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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观察

铲去藤蔓，挖开土层，刨出根茎……12月5日，天门
市岳口镇谭台村田间地头，村民们挥舞着锄头，采挖今冬
第一批芋环。

前不久，村里接到成都客商的采购订单，需要3万斤
小规格芋环，准备出口到日本，村党支部书记徐飞赶紧组
织10多户菜农采挖。“芋环现在还没长大，再过一个星期
就晚了。”

村民王金瑞今年种有4亩芋环，前期价格高，一斤能
卖到6元。他赶着挖了3分地，卖了5600多元。

“今年风调雨顺，芋环收成不错，亩产最高达到4000
斤。”王金瑞说，按照每斤4元计算，除去管护、人工等费
用，每亩纯收入超过1万元。

岳口芋环是天门特色蔬菜之一，还是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熟食粉嫩绵柔，腌制香甜脆爽。

因奶白光亮，状似珠串，一环接着一环，芋环又名“螺
旋宝塔菜”。在村民看来，芋环是名副其实的“富贵菜”，
当地谐称为“玉环”。

谭台村是天门芋环种植第一村，规模种植面积达
1500亩。此前，徐飞在深圳做生意，2021年回村担任村
支书，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芋环产业做大做强。

随后，徐飞夫妻俩联合几个种植大户成立好苗头合
作社，带动本村615户村民种植芋环。合作社提供技术
指导、统一回购、对外销售，还拉动周边6个村种植芋环
1300亩。

“种芋环虽说不难，但尤其要注意防涝防旱。”徐飞介
绍，在芋环地里套种一季春玉米，不仅能遮阳防晒，每亩
还可多收1000多元。

每年冬春，是芋环采收的高峰期，最多时有1000多
人同时下田采收。徐飞说，芋环采挖只能靠人工，一亩地
至少需要30个工，本村人手不够，需要从外面请人。“仅
此一项，又可带动村民务工增收300多万元。”

“本地红日子公司需要2000吨，荆门一家酱菜厂订
购500吨，上海一家企业准备过来采购。”这段时间，村干
部和合作社正四处联系客商。徐飞说，本村的芋环基本
不愁销，他们还要为周边村寻找销路，要让种出的芋环卖
出好价钱。

岳口菜农种芋环
每亩纯收超万元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肖敏 通讯员 徐文婷 罗玉烨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敏、通讯员熊文婷）“知识产权
强市‘十条’有效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我们正在
梳理符合奖补政策的经营主体及奖补事项，包括新增发
明专利、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息、高价值发明专利运用
等，经审核合格后，将向52家企业发放奖补资金350万
元。”12月14日，天门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10月底，天门市印发《关于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十条
意见》，提出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示范企业，分别给予
10万元、5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优势企业，
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奖励；企业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
名商标”、获批“中国地理标志商标”或地理标志产品、省
优势商标的，分别给予30万元、10万元、2万元补贴；对
参加专利、地理标志、产品品牌大赛，获得国家级金奖、银
奖、优秀奖的企业，分别奖励10万元、8万元、3万元。

优化知识产权服务，厚植营商环境沃土。近年来，天
门全力推进知识产权强市战略，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发明
创造，在知识产权培育上持续发力，引进知识产权第三方
服务机构近20家。继今年8月印发《天门市创建知识产
权强省建设示范县域工作方案（2023—2025年）》后，天
门又拿出真金白银，出台知识产权强市“十条”措施，激励
引领创新主体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

知识产权“十条”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湖北日报讯（记者肖敏、通讯员陈飞、付康）近日，天
门市推出首席数据官制度，让各部门分管负责人担任部
门首席数据官，作为本部门数据领域的专家和领导者，深
度推进行业部门数据采集、汇聚、治理、应用和共享，支撑

“数字天门”高效运转，让以前“躺”着的数据变现为便民
利企的公共财富。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但数据
供需对接缺乏机制，导致数据供需双方工作开展依据不
足，对接效率低下。为破解这一难题，天门市推行首席数
据官制度，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促进数据由资源向资产
转化。“首席数据官是将政务数据管起来、用起来，让数据
能够灵活使用起来并最大化产生价值的第一责任人。”天
门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天门市已梳理2818条政务数据目录，汇聚各
行业数据资源8.28亿条，支撑全市36家部门和26个乡
镇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建成15个
数据主专题库，打造“智慧安商”等应用场景30余个。下
一步，该市将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拓展首席数据官机
制运行范围，优化首席数据官组织结构，加快建立政企首
席数据官联动机制，推动数据开放共享，以一流的营商环
境助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天门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单项冠军打天下 独门绝技显身手
在天门，有这样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它们体量不一定很大，却在某个细分领域拥有自主创新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成为出类拔萃的行业翘楚，独占市场鳌头。
推进新型工业化，需要更多这样的“单项冠军”。目前，天门市“4+1”主导产业体系中，一个

个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各自领域大显身手。
连日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4家“单项冠军”企业，感受天门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动力。

