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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兴则产业兴，技能强则产业
强。近年来，四川省绵竹市持续深化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着力
加强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积极
为产业工人成长成才、职业发展铺就
“宽跑道”，助力产业工人化“工”为
“匠”，努力培养造就一支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赋能绵
竹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强人才培养 转化创新成果
白酒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绵竹市委、市政府结合白酒产业
发展实际，专门出台了《绵竹市打造
白酒产业人才聚集高地若干政策措
施（试行）》十条措施，真金白银支持
酒企引进和培育一批白酒类专业技
术、科研、经营管理等高层次人才和
团队。同时，进一步深化校地校企合
作，与中国化工学会、四川大学化工
学院、四川省酿酒研究所等 5家单位
签订合作协议，以人才增量撬动产业
增质。2023年，绵竹市新增国家级白

酒评委 10人，总人数达到 25人；新
增省级白酒评委 30人，总人数达到
79人。

绵竹市各大白酒企业围绕“人
才兴企”，积极推动技能培训提质
增效、技能竞赛提档升级，切实为
行业领域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成长
成才营造良好环境，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成效明显。

搭建创新平台 增强发展动能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好的环境。
近年来，绵竹市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用于企业创新工作室创建、日常
运行以及培训教育，着力打造和培养
一批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新
型劳动者，让创新工作室成为职工创
新的“大舞台”，汇聚起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动能。

近日，在龙蟒大地农业有限公司
王青松创新工作室里，王青松与工作
室成员围坐在一起，开展相关业务和

理论知识学习。随后，他带领工作室
成员深入企业复合肥生产车间，开展
实践操作，进一步从生产流程上寻优
化，从细微处找效益。

王青松作为一名 90后，参加工
作不到 10 年，通过工艺开发、技改
等一线工作的磨练，已然成为公司
青年工艺人才的典型代表。2023
年，王青松创新工作室成立。在他的
引领下，该工作室以“师带徒”的形
式，搭建了一个培育后备人才、推进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专业平台，
真正形成一人带动一群、一群带动
一片的“头雁效应”。目前，王青松创
新工作室已完成创新成果 8 项，成
果转化 4项，授权发明专利 2项。专
利和成果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
效解决了磷酸盐、磷复肥、锂电材料
生产中遇到的瓶颈问题。

近年来，绵竹市建成省、市、县级
劳模（职工）创新工作室 18个，国家
级、省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各 1
个，获得各类科研成果 60余项，专利
40余项，产生经济效益过亿元。同

时，积极培树先进典型，1人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3人荣获“四川省
五一劳动奖章”，13人荣获“德阳市
五一劳动奖章”，2 人获评“四川工
匠”，9人获评“德阳工匠”。

技能是产业工人的立业之本。近
年来，绵竹市着眼产业发展，盯紧人
才培育，采取“1+N”的培训形式，量
身定制技能培训“菜单”，开办电工、
机修钳工、机具修复工、安装施工等
多种技能培训班，参训职工达 7700
余人次。

同时，聚焦食品、化工、新材料等
支柱产业和重点工程（项目），举办多
届“绵竹工匠杯”等技能大赛。全市规
模以上企业每年举办劳动竞赛，参赛
面达到 90%以上，参赛职工达 10万
人次。打造绵竹职业中学酿酒专业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建立数控车
间、机械加工综合车间、焊工实训室
等 14个实训场地，开展德阳市首批
“职普融通”试点，探索打通优质升学
“双通道”，实现产、学、研完美融合，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珠海航展）成都青羊航空新城展位上，“C
位”展品无疑是“文鳐”———最新一代“成都
青羊造”eVTOL（electric Vertical Take -off
and Landing），即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11月 12日，珠海航展开幕当天，四川巽
飞航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巽飞
航空）举行新品发布会，“文鳐”正式向公众
揭开面纱。
“不需要跑道，垂直起降，最高设计时速

可达 300公里。”巽飞航空董事长吴峻峰告
诉记者，“文鳐”无人货运版本拟于 2年后推
向市场，4-5 座载人版拟于 5 年后推向市
场。

“文鳐”来了！

在珠海航展青羊展区，“文鳐”的展位非
常显眼。时尚流畅的造型、充满未来感的设
计，不禁让人眼前一亮。
“这次展出的是我们的工程缩比样机。”

