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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刘灿邦

近日，证券时报记者走进兰石重

装，在公司展厅，一套关于氢能装备的

沙盘格外引人关注，从电解水制氢、氢

气纯化到固态储氢装置、储氢球罐，再

到化工、生活等下游应用，勾勒出“制

储输加用”的氢能产业全景，值得注意

的是，这些核心装备均由兰石重装自

主研发制造。

“经过70余年发展，公司在装备制

造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拥有雄厚技

术沉淀。”兰石重装董事长郭富永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于“核氢光储”

转型战略，公司在氢能领域业务涵盖

氢制取、储运、安全、检测和工业化应

用，已形成全面布局、重点突出的氢能

产业发展布局。

大力布局氢能产业只是兰石重装

聚焦新质生产力的缩影之一，目前，公

司核能产业也在快速发展壮大，产值

贡献已达10%，2024年核能订单目标7
亿元，上半年已实现订单4.2亿元。

郭富永表示，兰石重装将快速建

强“核氢光储”新能源装备及高温合金

新材料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参与兰石重装优势产业，实现延

链补链强链，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

道，全力向新能源、新材料、数转智改

网联等新质生产力方向转型。

制氢装置重大进展

今年10月，甘肃省首台自主研制的

1000Nm3/h碱性电解水制氢装备在兰石

集团绿氢制储用一体化试验示范项目

现场顺利产氢，并通过了72小时连续浓

碱运行测试，技术指标良好，运行平稳，

这标志着该装备试制成功，兰石集团在

绿氢制备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制氢是氢能产业链的最前端，装

备价值量大，也是将其他形式能源转

化为氢能的关键。郭富永告诉记者，

在制氢领域，公司自主研发的 1000标

方碱性电解水、100 标方质子交换膜

电解水制氢装置相继投产应用，核心

指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阴离子

膜、高温固体氧化物等先进制氢装备

也正加速研发；温和氨裂解制氢、甲

醇重整制氢已形成完整工业化解决

方案。

“氢能产业‘制储输加用’环节缺

一不可，在储氢领域，兰石重装已形成

产品梯次发展格局。其中，自主研制

的 98兆帕、50兆帕高压气态储氢容器

已成功商用；低温液态储氢、有机液态

储氢装备正在加速攻关。在加氢领

域，加氢用微通道换热器（PCHE）安全

性、稳定性及工作效率达到行业先进

水平。”

“在未来一段时间，兰石重装将以

装备制造为突破，打通氢能产业链关

键环节。”郭富永向记者说。

郭富永也向记者谈到一些思考，

例如，要夯实氢基能源产业发展根

基，积极与行业领先上下游企业或科

研机构开展合作，加速氢能创新成果

的产业化，产业链不断由制氢向储

氢、运氢、加氢、氢燃料电池配套产业

延伸。

同时，要加快突破氢气制储运加

环节“卡脖子”技术，降低成本；还应促

进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相融合，以产

业经营支撑资本运营，通过参股、合资

和并购，促成配套产业落地，形成产业

聚集优势，推动兰石重装延链、补链、

强链。

优秀的产品与稳定的市场相辅相

成，氢能产业的发展壮大同样离不开

下游应用的蓬勃发展，在郭富永看来，

如何利用好氢气是兰石重装应该思考

的关键问题。

为此，兰石重装进行了不少尝

试。在氢交通领域，形成了制氢加氢

站整体解决方案，建成兰州新区绿氢

制储输加用一体化示范项目；在氢化

工领域，依托加压循环流化床煤气化

制氢、新型重油加氢自主核心技术，建

成兰石金化煤制氢、盘锦浩业渣油加

氢深加工等重大项目。

产业迎来政策暖风

兰石重装深耕能源化工装备行业

70 余载，现已成为行业领军企业之

一。如今，大力发展氢能产业令这家

国企焕发新的生机。这其中，既有公

司深厚的历史积淀因素，也有政策支

持氢能产业大发展的机遇。

据了解，甘肃省立足本省资源禀

赋及区位优势，积极融入国家和区域

氢能产业发展战略，先后出台了《甘

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氢能产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

以短期就近消纳为原则，长期外输消

纳为目标，布局建设“一个走廊，两个

示范区，两个基地”，同时加强对氢能

领 域 的 政 策 扶 持、资 金 支 持、人 才

引育。

目前，甘肃省积极支持规模化绿

氢制储基地建设、落实新能源指标支

持可再生能源制氢、支持氢能装备制

造业发展、支持加氢站建设运营、加强

输氢管道布局建设，打造氢能全产业

链格局，积极拓展氢能在交通领域、工

业领域、储能与发电领域、建筑领域等

应用场景。

“从全国视角来看，甘肃省拥有完

整的装备制造产业链，尤其是在石油

化工等能源装备制造业方面，有着深

厚的技术积淀以及雄厚制造能力。”对

于甘肃省发展氢能产业有何优势的问

题，郭富永谈到了他的体会。

他还提到，甘肃地处西北，风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储量丰富，发展

潜力巨大，新能源资源开发起步早、

优势足，富集的风光发电资源为氢能

产业提供了天然支撑；甘肃还拥有

“一带一路”通道优势和西气东输天

然气管道过境等区位优势。“这些都

为甘肃省大力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

有利条件。”

