸭梨等知名特色产业，曲阳
县成功脱贫摘帽踏上乡村振兴之路，而这
离不开政府和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曲阳
人的努力。

■ 保护和利用好非遗，为乡村
振兴激发产业活力

定瓷作为纯手工的传统非遗技艺，需
要更好地融合当代审美和生活需求，才能
实现其应有价值。如何创造出具有时代特
色的高质量产品？国家级非遗定瓷烧制技
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河北省曲阳陈氏定
窑瓷业有限公司艺术总监庞永辉将目光转
向定瓷行业人才培养，推进产品创新，推动

当地分散的定瓷作坊聚集形成规模，在促
进定瓷文化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定瓷非遗产
业成功融入乡村振兴国家重大战略。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几千年
来绵延传承的‘生命记忆’和‘文化基因’。”
在庞永辉看来，只有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
文化遗产，才能为乡村振兴激发产业活力、
注入文化动力、凝聚发展合力。

依托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管理团队及设计、销售平台和曲阳县
定瓷职业培训学校场地、师资及培训设施，
截至2022年底，陈氏定窑非遗工坊开展了
原料加工、成型、装饰等公益性技能培训
16 期，培训学员 600 余人，带动就业近 800
人，学员毕业后或在公司、作坊就业，或回
乡自主创业创立自己的定瓷品牌，年收入
达2万至5万元，为定瓷行业发展和乡村振
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现在正在做的是定瓷装饰里面的
剔花工作，主要是对这个定瓷莲瓣纹茶盏
半成品进行莲瓣纹的刮瓣，这道工序要求
手要稳，盏面要刮平。”来自曲阳县灵山镇
的韩霜月一边刮瓣，一边向记者介绍着技
术要领。2020年，韩霜月在陈氏定窑非遗

工坊参加完培训后，留在了曲阳陈氏定窑
瓷业有限公司从事定瓷的装饰工作，如今
她的年收入超过 3 万元，有手艺有稳定收
入，韩霜月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在曲阳县，像韩霜月这样的人还有不
少。除了带动当地脱贫人员就业，在陈氏
定窑非遗工坊的技能输出和带动下，截至
2021 年底，曲阳县定瓷企业、作坊已发展
到200多家，从业人员5000多人，初步形成
了传统瓷、日用瓷、艺术瓷 3大系列 400多
个品种，年产值近2亿元，定瓷已经成为曲
阳县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重要产业。

■ 坚持定窑艺术瓷和生活瓷
两条腿走路

在曲阳陈氏定窑瓷业有限公司一楼大
厅内，有两个定瓷展厅：一个陈列的是出自
定瓷大师之手的精美艺术品，一个陈列的
是符合现代审美和需求的日常生活用瓷产
品。这两个展厅展出的产品向前来参观的
人们很好地诠释了当前定瓷发展的定位，
即坚持定窑艺术瓷和生活瓷两条腿走路。

“要想真正地把定瓷文化一代代传承
下去，就必须要把传统技艺和当代文化相

结合，让定瓷活在当下、服务当代，让当代
人也能切实享受到定瓷文化产品带来的物
质和精神愉悦。”河北省曲阳陈氏定窑瓷业
有限公司总工艺师韩庆芳在陈氏定窑非遗
工坊主要对学员进行定瓷装饰培训，在她
看来，创新是为了更好地传承。

近年来，随着定瓷产品转型，陈氏定窑
非遗工坊加大了日用瓷研发力度，工坊与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华北电力大学等高校
进行产学研合作，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
相结合，设计、生产出造型新颖、时尚大方
的茶具、酒器等日用瓷产品，并获得外观专
利。这些产品传承传统技艺、立足当代审
美，强调赏用结合的设计理念，提升了定瓷
品质，上市后受到消费者喜爱，为工坊带来
一百余万元的单品销售额。