吴峻峰告诉记者，“文鳐”的总体布局已经基
本确定了，不会有大的改变。在城市地面交
通拥堵的情况下，无需机场和跑道，“文鳐”
的应用场景更加丰富，为未来空中交通出行
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根据巽飞航空提供的数据显示，飞机采
用倾转旋翼设计，最大起飞重量 1600千克，
续航里程 300千米，巡航速度 250千米/小
时，巡航时间 70分钟。载客 4人。飞机采用
多种起降模式满足更灵活的使用场景，包括
垂直起降、滑跑起降、短距起降、混合起降。
“飞机最快时速可以达到 300 公里，接

近于高铁，比现在普通轻型直升机快 1倍。”
吴峻峰表示，因为其垂直起降、飞行速度快、
飞行噪音低等特点，未来运用的场景很多，
例如可以用于私人飞行、共享出行、应急救
灾、文旅观光等。

关于推出市场的时间，吴峻峰给出了
2-5年的保守估计。无人飞行器、载人飞行
器、货运飞行器……根据市场的需求可以进
行定向研发。

“日常出行早晚要去空中”

“就像科幻电影《第五元素》里的飞行汽
车，未来人类的日常出行，早晚是要去空中
的。”吴峻峰认为，科创企业需要具有足够前
瞻的眼光，敢于大胆创想。

当下大热的低空经济不仅能推动飞行
器本身的研发制造，还能带动多种应用场
景，例如“飞行器+运动”“飞行器+文旅”“飞
行器+教培”等，衍生出大量新产业，强劲推
动经济发展。

抢先布局低空经济，青羊航空新城优势
明显。“青羊有主机厂、主机所，研发实力非
常强悍。”吴峻峰认为，不论是军工还是民
用，航空领域的相关技术都可以转化并服务
于低空经济。同时，在链主企业的牵引下，大
量的配套企业已经在航空新城集聚，强大的
产业氛围和协同实力，让青羊具有发展低空
经济的先天优势。

值得关注的是，越是前沿的科技，民营
企业参与越多。eVTOL是当下的热门赛道，
吸引了一大批初创型科技企业。
“着眼于飞机在五年以后的实际应用，

我们在研发试制中考虑和应用了一些相对
超前的理念和制造工艺，有些甚至是现在还
不成熟的技术。”吴峻峰举例说，现在“文鳐”
的设计性能指标是基于当下的电机电池技
术水平制定的，随着电池生产技术的不断进
步，性能不断提升，在未来投入实际应用时，
飞机的性能指标也必然会大大高于现在的
设定指标。所以我们必须树立超前的理念，
紧跟前沿技术。

为什么能占据“C位”？

“文鳐”为何能在青羊展区的众多展品
中占据“C位”？
“除了产品本身具有一定魅力和优势

外，作为整机制造商，也可以带动相关配套
协作产业链，共同促进低空经济产业的发
展。”吴峻峰对此有清晰的认识。青羊航空新
城重视航空产业链的打造和培育，为众多链
属企业提供生存的土壤。整机制造商的优势
就在于能带动材料工艺、飞控系统、电机电
池、飞行应用等庞大的上下游产业链，实现
产业链的整合聚集，提升整个片区的制造业
竞争力。

在研发试制工程样机的过程中，巽飞航
空已经和多家配套企业密切合作，80%来自
于成都本地。从样机到批量生产，配套产业
链将不断扩容。因此，这是一场双赢的合作。

实际上，本次巽飞航空参展，还发生了
一段小插曲。
“我们想好要去珠海航展发布新品时，

发现报名时间已经过了，没想到在四川成都
青羊经开区管委会的帮助下搭上了‘末班
车’。”吴峻峰说，这充分体现了地方政府对
初创型科技企业的支持。现在不仅能免费参
展，还能在航展开幕式启动仪式后立刻举行
公司新品发布会，为公司增名气、聚人气。

此次参加珠海航展，除了发布展示“文
鳐”，吴峻峰还想与更多上下游合作伙伴沟
通，与投资商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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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艳

四川省绵竹市：
化“工”为“匠”铺就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宽跑道”
□高明山周韵蒋丽萍本报记者李鹏飞

11月 11日，四川省首个国家
级储煤基地广安华蓥市高兴储配
煤基地，迎来首列运煤专列———从
陕西蒲石入川的 3000多吨战略性
兜底保供战略储备煤炭，标志着该
储配煤基地开始正式投入运行并
规模性接纳储配煤炭，也标志着正
式打通了“北煤南运”通道。
据悉，高兴储配煤基地是川渝

