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王元亨，1995年生，现任湘潭
城发集团下属湘潭建工集团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实验室负责人。

荐字理由：学，其本义是对孩子进行启蒙
教育使之觉悟，即《说文解字》所谓的“觉悟
也”。原本专用于表示接受教育，由此引申出
互相讨论、模仿、注释、讲述、知识等含义。

2月 3日，雾蒙蒙的天空飘着淅沥小雨。
脚穿胶靴、手戴胶手套、头顶一顶草帽的王元
亨在江麓西干渠边走边看。作为湘潭建工集
团工程技术中心研究中心实验室水体检测负
责人，他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在干渠污水处理一体化机组的进、出水
口处，他俯下身躯，从身上挎包内取出塑料瓶
采集水样。每到一处取样地点，王元亨都要
冲洗两遍容器，从而确保采样的准确性。紧
接着进行溶解氧和氧化还原电位的现场检
测。长达4200米水渠，一共3台机组，6个进
出水口，每次在其上、下游取样 500ml，整个
流程需要近4个小时。

完成取样后，他马不停蹄赶回实验室对
水中氨氮含量进行检测分析。王元亨解释，

“水中所含物质众多，如果未能及时进行检测
分析，水中某些特殊物质会分解、氧化、沉
淀。物质变化过程导致监测数据变差，这极
大影响水渠管道管养部门的维护标准。”濛濛
细雨润湿了衣裳，飞溅黄泥沾满了裤腿。来
不及更换，王元亨一头扎进实验室，与水中物
质争分夺秒。

王元亨所在实验室水体检测服务区域涉
及全市20条水渠，服务面积约657平方公里，
水域影响范围覆盖居民约 86.2万人。寒冬、
酷暑，雨雪、风霜并不能阻止“水渠守望者”的
步伐。相反，他在巡检时需更加细致，确保水
渠水质符合国家标准，还沿线居民一方净土，

一湾清渠。
谁曾想这位专注精干的一线实验骨干，

三年前还是一个门外汉。深耕建材检测领域
多年后，因公司需要，他转行做起了水体检测
员。同是检测员，两字之别，差之千里。对于
过去的一年，王元亨用“学”字概括自己的
2020。

2018年，在项目一线的王元亨自请加入
实验室。为了尽快适应岗位，从他上岗的那
天起，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两年学习目标，必须
一举拿下资质证书。白天上班王元亨跟着公
司外聘专家学习实验操作；晚上回家，他又埋
头苦读自学检测原理。

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在学习的道路上，
王元亨吃了苦，也享受到了甜。第一年，他顺
利拿下了水体检测员资格证书。2020年 4
月，王元亨获得通过率仅 15%的国家二级建
造师的证书，完成了从行业素人到业内里手、
从普通执行人员到业务技术权威的转变。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王元亨说，学
习不仅让他获取了知识，全面了解了现行所
作工序在整个工程的意义；还让他产生了对
世界认知边界不断扩展的兴奋。每一份新任
务都代表着一个未曾涉及的新领域，这些新
领域充满责任与未知的挑战。

新的一年，王元亨被任命为技术中心综
合实验室总负责人。新岗位需要他再一次从
传统试验骨干的认知边界破壳而出。从掌握
单一水体或建材技术指标的实验者，转变为
需考虑新产品与新技术在市场经济下如何脱
颖而出的“总设计师”。王元亨说，他正在学
习一级造价师考试内容。虽然学习于他而言
依旧吃力，虽然对通过考试依然不太自信，但
当他聊起关于探索未知世界的一切时，心中
有火，眼中有光。

人物简介：李智杰，1973年生。2020年，
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很多人选择捂紧钱包
过日子。李智杰却顶住压力，和一群下岗失
业的朋友开启了创业之路，投资生产销售鲜
啤。如今，他们的事业慢慢步入正轨。

荐字理由：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去奋斗，
就会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只有敢闯敢干的
人，才能战胜各种困难险阻，抵达梦想的远
方。

2020年 8月，第一个门店开业；同年 12
月，第二个门店开张；2021年 1月，第三个门
店对外营业。位于霞光西路的这三家门店，
是李智杰和朋友拼下的“江山”，主要售卖鲜
啤和烧烤。

李智杰喜欢喝酒，也代理过白酒，算得上
是半个行家。近些年，他去过不少城市，发现
喝鲜啤已经成为大城市一种“消费潮流”。

“鲜是它的一大卖点。”李智杰告诉我们，
鲜啤采用小麦发酵法，啤酒中保存了一部分
营养丰富的酵母菌，口味比普通瓶装熟啤鲜
美。但常温下不能长时间存放，低温下可保
存3天左右。