其实，在曲阳，像这样的非遗工坊有
200余家，产业覆盖周边几十个村。近年来，
曲阳县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有机结合，以建设非遗工坊为着力
点，多次开展线上线下技能培训，成功带动
近万人就业，充分发挥非遗产业在脱贫攻
坚中的“扶志、扶智”作用，使得曲阳非遗从
代代相传的“指尖技艺”，完成了向促进乡
村振兴的“指尖经济”的转变。

坚持“两创”河北非遗实践②

在曲阳陈
氏定窑非遗工
坊生产车间，
韩庆芳（右二）
正在指导工作
人员进行剔花
装饰工作。
河北日报记者

田 恬摄

23名合同制作家
签约河北文学院

河北日报讯（记者肖煜）2月
27日，河北文学院第十六届合同
制作家签约仪式在省作协举行。
刘荣书、虽然、白月霞、解飞扬、李
浩然等 23 名作家获聘本届合同
制作家。

此次选聘工作突出创作成
绩，形成年龄梯次，力求激发合同
制作家的创作激情，为推出文学
精品奠定基础。新一届合同制作
家中既有“60 后”“70 后”文学中
坚力量，又有在文学之路上初露
锋芒的“90后”作家，组成了年龄
和创作结构较为合理的作家队
伍。本届签约作家平均年龄42.4
岁，其中“60后”作家2人，占总人
数的8.7%；“70后”作家8人，占总
人数的 34.8﹪；“80 后”作家 10

人，占总人数的43.5﹪；“90后”作
家3人，占总人数的13%。

据悉，河北文学院合同制作
家每两年选聘一届。从 1991 年
建院至今，河北文学院已聘任合
同制作家 16 届，共计 446 人次。
很多活跃在当代文坛的河北作家
都曾在这里学习、深造，并由此走
上更广阔的文学之路，合同制作
家选聘机制已成为推动我省文学
精品创作的重要抓手。河北文学
院建院以来，累计有 7 人次获鲁
迅文学奖，8人次获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54人次获河北省文艺振
兴奖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为繁荣河北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

关仁山长篇小说《白洋淀上》引专家热议——

给现实主义文学带来新活力
河北日报讯（记者肖煜）

近 日，由作家出版社、省委宣传
部、省作协共同主办的关仁山长
篇小说《白洋淀上》研讨会在北京
举行。吴义勤、胡友笋、何向阳、
胡平、张陵、张清华、李洱、张莉、
岳雯、丛治辰、王国平等知名作
家、评论家围绕作品的思想内涵、
人物形象、艺术价值等展开研讨。

长篇小说《白洋淀上》是中国
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推出的首部作品，以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背
景，以白洋淀渔民王永泰和他三
个儿子王决心、杨义成和王德为
核心展开命运故事。中国作协党
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
勤认为，《白洋淀上》作为一部与
时代同行的现实主义力作，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生动
实践。它既是现实主义文学作
品，同时也洋溢着理想主义、浪漫
主义气息，文化韵味浓厚，地域特
色鲜明，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
新境界。

当下，如何创作重大题材作
品已成为文学界备受关注的课
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
张清华认为，《白洋淀上》从生活
内部入手，以白洋淀王家寨几代
村民为载体，艺术地再现了白洋
淀人的精神裂变和灵魂新生，展
现了时代变迁的重大主题，塑造
了新的文学典型形象，写出了历
史纵深感。

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王
国平认为，这部小说历史与现实
交织、传统意识与现代观念碰撞、
乡村伦理与城市文明交融，写出
了新时代新生活内在的复杂性。
这种对深层问题的揭示，使作品
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既具有文
学价值，也具有社会学价值。

“《白洋淀上》借鉴了网络小
说的写作手法，是属于这个时代的
写作方式，给现实主义文学带来新
活力。”中国作协创研部文学理论
处处长、青年评论家岳雯表示，《白
洋淀上》三卷本共117万字，虽然
篇幅长，但读起来并不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