两地共建 20 个重大能源项目之
一，已纳入国家区域性煤炭应急保
障基地规划布局。

刘南贤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真“高兴”
煤来了

“氢”力冲刺
力争氢能产业进入全国第一梯队

四
川
近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四川省进一步推动氢能全产业链发
展及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4—2027
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要求，依托四川可再

生能源优势和氢能高端装备产业基
础，重点围绕对比国际国内具有比较
优势的领域，进一步完善氢能全链条
布局，丰富应用场景，加强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建立氢能综合管理体系。
《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7

年，高端氢能装备性能及关键核心技
术取得新突破，基础材料和核心部件
自主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制—储—
运—加—用”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更加
完备，重点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综
合应用成本大幅降低，产业综合实力
和应用规模进入全国第一梯队，初步
形成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能互
补的新型能源体系。
《行动方案》明确 4项重点任务，

包括完善全链条布局，优化氢能产业
体系；坚持市场引领，提速规模化应用
进程；聚焦原始创新，加强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建立氢能综合管理体系，提
高本质安全水平。同时明确 4条支持
措施，包括完善机制保障、支持原始创
新、扩大推广应用、加强金融赋能。
《行动方案》强调，要通过强化工

作协同、夯实安全责任来保障行动实
施。《行动方案》自 2024年 11月 6日

起施行，有效期 4年。
为实现这个目标，以 3年为期，

四川如何“氢”力冲刺？

持续推动“成渝氢走廊”提质扩容

四川是全国极少数既有丰富绿
氢资源，又有全产业链布局的省份。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四川早在 2010年就开始前瞻
研发布局氢能产业，并于 2017年启
动产业化应用，先后出台氢能发展规
划和相关支持政策。

如今，四川在氢源支撑上，形成
初期以工业副产氢为主、绿氢加速发
展的多渠道氢源保障体系；关键核心
技术上，解决了海水制氢等“卡脖子”
问题，下线全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
车，建成国家级氢储运加注装备技术
创新中心等平台；产业链布局上，现
已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158户，科
研院所 16家，覆盖氢气“制—储—
运—加—用”全产业链；应用场景上，
联合重庆持续推动“成渝氢走廊”提
质扩容，推动 10余个市（州）开展氢
车示范，现已投入氢车 706辆，建成
加氢站 18座。

分批打造“绿色氢路”

《行动方案》由四川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会同有关
部门在广泛调研、借鉴全国各省（区、
市）有效做法的基础上形成。
“突出优势特色，同时以问题为

导向。”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相关
处室负责人指出两大思路。围绕可再
生能源制氢、固态和液态氢储运、长
寿命燃料电池、氢能轨道交通等具有
比较优势的关键技术和重点产品，
《行动方案》中，列出完善全链条布
局、丰富应用场景、加强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养、建立氢能综合管理体系等
4方面 13项重点工作任务。

为提速规模化应用进程，扩大氢
能交通应用，《行动方案》提出，持续
推动“成渝氢走廊”提质扩容，分批打
造“川藏线”“成德眉资都市圈”“攀西
雅成”“成德绵广”“成资自泸”“成遂
南达”等“绿色氢路”。

原始创新方面，加快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依托国家市场监管技术创新
中心（氢储运加注装备）、天府实验
室、长寿命燃料电池四川省重点实验
室等创新载体，加强催化剂、质子交
换膜等关键零部件技术攻关等。

而对于四川氢能产业的主要短
板，也有具体措施，主要针对政策机
制突破、创新研发、推广应用、金融支

持等关键环节。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
范应用参照国家标准给予奖励，降低
用户终端购置成本；对加氢站建设给
予奖励，省市联动降低氢气价格；免
收氢能车辆高速公路通行费，降低用
户使用成本；支持制氢企业与电网企
业通过协商电价、配置新能源资源等
手段，降低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成
本。

破除政策机制障碍上，《行动方
案》则以更灵活的机制推动产业加快
发展。比如，明确氢能关键环节主管
部门，由燃气主管部门牵头会同相关
部门对加氢站（含制氢加氢一体站）
进行管理，允许在化工园区外建设电
解水耦合制氢项目，充分利用化工园
区外工业副产氢资源。

针对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行
动方案》则明确支持重点企业和科研
院所开展研发攻关和标准制定，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建设氢能创新平台，加
速提高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

同时，四川将在省新能源产业链
协同推进机制下设氢能产业推进专
班，明确由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牵
头，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市（州）作为成
员单位，根据自身职能推动氢能全产
业链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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