经过多方考察，2020年，李智杰决定在
湘潭创业，以“前店后厂”的模式，现产现销啤
酒。两位下岗失业的朋友听说他的想法后，
纷纷表示支持，加入创业的队伍。

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市场经济遭受重创。这
让本就艰难的创业雪上加霜。

面对困难，李智杰并没有退缩。疫情期
间，他没有闲着，而是通过网上查找相关设备

资料，与商家联系沟通。6月份，随着疫情防
控形势逐步稳定，他们投资20多万元购回了
鲜啤生产设备。

设备有了，要想生产出受顾客欢迎的产
品，还得靠技术。除了掌握基本的设备操作
技术，他们还不断学习，反复试验研究，研制
出符合湘潭人口味的产品。

经过两个多月不断的调整、摸索，8月
份，他们的第一个门店正式营业。当时正值
啤酒消费的旺季，门店生意非常火爆，赢得了

“开门红”。
在经营中，他们发现，来店的客人除了喝

啤酒，还会常常请他们帮忙去买烧烤。“有时
候，吃烧烤的费用远远高出喝啤酒的。”李智
杰又开始筹划丰富自家的产品，满足顾客需
求。

去年底，李智杰寻觅到两位志同道合的
朋友，开启了啤酒配烧烤的经营模式，他们的
第二个门店也随之对外营业。

天气热的时候，正是啤酒需求的高峰
期。店里的啤酒常常供不应求。随着天气慢
慢变冷，转凉，来店喝啤酒的顾客越来越少。
李智杰和伙伴们琢磨搞起了线上配送，满足
一些老客户聚餐的需求。如今线上销售量已
占据70%左右。

说起一年来的创业，李智杰直言“很艰
难”，但看着自己的理想一点点变成现实，在
事业上闯出了一片小天地，他又觉得很欣
慰。特别让他感动的是，身边有朋友的支持，
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迎着风雨，共同前进。
新的一年，李智杰和朋友们计划着再增加设
备，扩大规模。

“猴车”是一种用于矿工上下井的运输装
备。因人坐上后双手抱住吊椅杆，跨上吊椅
座，双脚置于脚踏杆上，坐姿像猴子而得名。

在伟人故里韶山，近年“蹦”出了一只名震
世界的“猴子”，全球每天有100万以上的矿工
乘坐它，相当于地面上有 600多列火车在运
行。凭借盖世“武功”，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杀出一条血路，赢得了“中国猴王”的美誉。

初来乍到

我国“猴车”的生产使用，由来已久。据考
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架空索道的国家，
第一条用于煤矿的钢丝绳索道始建于 1910
年，在北京房山煤矿成功运行和使用，开辟了
我国第一台煤矿用架空乘人装置的先河。

1966年，山东淄博煤矿装设了我国第一条
煤矿索道，受到矿工的热烈欢迎。该索道被认
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我国第一条简易、实用的
煤矿乘人装置。随后，包括湖南在内的多地煤
矿都装设了这种井下人员运送装置。

与常用的斜井人车运输相比，“猴车”具有安
全实用、运送能力大、动力消耗小、维护工作量小
等优点，它被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的煤矿。

“猴车”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是在 2000
年。那时国内煤炭机械行业快速发展，“猴车”
作为煤矿井下重要运输装备，自然也迎来了高
光时刻。

在湘潭，一个叫肖公平的年轻人敏锐嗅到
了这股商机，他果断将下海挣来的所有积蓄，
投入到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的研发生产上。

“我的父辈是矿工，过去他们都是弯腰从
矿井里爬进爬出挖煤，上下井的装备不仅十分
落后，而且安全性能极低。”肖公平告诉我们，
20世纪初，“猴车”的主要使用单位为国内大型
矿务局及其周边生产规模较大的地方煤矿，全
国煤矿“猴车”的普及率仅为20%，地方煤矿普
及率不足10%。“当时许多煤矿用户没见过‘猴
车’，大家觉得新鲜，感觉更安全，于是把安装
使用‘猴车’作为矿工的一项福利。”他说。

