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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关——
一场刀刃向内的变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

句话，一再被时间和实践证明。而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其目的正是

生产力的进一步优化和解放，科

技创新在其中的分量不言而喻。

西凤酒，三千年无断代传承，

近三年注定是个载入厂史的时

期。从市国资委主导出台《进一

步深化西凤集团改革方案实施

意见》，到 3 万吨制曲、3 万吨基

酒、3 万方储存的“三三三”工程，

在业界看来，西凤酒厂正在走上

一条以科技创新强势助推生产

力之路。

长 255 毫米，高 75 毫米，重

3.5 公斤……以往，数百块酒曲

如砖头一样码放在板车上，运

输起来耗时费工。如今在西凤

酒厂 701 制曲车间，一辆辆无

人驾驶的“板车宝宝”却解决了

这一问题。

“‘板车宝宝’的大名叫作

‘AGV 机器人’，我们车间配备了

18 辆。”701 制曲车间主任唐建军

笑着说，每一辆“板车宝宝”能负

重 1000 公斤，不但任劳任怨，还非

常“聪明”。

的确，这些“板车宝宝”聪明

着呢，它们能按照既定路线规范

行驶，还会“礼让行人”，甚至在

进电梯时，都能规规矩矩排队等

候，一旦电量低于 20%，能自动

返回充电，充电完成之后，又能

第一时间投入工作一线。车间曾

进行过专业测算，每条制曲生产

线投用“板车宝宝”，相当于节省

下6名酒曲搬运工人，仅此一项，

整个车间至少节省了 42 名一线

工人。

“板车宝宝”技能非凡，但归

根结底只是单一生产环节的跃

升，放眼整个西凤酒“三三三”工

程，科技创新在更多生产领域迸

发力量。

说到西凤酒科技创新最大的

亮点，当数“白酒数字化工厂建

设项目”。2022 年 2 月 17 日，这

个项目通过专家组验收，进入陕

西省国家智能制造食品工业项

目行列。

“白酒数字化工厂建设项目”

创造出四个在全国同行业中颇具

亮点的技术 ：窖池盖板水封法、

八孔出料稻壳系统、长达 840 米

的酿酒物料正压输送系统以及规

模巨大的智能化、数字化酿酒生

产线。

四大亮点的诞生，意味着西

凤酒的凤香型白酒生产工艺，以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装备、集成

管控系统应用为手段，奠定了设

计开发新产品的智能化基础。

“白酒数字化工厂建设项

目”的样板，就是西凤酒厂的 906

车间。

906 车间，自 2021 年秋建成

投产后，就成了整个酒厂的科技

集大成之地。整个车间长 324 米、

宽 144 米，预计每年基酒产量

能达到 1 万吨，然而如此规模和

产能的车间，工人数量居然只有

213 人。

“按照 1 万吨基酒的产能，

906 车间以往至少需要 700 名工

人……”906 车间副主任刘峰说。

在刘峰看来，“白酒数字化工

厂”投产后，各个环节生产效率大

幅提升，运营成本显著降低。更重

要的是，西凤酒将借此实现产业

链上下游互联互通，推进白酒制

造上下游资源整合，提升产业链

智慧价值。

放眼整个西凤酒厂，科技的

力量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环节，也

赋予了西凤酒新的前景 ：企业销

售额从 2019 年 60.3 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84.29 亿元，各项经济

指标创历史新高。

科技的力量，不只表现在企

业的一隅之地，更在社会发展大

局中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宝鸡天健医药公司，是宝鸡

地区经营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

国有控股医药企业，其依靠科技

力量组建的天检技术医学检验公

司，在全市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47 天，从无到有，这家公司

的组建速度，体现着满满的科技

力度。”市国资委一名干部告诉

记者。

佩戴N95 口罩、护目镜，经

常要在实验室里待 10 多个小

时……漫长而又艰辛的工作中，

这家公司没有一个人喊过苦累，

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全体核酸

检测人员严把病毒检验关，快速、

及时、准确地反馈检测结果。

全市疫情防控形势最严峻、

最困难的阶段，这家公司核酸检

测实验室 24 小时运转，达到日检

近 5万管、“20 混 1”日检近 100 万

人，为我市市民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构筑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

屏障。

科技的加持下，企业还是这

些企业，人还是那些人，但其“内

核”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布局关——
一次内外兼修的扩展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我市持

续推进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

顶层设计落实落地，其布局直指

一个“富”字。

红旗民爆集团，西北民爆行

业产能最大的企业，面对汹涌的

市场大潮，也在不断优化布局中

寻找着“财富”密码。

“全国民用炸药每年需求量

不过 330 万吨，‘总盘子’就这么

大，这实际也倒逼我们必须在产

业链上‘调一调’，而这种布局式

的调整，让企业受益匪浅。”红旗

民爆集团董事长贺军社认为，民

用炸药去库存，做好“调结构”问

题，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调好

了受益匪浅，调不好事关生死！”

“放眼陕西省，我们企业还有

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然而，放

眼国内，再放眼国外呢？如果只

守着现有盘子，企业很难发展。”

贺军社说，红旗民爆集团，在去

年初专门出台“巩固省内市场，

实施份额飙升战略 ；开拓新疆市

场，实施爆破进疆战略 ；进军国

际市场，实施爆破出国战略”三

大发展战略。

实际上，红旗民爆集团“三大

发展战略”的整体布局，源于这家

企业产业链条的延伸和调整，这

家企业的“调整”主要集中在优化

产销炸药的线状结构，从而进化

出深度服务的链式结构。

( 下转第三版）

2020 年初夏，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中，一项重点任务开始在全国布局——

“提升国资国企改革成效，实施国企改革

三年行动”；

2022 年 11 月，此项“行动”到了收官

之际。作为老牌工业重镇的宝鸡，三年寒

暑中，经历了一场怎样的破局闯关之变？

科技关、服务关、人才关、市场关……

哪一关都不好过！业内的共识是，西凤酒

厂、红旗民爆集团、国资公司等全市 76 户

市属国企，正在这场改革中发生着足以写

入宝鸡工业史册的“变形记”。

这是一次跨越寒暑、面向未来的“突

围”，事关城市前行方向，事关工业高质量

发展，事关数万职工利益，不变不行，变慢

了不行，变不好不行！

让我们来看一看市属国企“变形”的

一组数据 ：

三年前，76 户市属国企资产总额为

890 亿元，到 2022 年底，市属国企缩减至

61 户，而资产总额却大幅增长至 1048.3

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历时三年，宝鸡国企的原动力、生产

力和续航力，已经脱胎换骨。

■ 本报记者 孙海涛

宝鸡国企三年          记

红旗民爆集团首批雷管出口吉尔吉斯斯坦

西凤酒成品车间 陕西天润金属物流有限公司 32 吨龙门吊装卸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