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国重器诞生记
□本报记者 格日勒图

“启动！”2009年 7月 13日，在
北重集团360工程热试现场，伴随
着一声号令，3.6万吨垂直挤压机稳
稳地动了起来，随后挤压机顶端冒
出一截火红的钢管。瞬时间，现场
所有人兴奋地鼓起掌来。

中午 13时 25分，当挤压出的
第一根钢管被天车从3.6万吨垂直
挤压机中缓缓吊出时，现场一片沸
腾。这意味着北重集团3.6万吨垂
直挤压机热试车一次成功。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从
这一天开始，我国重型挤压、材料成
型技术打破了国外的长期垄断，预
示着我国高端材料成型技术迎来了
发展的春天。这对航空、航天、船
舶、电力等国家战略产业的自主发
展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北重集
团打造出大国重器，使我国的重型
挤压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奇迹
的诞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军民
融合的实践探索、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的不断提升和“产学研”合作模式
的建立。

1978 年，北重集团根据国家
“保军转民”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在
确保军品任务研发和生产的同时，
积极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40年来，按照“寓军于民”的工
作思路，北重集团确立了民品生产
三大骨干和十个重点项目，打破了
军品单一生产的产品结构。

北重集团3.6万吨黑色金属垂
直挤压机（简称“360项目”）就是一

项军民融合重大创新性工程，然而，
在最初实施时，该项目遇到了巨大
的挑战。重型挤压技术是高性能、
难加工材料的核心加工技术，工艺
复杂、设备建造难度巨大。

“当年‘360项目’起步时，鉴于
国内在极端制造领域的技术现状，
最初公司希望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完
成这一项目，然而德国公司开出了
天价，而且认为我们是在做梦，美国
公司干脆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拒绝
技术转让。”“360项目”负责人、北
重集团中国兵器首席科学家雷丙旺
说。

面对困难，北重集团没有退缩，
反而坚定了通过自主研制让我国高
端材料成型制造从“跟跑”步入“领
跑”的决心。集团提出自主研制3.6
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这一大国
重器，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及地方
政府的大力支持。

雷丙旺介绍，2006年，“360项
目”正式启动。他带领由清华大学
等国内20余家单位组成的课题组，
将先进基础理论和实际技术经验相
结合，系统论证，集智攻坚，成功攻
克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挤压工艺和
重型挤压装备的设计、制造两大技
术难题。仅用3年时间，就完成国
外同类设备 7年的工作量。2009
年7月13日，3.6万吨垂直挤压机热
试车一次成功，挤压出第一支大口
径厚壁无缝钢管；2010年 10月完
成工艺试制，实现批量生产。

3.6万吨挤压机突破了压机设
计、大型铸锻件制造、大尺度超重机
架钢丝预应力原位缠绕、主油缸制
造、超重机架整体安装、超大液压系
统安装调试、设备安装调试等技术
关键，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这标
志着剖分组合、钢丝预应力缠绕技
术在大型设备上实现了工程化，为
解决万吨级重型装备极端制造能
力不足的问题走出了一条新路，对
促进我国制造业的振兴和制造能
力的跨越式发展意义重大。

“P92钢管原来平均价格16万
一吨，有些单子卖到 30 多万一
吨。自我们能生产后，降到了5万
元以下。”雷丙旺介绍道。

2011年，3.6万吨黑色金属垂
直挤压机组通过部级鉴定，整体技
术水平达到了国际领先。3.6万吨
挤压机组研发成本3.4亿元，自研
成本仅为国外报价的1/3。

2012年，《3.6万吨黑色金属垂
直挤压机组》获自治区科学技术一
等奖；2014年，《3.6万吨垂直挤压
工艺及装备》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2015年，《3.6万吨
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成套装备与
工艺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有了“360项目”这一材料成型
制造的攻坚“利器”，北重集团在超
（超）临界电力大口径厚壁无缝钢
管、航空发动机材料等高端材料的
成型研发方面大显身手，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

如今，该集团已成为超（超）临
界火电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的生产
基地和电站四大管道P92钢管国内
唯一生产厂家。所生产的P91、P92
钢管主要供应哈尔滨锅炉厂、上海
锅炉厂、武汉锅炉厂、华能国际电
力、哈尔滨汽轮机厂等国内用户，受
到用户一致好评。高端P91、P92材
料钢管的国产化，彻底扭转了我国
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受制于人的不
利局面，为我国电力建设作出重大
贡献。