万事开头难。没有产品技术和图纸怎么
办？有着多年国企从业经验的肖公平，带着技
术员下井勘察巷道，对国产传统产品进行研
究。

2004年，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家“猴车”
生产企业，肖公平创办的湘潭市恒欣实业有限
公司建起了国内首条“猴车”生产线，同年生产
出第一代“猴车”——“机械猴车”。相比斜井
人车运输，第一代“猴车”在设备可靠性和安全
保护方面做了较大改良，首批产品在江西安源

煤矿投入使用后，深受用户欢迎，当年企业就
接到1000多万元订单。

与“洋猴”PK
如果说“机械猴车”的惊喜亮相，打响了煤

矿架空乘人装置市场国产替代进口的“第一
枪”，那么第二代“猴车”——“液压猴车”的诞
生，则宣告“中国猴车”叫板“洋猴车”。

时间回到10多年前。
2006年—2010年是“猴车”的第二个发展

时期，也是“猴车”产品市场的全面推广期。这
一时期，“猴车”主要使用单位由原来的大型矿
务局逐渐延伸到了地方煤矿。在此期间，很多
地方政府和大型矿业集团把使用“猴车”作为
建设标准化矿井或现代化矿井的必要条件，逐
步淘汰斜井人车并改用“猴车”，全国各大煤矿
掀起了一波安装“猴车”的热潮。统计数据显
示，到 2010年，全国“猴车”市场总量达到 5亿
元，“猴车”总台数增至3000台，全国矿山井下
每天约有30万矿工乘坐“猴车”上下矿井。

然而，热闹的表象下却隐藏着一个冷冰冰
的现实。

“‘猴车’虽然其貌不扬，国内煤矿行业的
高端产品却长期是‘洋猴车’唱主角。有次我
去山东某大型煤矿推介产品，那边的煤矿负责
人对我说‘猴车’还是国外的好。”肖公平说。

斗志自此被激起！
2006年，发誓要与“洋猴车”比高低的肖公

平，投入 500多万元研发经费，联合中南大学
启动第二代“猴车”——“液压猴车”的研发工
作。两年后，他们成功研发出国内首台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液压猴车”，不仅填补了国内空
白，还达到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自 2008年起，
国内再没有进口“洋猴车”产品。

赶走“洋猴车”的“液压猴车”，到底有何过
人之处？恒欣公司总工程师欧阳洋介绍，过去
国产“猴车”仅由电动机、减速机、钢丝绳组装
而成，设备简陋、调速性差、安全保护能力低，
极易造成失控。如果采用高电压调速，“猴车”
又容易产生火花，在安全要求极高的煤矿环境
中，势必会带来安全隐患。

针对行业“痛点”，肖公平带领团队在国内
首创液压驱动“猴车”，通过压力高低来实现无
级调速，软停软启动，从而提升乘坐舒适度和
安全性。

“‘液压猴车’是一种自动化、智能化控制
水平很高的产品，其最显著的优点就是停车
后，驱动装置完全自锁，即在外力作用下，驱动
轮完全被锁住不能转动，有效避免‘猴车’系统

停车后打滑或飞车现象发生。”欧阳洋解释说，
“液压猴车”的动力源由于采用全液压驱动，运
输系统无论是高速或低速都能实现等加速启
动、等减速停车以及电动机的无负荷启动。而
且，驱动部件与泵站分开布置，液压驱动所具
备的高功率密度特点，使设备的动力部件体积
小、重量轻、占有空间小，非常适应煤矿井下的
小断面巷道及起重运输不便的场合布置、安装
和维修。

如今，湘潭恒欣生产的“液压猴车”已经全
面替代进口产品，成为“中国创造”的代名词。
来自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至
2019年，恒欣公司生产的矿用架空乘人装置国
内市场占有率达到40%，连续多年稳坐国内国
际市场“头把交椅”。

再攀高峰

产品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放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此话很“走

心”。2011年之后，我国的“猴车”进入第三个
发展时期。这期间，我国“猴车”经过前面两个
阶段的发展，无论是技术创新能力还是安全性
能，都得到有效提升，顺利从“机械猴车”跨越
到“液压猴车”时代。

为研制性能更卓越的“猴车”，从 2010年
开始，肖公平团队再次和自己较了起劲。同
年，他们发起了向第三代“猴车”——“轨道猴
车”进军的冲锋号。

下矿井调研、试制、失败，再设计、再实
验……2015年，全球行业内第三代“猴车”——

“轨道猴车”在韶山高新区诞生。和第一代、第
二代“猴车”相比，第三代“猴车”适用于大坡度
及多个同向弯或“S”型弯的巷道条件，无托绳
轮和压绳轮，使得矿工乘坐起来更安全高效，
产品被列入我省百项新产品。

