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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健

新疆九洲恒昌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在行业和地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是不言而喻

的，这在于它是目前新疆区域物流运输行业

的领军企业、疆内最具竞争力的“公铁联运一

票式承运人”、国家交通部评定的新疆首批

“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国家第二批多式联

运示范工程项目单位，也是西部百强物流企

业之一……

对公司总经理马德钢的采访，是在他十

分忙碌之余抽空进行的。一见面，马总就快言

快语说：“这是我们企业头一次接受疆外的媒

体采访。陕汽这一种服务的延伸和提升，加上

与媒体单位结合的方式，给我们公司提供了

一个怎样来集合社会的力量，构建一个集约

化的模式，更好地服务客户和企业的发展思

路，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标准化发展战略
马德钢的话，初听有点谦逊之意。然而，

随着交流的深入，记者不由得佩服起他敏锐

的洞察能力和独到的行业发展视角。

他介绍道，前几年国内第三方物流的发展

水平和层次相对不高，属于典型的小而散。而

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速，道路和基础设施建

设步伐加快，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我国的

物流行业得到充分的发展。加上国家不断出台

相关法规，超载治理力度加大，在行业秩序逐

步规范的大背景之下，国内物流行业开始进入

新的标准化运输模式发展阶段。其中，一个明

显的标志就是散户买车转变成为公司化买车。

这样的转变，就必须将原来购车过程中，

非标准化的东西让公司去标准化管理。马德

钢说：“九洲恒昌公司在 2016 年 4 月份就定

下来了标准化发展的战略。因为企业之前也

零星地买过车，在购车发展过程当中觉得非

标准化的事情如果公司化去管理，不可控的

因素非常多，公司管理的优势就突显不出来。

所以，只有在整合社会资源，营造行业规范运

营氛围，大力进行标准化管控的情况下，企业

发展才能规模化，才能打造出标准化、专属化

车队这样一个三方物流的大 2B 模式”。

这样的发展方向在 2016 年 9 月 21 日国

家五部委发布“921 新政”后得到进一步印

证。马德钢介绍，按照全国建立统一标准化运

输新政要求，九洲恒昌迅速调整发展战略，确

立并形成以第三方物流服务运营、标准化自

有车辆服务运营、公铁联运一站式承运人运

营、供应链业务运营、信息化运营管理等多种

形式的运营模式。如今，运营大型物流项目达

50 多个，建设运输线路 300 余条，拥有标准

化铁路集装箱近 3000 个。在准东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阜康工业园、昌吉、石河子建立

了四个综合物流基地。

因势而变，顺势而为。九洲恒昌公司的供

应链管理模式得到飞速发展，规模扩张很快。

不到三年的时间，员工总数从一百多人，发展

到现在已经突破一千人，成功打造出了统一

高效的规模化、标准化的运输车队，拥有自用

标吨车辆资源 800 余台，以及各种性能先进

的大型公路货物运输协议运营车 10000 余

辆，年货运量达 1200-1600 万吨，运输效率达

到每日行驶 500 公里，有效地确保了大宗物

资供应的稳定性。

摒弃了原来散户那样的单打独斗，九洲恒

昌公司进入了一个集约化的管理模式。企业的

整个服务保障体系、采购体系和结算是统一

的，所以相对来说凸显出公司化管车的优势，

而这也成为九洲恒昌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马德钢介绍说，九洲恒昌公司利用自身

优势，为新疆区域内的大型能源生产企业、装

备制造业、精细化工业客户提供现代化的供

应链物流服务，围绕客户需求，整合内、外部

多方资源，实现从采购、销售、运输、仓储等

“上下游一体化供应链管理运作模式”，通过

货源组织、铁路运力组织、场站资源整合、上

下站接取送达运输组织，成为疆内最具竞争

力的“大宗原料物流供应链一体化服务商”，

走出了一条贸易带动物流与仓储，物流促进

贸易的全产业链发展道路。 咱下转 P2暂

■ 贾宗杰

●日照港与东明石化、交通基金合资成

立日照港明港原油码头有限公司，共同建设、

经营第 4 座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将通过已建

成、在建的“日照———东明”“日照———京博”