在完成国家示范工程华能南通
电厂和华电句容电厂1000MW级
超超临界发电机组的基础上，市场
化中标华能宁夏大坝、烟台八角电
厂、神华五彩湾电厂、华能北方胜利
电厂和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CMEC）总包的巴基斯坦吉航
燃机电站等P92超超临界机组四大
管道，扭转了P92钢管长期依赖进
口的局面。北重集团已成为全球超
超临界电站“四大管道”用P92钢管
主要供应商。

据了解，“360 项目”自 2009
年正式运行以来，目前已形成了年
产 2 万吨 P92 无缝钢管的生产能
力，钢管各项技术指标均已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是国家能源局确定的
国产化示范产品。

3.6万吨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
组这一大国重器，取得了重大的经
济社会效益，培育了新产业、新动
能、新增长极。依托该装备，北重集
团瞄准高合金耐热钢、不锈钢、高温
合金、钛合金等高新技术产业核心
关键材料，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高附加值产品，使集团军民融合
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目前，北重集团正以助推我国
先进超超临界发电机组领跑世界为
目标，依托3.6万吨挤压机组，着力
开发蒸汽温度630℃电站G115大
口径无缝钢管、蒸汽温度650℃电
站 sancro25大口径不锈钢管和蒸
汽温度700℃电站大口径镍基合金
管，已取得令人振奋的成果。

40年砥砺奋进，40年风雨兼
程。如今，北重集团已形成了防务
装备产品、特种钢及延伸产品、矿用
车等三大核心业务，初步形成了军
民融合的研发与生产管理体系，逐
步构建军民融合型企业。未来，北
重集团将进一步加快军民融合创新
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军民融合协同
创新发展，打造更多更先进的大国
重器。

□本报记者 李玉琢

秋日里，站在满洲里国际公路口
岸向北眺望，对面就是俄罗斯。一样
的山峦风景，不一样的国度和人群。
在口岸出入境联检大厅，中国和俄罗
斯的旅客们排成长队，井然有序地办
理着通关手续。

素有“东亚之窗”美誉的满洲里，
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承担着中俄
贸易65%以上的陆路运输任务。它
是我国向北开放的桥头堡，也是我国
沿边口岸唯一的公、铁、空三位一体
立体化国际口岸。

1988年，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满洲里开始发展对外贸易，从原来的
人、物往来通道，逐步转变为边贸枢
纽；1992年，国务院同意建立满洲里
中俄互市贸易区。之后，口岸步入了
快速发展轨道。

这其中，新建于 1998年的满洲
里国际公路口岸，历经20年的风雨，
如今已成为全国唯一实行24小时通
关的国际口岸，也是全国沿边口岸中
唯一允许俄罗斯自驾车辆进出的公
路口岸。

63岁的柳德米拉是俄罗斯后贝
加尔边疆区博尔贾市居民。从她
2005 年第一次走进边城满洲里开
始，13年间已记不清多少次涉足这片
异国土地。作为边贸倒货“骆驼队”
大军中的一员，柳德米拉不仅仅收获
了可观的财富，来来往往中也见证了
口岸城市满洲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满洲里的高楼越来越多，城市
也越来越漂亮。”这是柳德米拉对满
洲里的评价。说起每次出入满洲里
必经的国际公路口岸，她给了一个大
大的“赞”：口岸有很多电脑，通关都
是智能化的便捷一站式服务，现在通
关比以前快多了。工作人员服务态
度也很好，体现出对旅客的人文关
怀。

跟柳德米拉不同，俄罗斯伊尔库
斯克一家建设公司的员工安娜是第
二次入境满洲里。“满洲里离我们很
近，一个昼夜就能到达。家乡很多人
在这里做生意，听说这里很好玩，去
年我就过来旅游。来过一次后还想
再来，今年就又和朋友一起来了，我
们都非常喜欢满洲里。在满洲里通
关快速又便捷，我们对海关、边检的
服务都很满意。”

在满洲里市口岸管理办公室工
作人员的介绍中，我们对公路口岸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

满洲里公路口岸封闭区分为旅
检区和货检区。旅检通关大楼开设
了10条人员通道和6条客车通道，货

检场区开设了12条货车通道。公路
口岸出口货物主要以机械、蔬菜和水
果为主，进口货物主要以废钢和木材
为主。目前，公路口岸每天出入境人
员在5000至6000人次。