得益于不断创新，2020年尽管有疫情和煤
炭行情走低的“双重夹击”，恒欣公司仍逆势上
扬，企业实现产值 2亿元，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雄踞国内外“猴车”市场榜首，当之无愧
称“猴王”。

2021年 1月 28日，虽然已近农历新年，但
位于韶山高新区的恒欣公司内，还是一片火热
的生产场景。车间内，几十台数控机床高速运
转，200余名工人和智能焊接机器人在紧张作
业。100多米之隔的厂房门外，20多名工人正
抓紧时间搭建新产品试验线。

“我们公司一年四季都是如此。”欧阳洋自
豪地说。

本报讯（记者 王超 通讯员 戴博）2月3
日，从湘电传来好消息：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以湖南省专利实力排名前五的成绩成功入
围“2020中国企业专利实力500强”榜单。

“2020中国企业专利实力500强”榜单共
设置 5个企业专利实力评价指标，包括平均
专利价值、有效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总
数、专利发明人总数、PCT（专利合作条约）申
请总量、专利申请持续时间等，并为每个指标
赋予相应权重，最终得出各个企业的专利实
力分数与排名，形成中国企业专利实力 500
强榜单。

近年，湘电按照“中国制造 2025”和“湖
南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要求，大力实
施知识产权战略，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推动专
利技术优势成果转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得到
明显提升。湘电相关负责人介绍，得益于完
善的知识产权工作运行机制和持续增大的科
研投入，2020年湘电新产品产值达到 14亿

元。在运用知识产权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中
高端的实践中，以《一种中速永磁风力发电机
结构》《一种带平行斜槽的扇形冲片铁心结构
及电机》《一种大功率直流脉冲电源》为代表
的核心专利应用，每年为湘电创造利润2000
多万元。

“这次发布的 2020中国企业专利实力
500强榜单，对于引导企业提升知识产权意
识和能力、促进企业加强高价值专利培育与
布局将发挥积极作用。”该负责人表示，作为
我国研制“机电一体化”成套装备的领军企
业，“十四五”时期，湘电将重点围绕智能制
造、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等技术开展专利布局，
建立健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提高知识
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以知识产
权优势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打造“三
高四新”标志性企业、实现持续高质量发展赋
予强劲动能。

本报讯（记者 洪静雯）近日，湘潭市规划
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市政设计板块再传
佳讯。河西滨江大道道路工程（雨湖街－城际
街段）、莲城大道拓宽改造建设项目分别获得
湖南省优秀市政工程设计三等奖。

河西滨江大道道路工程（雨湖街－城际街
段）项目按照湘潭城市控制性规划要求，道路
等级定位为城市主干道，沿线还将进行滨江风
光带建设及棚户区改造。项目设计充分考虑
各方因素，通过路堤合一的设计方式，在道路
设计过程中结合湘江防洪堤与湘江常水位相
对标高关系，进行层次分明的景观绿化设计。
此方案既综合考虑道路平、纵线型，还兼顾道

路的实用性、美观性、经济性，对完善河西中心
城区路网、提高棚户区品位和优化投资环境，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莲城大道项目位于河西万楼新城，是一条
南北向城市主干道。本项目为改建项目，具有
一定的难度。由公司领导和技术骨干组成的
15人项目设计组，通过多次现场实地踏勘，积
极配合业主单位、施工单位等各参建单位的
工作要求，采用BIM等先进设计技术，经多轮
设计方案优化调整，最终圆满解决项目难
点。项目建成后，除了承担快速连接沪昆高
速公路和主城区的功能，还将对完善片区交
通网、提高新城区品位、优化投资环境、拉动

万楼新城区的经济发展发挥显著作用。
近年来，湘潭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

公司依托市政设计甲级资质平台，先后开展了东
二环、西二环、迅达大道、护潭大道、昭云大道、建
设北路延长线、芙蓉大道提质改造、莲城大道提
质改造、河东滨江防洪景观带道路和景观等众多
城市主干道工程设计，荣获省、市各类优秀工程
设计奖多项，为我市市政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湘潭工业“明星”系列报道

中国“猴车”跑得欢
本报记者 王超

我市两道路工程荣获省级荣誉

“字述一年·致敬2020”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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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电跻身中国企业专利实力500强

恒欣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生产研发的第三代“猴车”。（本报记者 方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