穿行天门市德远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厂区，一股淡淡的清香扑
鼻而来，仿佛置身花海。“这是公
司拳头产品吐纳麝香独有的香
味，被评定为省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
70%。”该公司董事长黎明颇为自豪。

吐纳麝香被称为完美的定香
剂，具有突出的粉香气和良好的
合香性能，广泛应用于沐浴露、洗
发水、高档香水等日化产品中。
曾经，荷兰PFW公司一家独大，
几乎垄断了吐纳麝香市场，直到
德远化工公司打破了技术壁垒。

2009年，从武汉大学博士毕
业后，黎明联合几位高中同学，接
手濒临倒闭的德远公司。做什么
产品，才能将企业盘活？黎明瞅
准了环境污染小、安全性高、市场
潜力大的吐纳麝香。

黎明介绍，上世纪80年代，
国内就有不少机构研发吐纳麝
香，但一直没有实现工业化生
产。“我学的是应用数学，跨界做
化工产品，一切从零开始。”

那段时间，黎明经常和研发
人员泡在实验室、生产车间，学习
化工知识，查阅科研资料，硬生生
从门外汉变成了化工专家。从试
验到规模化生产，再到正式投向
市场，德远公司花了3年多时间。

“那几年投入了1800多万元
研发费用，每年只有不到200万
元收入，好在坚持了下来。”黎明
说，既然国外公司能研发出来，他
们也一定能做到。

吐纳麝香研发成功后，一
个新的难题摆在眼前。彼
时，荷兰PFW公司生产
的吐纳麝香供应全球香
精香料公司，且与客
户保持了多年的合

作关系，德远公司与之竞争，难度
堪比“同老虎抢食”。

为了打开市场，黎明每年组
织参加国内国际香精香料会议，
拜访香精香料公司，全力推荐产
品，还引进了一批高素质销售人
才，建立起全球销售网络体系。
2014年，他结识欧洲一家大型香
精香料公司负责人，赶紧递上相
关资料，并寄送600公斤吐纳麝
香让其试用，最终获得了对方的
认可和订单。

此后，德远公司一路高歌猛
进，口碑逐步提升。到2017年，
德远公司的吐纳麝香销量超越荷
兰PFW公司，将其他同行远远抛
在身后。现在，德远公司发展了
20多家经销商，产品供应全球50
余家香精香料公司。

“生产工艺的优化没有止境，我
们团队一直持续不断优化产品工
艺，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断改进。精
细化工产品衍生开发、吐纳麝香生
产工艺的经验积累及创新能力，是
公司最关键的核心竞争力，目前
我们拥有授权发明专利2项、实用
新型专利14项。”黎明说，公司持
续加大研发力度，除了巩固吐纳麝
香的主导地位，还深耕香精香料领
域，储备了降龙涎醚、兔
耳草醛、环十五
内酯等产
品。

12月 13日，湖北润驰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厂区内，
一桶桶漆黑的废机油经过
预处理、减压蒸馏、加氢精
制、分离、稳定后，摇身一变
成为清澈透明的润滑油基
础油。

这是润驰公司的主打
产品，由加氢精制工艺技术
再生出的润滑油基础油，目
前占全省90%以上的再生
基础油市场份额，被评定为
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
品，公司总经理王俊杰坦
言：“这与持续的科研创新
密不可分。”

润驰公司致力于废矿
物油再生综合利用的研究，
主要生产润滑油、润滑油基
础油、燃料油及开发各种加
氢工艺技术等，广泛应用于
石油化工领域。

2019 年，润驰公司刚
落户天门，还没投产就成立
了研发中心，主攻废润滑油
的深层次利用。研发中心
配备润滑油氧化安定性测
定仪、气相色谱分析仪、硫
氮分析仪等大批行业领先
的试验仪器，研发设备投入

超过2000万元。
作 为 省
内 最 大

的废

润滑油循环利用基地，润驰
公司始终把研发摆在首要
位置，不仅与武汉科技大学
建立企校联合创新中心，还
与武汉理工大学化生学院
共同组建二级教授专家工
作站，加强在废矿物油综合
利用领域的技术研究。

目前，润驰公司废润滑
油利用装置的产能可达10
万吨/年，已申请国家专利
40件，获授权专利29件，且
全部实现成果转化。科研
加持下，公司去年销售收入
近8000万元，今年有望超
过1.4亿元。

今年8月，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湖北赛区）决赛在武
汉举行，润驰公司科技总监
王瑜带队出征，竞演的“废润
滑油加氢精制再生综合利
用”项目，一举拿下湖北赛区
二等奖，并闯入全国决赛。

“我国废润滑油年产量
约为700万吨，市场潜力巨
大，但要独占鳌头，最终比
拼的还是尖端技术。”王瑜
介绍，公司自研的“废润滑
油脱氯方法”，可高效脱除
废润滑油中的有机氯，避免
加氢生成氯化铵对加氢设
备造成腐蚀、管道堵塞等。
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加氢系
统每2—3个月就要停工一
次，清洗、检修需要半个
月。采用了这项技术，可实
现加氢系统长周期运转，每