近年来，满洲里口岸积极融入和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建设向北开放
桥头堡。为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
满洲里市投资4.2亿元，实施了公路
口岸扩能升级工程建设，公路口岸年
通关能力达到了人员1000万人次、
货物1000万吨、车辆100万辆次。

2006年初，满洲里公路口岸正
式实行24小时通关制度，成为全国
唯一实行该制度的公路口岸。2017
年，全国沿边口岸首家电子口岸“单
一窗口”在满洲里上线运行，大大提
高了口岸通关效率。从共享图像简
化行李检查程序的一机三屏智能验
证台，到取消部分纸质单据和盖章程
序的电子报关落地实行，使得通关速
度、通关人次和通关货物量大大提
升。今年，满洲里公路口岸推广了

“单一窗口”标准版，覆盖率达到了
95%，年底可达到100%。

目前，满洲里公路口岸入境人员
和客车的通关时间为20分钟，出境
人员和客车的通关时间为30分钟，
入境货车的通关时间8至10分钟，出
境货车的通关时间15至20分钟，口
岸通关效率总体提高了35%以上。

农产品是公路口岸出入境大宗
货品之一。满洲里公路口岸建起农
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实施农产
品便利化通关措施，优化农产品通关
流程，促进了农产品进出口。出口的
水果和蔬菜辐射到俄罗斯20多个州
和地区，最远可以到达莫斯科和圣彼
得堡。

近年来，满洲里公路口岸对收费
项目进行集中清理整顿，共取消下调
收费项目达76个，降低了企业通关
成本。取消了信息数据费、检验认证
费、停车费、报关单预录费等费用后，
去年底又对报检环节等收费项目进
行核减，检疫处理费用降低10%。

2017 年，满洲里口岸出口果菜
42.2万吨，同比增长20%；进口俄罗
斯农产品7万吨，同比增长68%。今
年前7个月，出口果菜26万吨，同比
增长10%；进口俄罗斯农产品6.5万
吨，同比增长3倍。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迁址重建
后的20年间，满洲里国际公路口岸
已经从最初国门下仅有一条客货混
通道的公路口岸，发展成为我国规模
较大的边境公路口岸。

满洲里边防检查站执勤业务七
科教导员郜耀勋，2003初大学毕业
后入警来到满洲里工作。在他的记
忆中，当时所在的旧联检楼，冬天特
别冷，护照、行李物品都是靠人工查
验。2009年，新联检大楼投入使用
后，通关条件大为改善。如今，边检
和海关共享X光机查验，利用智能验
证台，人工查验护照30秒内就可完
成。手持电子签证的中国公民，只要
在自助通道设备上通过护照、指纹和
人脸识别验证，最快 8 秒钟就可通
关。

郜耀勋感叹，科技强警降低了工
作强度，提升了通关效率。“以前一天
走 3000多人，感觉还很累。今年 7
月份有一天高峰走了8000人，一点
也不耽搁。车辆和人员随到随放，24
小时通关。”郜耀勋很骄傲，满洲里边
检在旅客心中的形象特别好，还受到
过中央军委、国务院的表彰。

郜耀勋说，刚来满洲里口岸时，
出入境的旅客大多是做买卖、搞贸易
的，现在往来进行体育文化交流和旅
游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几年最大的
变化就是自驾游旅客特别多，通过俄
罗斯来满洲里的第三国旅客也多了，
每天都有很多新面孔。这些点点滴
滴的细节，都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发
生的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 40年来，满洲里口岸
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满洲里这座小
城也发展成为一座特色鲜明、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边境城市，述说着更为精
彩的边城故事。

一个口岸一座城

5 特刊
·印记 2018年10月25日 星期四

执行主编：包塔娜 责任编辑：李存霞
版式策划：卓娜 制图：王霞

北重集团曾经的电表生产线。
（北重集团提供）

大国重器掌握在自己手里。
格日勒图 摄 红彤彤的钢管代表高端材料成型制造的丰硕成果。

格日勒图 摄

联检大楼
内旅客通关。
李玉琢 摄

3.6万吨垂直挤压机。 格日勒图 摄 2009年7月9日，满洲里第三代国际公路口岸旅检通关大楼竣工正式投入使用。 （田喜增提供）

1996 年的满洲里公路
口岸。 （田喜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