“日照———广饶”管线服务于鲁西、鲁中和鲁

北相关地方炼厂。

●5 条输油管线的规划，将日照港的服

务半径从长江流域延伸至黄河流域。

●日照港与中石化合资组建的日照实华

公司，共经营 3 座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在中石

化全国 6 家实华合资码头中，卸净率、滞期费

控制等生产指标均名列第一，日照港成为中

石化进口原油第一港。

5 月 16 日，在日照港第 3 座 30 万吨级原

油码头启用一周年之际，该泊位已接卸 51 条

原油船、1010 万吨原油。截至 4 月底，日照港

2019 年原油吞吐量累计完成 1989 万吨，同

比增长 11.1%。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

展”，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起势的当

下，日照港集团狠抓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的落

实，加快形成集原油接卸、线上交易于一体的

服务新优势，实现了“港口-管道-炼厂”的全

流程供应服务，全力助推沿途地市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

据海关总署统计，一季度我国进口原油

1.21 亿吨，增加 8.2%。针对我国原油进口量

一直呈上涨态势、炼化企业需求旺盛的实际，

日照港集团全力加快大型原油码头建设，着

力打造我国最大的原油进口口岸和国际原油

分拨中心。目前已经建成投用了 3 座 30 万吨

级原油码头。

2018 年 5 月，日照港第 3 座 30 万吨级原

油码头正式投用，使原油运输能力达到 6000
万吨以上，港区后方配套建成 730 万立方米

储罐群。

据专家预测，到 2020 年鲁南地区和东营

地区原油需求近 3000 万吨。

今年 2 月，日照港与东明石化、交通基金

合资成立日照港明港原油码头有限公司，共

同建设、经营第 4 座 30 万吨级原油码头及相

应配套设备设施。目前该项目已通过省发改

委批复， 咱紧转 P2暂

科技创新
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
注入内生动力
■ 新华社记者 王莹

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层皮”问题、启动重

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专项、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今年以来，辽宁科技创新工

作直面科技成果转化乃至经济结构短板，以

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不断激发创新驱动

内生动力，科技创新发展正逐步成为拉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破解科技与经济‘两层皮’问题是辽宁

科技工作的头等大事，要用科技的‘长板’补

经济的‘短板’，把科技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推

动产业创新发展上。”辽宁省科技厅党组书

记、厅长王大南表示。

今年 4 月，沈阳化工大学与海城市谦源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40 万吨菱镁矿输

送床闪速轻烧技术”开发合作协议，“该技术

可以使菱镁矿轻烧反应时间由数小时缩短为

2 秒左右，每吨产品煤耗降低 100 公斤，粉尘

污染降低率达到 95%以上。”项目技术负责

人、沈阳化工大学校长许光文介绍，项目规划

于今年底建成，将进一步推动菱镁产业实现

绿色化、高端化、集约化发展。

坚持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驱动力

的思想，辽宁全力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

济强的通道，围绕培育壮大“新字号”，改造升

级“老字号”和深度开发“原字号”，目前已凝

练形成了以智能制造、新材料、洁净能源为重

点的产业振兴主攻方向。

走进作为国家级重要创新平台的沈阳材

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一大批纳米材料、碳材

料和大型铸锻件等原创科技成果映入眼帘。

截至 2018 年底，中心共承担各类研究项目

421 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01 项，先后与辽

阳石化机械设计制造有限公司、辽宁三三工

业有限公司等就轴承、石化装备关键材料研

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服务等达成合作，对经

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拉动和支撑作用。

今年以来，辽宁省科技厅还实施重大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专项，提升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能力，摆脱产业发展受制于人的现实

困境。围绕先进装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

代农业、节能环保等领域创新发展需求，凝练

了 30 个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面向国际前沿，

依托骨干企业，攻克了一批制约行业和企业

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

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借势发展，紧抓“自主

创新”这张王牌，一批高端装备产品陆续研发

成功、关键共性技术相继攻克，解决了辽宁产

业发展多年来的“卡脖子”难题，有效提高了

装备制造业整体水平。

2019 年一季度，辽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

值 710 亿元，同比增长 19.5%；高新技术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 1968.5 亿元，同比增长 13.8%；

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 70.91 亿元，同比增长

68.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5.5%，创历史新高。辽宁的科技创新能力实

现了新提升，科技支撑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创新创业生态更加优化。

王大南表示：“下一步，要强化科技创新

驱动的引领作用，抢占高点，依靠科技把实体

经济做强做优，增强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打

造新时代辽宁产业振兴发展的新品牌，为老

工业基地振兴注入科技创新内生动力。”

休刊启事
本报 6月 7日、8日、9日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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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洲恒昌：集合力量 集约发展
———专访新疆九洲恒昌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德钢

拼格局、拼平台、拼创新、拼环境

日照港：拼出世界一流强港的大作为

荫新疆九洲恒昌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德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