年只需停产检修一次，大
大节约了装置运行费
用，并减少了设备腐
蚀带来的安全隐患。

12 月 8 日，位
于白茅湖工业园的
天门永强泵业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机械工贾然
正操作立式车床，进行渣
浆泵的泵体和泵盖精加工
作业。

“加工渣浆泵是个精细
活，3个小时能做好一套，
一天也只能完成3套。”贾
然说，加工好泵体和泵盖
后，再到总装车间进行叶
轮、前护板、后护板、护套等
过流部件“核心四件套”装
配，才算制作完成。

图纸设计、模具开发、
毛坯铸件锻造、初加工、热
处理、精加工、总装……让
永强公司总经理熊永祥最
为得意的是，这个15吨的

“傻大粗”藏着不少尖板眼，
整套工艺流程涵盖10多项
国家专利，且全部在厂区加
工完成。

“泵内零部件铸造完
成后，需要对其进行再加
工，有些需要钻带有一定
角度的孔，操作起来很麻
烦。”熊永祥说，“核心四件
套”中应用了一项专利技
术，通过设计固定钻孔装
置，一举解决了零部件角
度钻孔难题。

成立于2012年的永强
公司，主营渣浆泵、清水泵、
化工泵等产品。2020年扩
建二期厂房，设立了技术研
发中心、模具开发中心、检
验检测中心、总装测试中心

等
，产品
广泛应用
于冶金、矿山、
化工、电力、采煤、环
保等行业和领域。

根据中国通用机械工
业协会泵业分会统计，永
强公司主打的渣浆泵及其

“四件套”销量连续多年位
居湖北省第一。2022年，
该公司此类产品被认定
为省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产品。

目前，永强公司生产的
渣浆泵及其配件不仅畅销
国内，还远销非洲、中东以
及东南亚等地。熊永祥说，
2018年，非洲一家铜矿选
厂主动上门，一次性购买了
220多台大口径渣浆泵，总
价值2000多万元。后来，
双方保持长期合作，这家铜
矿选厂每年都从永强公司
购买易损配件，年采购额约
500万元。

“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研
发费用，换回了广阔的市
场。”熊永祥表示，将持续加
大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力
度，不断提升企业整体实
力，着力打造湖北省乃至全
国的泵行业领先品牌。

机
床启动、工

件装夹、数据输入
……12月 12 日，在天门纺

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智慧车
间柔性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
生产T1系列并条机核心零部
件——摇架。

“目前，公司T1系列机型
仍是主打产品，新研发的T2、
T3系列明年推向市场。”天门
纺机董事长沈方勇介绍，今年
11月，TM25等四款新型并条
机在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
会上亮相，因具备单机出条速
度快、系统更先进、适纺性更优
等特点，引发业内广泛关注。

上世纪 80年代初，原纺
织工业部将天门纺机遴选为
棉纺并条机专业生产厂家。

“当时，公司除并条机外，还有
收割机、印刷机、汽车配件等几
个产品。我们果断砍掉其它产
品，笃行‘专精特新’之路，坚持
走专业化发展道路，做专做精
并条机。”沈方勇介绍。

40多年来，天门纺机坚持
“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
代”战略，通过不断创新，实现
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跃
升，并条机国内市场占有率常

年 保 持 在 40% 以
上。2010年，公司自

主 研 发 生 产 的
TMFD81 系列产品国内

市场占有率第一，两年前开
发出T1系列产品，进一步巩
固了国内并条机企业龙头老
大的地位。2021年，天门纺机
并条机被认定为国家制造业

“单项冠军”产品。
早在 10多年前，天门纺

机就已是全国第一，不过舒服
日子，为啥如此“折腾”？

“唯有创新，才能赢得未
来。”沈方勇说，近些年，天门
纺机积极推进技术改造和产
品开发，大大增强了公司抗风
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在产品开发上，天门纺机
在天门和武汉建立了两大研
发平台，组建了一支研发团
队，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
8%—10%作为研发费用，加
大基础理论、零部件、元器件
及核心等方面的研究。目前，
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和130多项国家专利，集原创
性、领先性和实用性于一身。

同时，对标生产制造柔性
化、仓储物流自动化、信息管
理现代化，天门纺机加快“智
慧工厂”项目建设步伐，先后
投入6000多万元，采购先进
数控设备46台（套），改造了
多条生产线。所购设备已全
部投入使用，2条智能生产线
满负荷生产，其中卧式加工生
产线实现了夜间无人值守、24
小时不间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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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远化工公
司技术人员记录
实验情况。（通讯
员 刘银斌 摄）

润驰环保
公司润滑油基
础油生产厂
区。（通讯员
刘银斌 摄）

永 强 泵 业
公司工人加工
制 作 渣 浆 泵 。
（湖北日报全媒
记者 肖敏 摄）

天门纺机
公司智慧车
间。（通讯员
刘银斌 摄）

村民采挖的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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