“兰石重装基于‘核氢光储’转型

战略，依托能源装备产业链‘链主’引

领带动作用，大力发展西北氢能装备

制造，构建了氢能‘制储输加用’五位

一体模式。”郭富永告诉记者。

目前，兰石重装正积极贯彻落实

上述指导意见，围绕氢能“制储输加

用”各环节，依托装备制造企业研制

高效电解水制氢设备、98Mpa 高压气

态储氢容器、微通道换热器等加氢

设备，积极开展煤制氢、工业副产氢

制 氢 及 氢 气 纯 化 工 艺 技 术 研 究 及

集成。

锚定四大重点方向

兰石重装氢能装备产业起步并不

算早，但近几年来一步一个脚印，成绩

可圈可点。例如，在打造科技创新平

台方面，公司在 2021年组建甘肃省能

源装备创新联合体，2023年获批甘肃

省首个氢能装备技术创新中心，2024
年又打造氢能及氨氢融合装备技术联

合实验室，并在甘肃省氢能大会上完

成揭牌，此次合作将佛山仙湖实验室

的技术、人才、项目优势与兰石重装在

工程化、产业化的优势进行强强联合，

有力推动兰石重装氢能及氨氢装备产

业发展。

与此同时，兰石重装也积极搭建

应用场景，全面提升氢能整体解决方

案服务能力，通过加大产业推广力

度，全面促进氢能产业应用领域落地

见效。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今年 7月底，

兰石高标准建成甘肃省首个绿氢“制

储输加用”一体化试验示范基地，并形

成了甘肃首个“分布式垃圾制炭、集中

式制氢”新型生活垃圾处理解决方案，

标志着公司首次拥有了氢能产业全链

条产线建设能力。

郭富永告诉记者，为把握当下宝

贵的发展机遇，兰石重装氢能产业已

锚定四个重点方向。一是加大制氢技

术研发与生产；二是提升氢储运技术

及基础设施建设；三是着重关注氢能

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拓展及氢能与其

他能源的融合发展；四是布局标准体

系建设与检测认证，加快制定和完善

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燃料电池等

各个环节的技术标准、安全标准、质

量标准等。

“氢能产业是未来产业，兰石重

装将抓好装备技术研发和应用场景

拓展两条线，加快氢能产业关键核心

技术和装备研发制造，建好用好中试

平台，抓好安全生产、成本控制等基

础工作，打造更加多元、丰富的应用

场景，做好产业化推广应用。”郭富永

表示。

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由传统能源装备向新能源装备拓

展转型，是兰石重装当前的战略方向

之一。除了氢能以外，核能装备业务

的发展同样可圈可点，被公司视为着

力培育的新增长极，不仅搭建了核能

装备产业一体化发展平台，还构建起

军核民核为两翼、新产品新工程新服

务为三新的业务体系。

“兰石重装将积极践行核产业国

家战略，认真研究国家核电发展政策，

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核能装备产业。”

郭富永说。

据介绍，兰石重装正全面做强核

能研发设计、装备制造、检测检修及工

程总承包能力，打造上游铀转化浓缩、

核燃料贮存、核化工装备，中游核电站

装备，下游乏燃料循环后处理、退役核

设施处理等核能装备完整产业链，打

造国内一流核能装备及系统研制与服

务解决方案服务商。

在核能技术研发上，兰石重装还

积极与中核系、广核系等单位设计院、

科研院所及产业链相关领域专家开展

多种方式合作，搭建协同创新平台，统

筹发挥协同作用，聚焦核化工、核电

站、“三废”处理等方面解决方案。

在市场拓展上，兰石重装深化与

中核集团、华能集团等合作，全力跟

进中核甘肃核技术产业园重点项目，

大力推动核电用焊接式板式热交换

器、新型高效紧凑型微通道热交换器

（PCHE）、核燃料及乏燃料处理等核

心设备国产化，打通上中下游核燃料

元件、高温气冷堆、乏燃料后处理等

完整产业链，打造“兰石核能装备”。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拓展当前焊接、

无损检测等领域的数字化成果经验，

并向生产全过程应用，打造示范性应

用场景。

“下一步，兰石重装将坚持‘强龙

头、补链条、聚集群’战略，发挥链主作

用，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产业链价值

链高端迈进，坚持创新驱动，切实提升

产业链发展水平和整体实力。”郭富

永说。

甘肃首台碱性电解水制氢装备试制成功
这家老国企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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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曹晨

时隔仅 4个多月后，佳禾智能

(300793)拟收购东莞市佳超五金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佳超科技”）控股

权的计划最终未能成行。

11月25日晚间，佳禾智能公告

称，此前，公司与简伟民等就收购佳

超科技51%股权事项签署了意向协

议。经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及沟通

磋商后，交易各方未能就收购事项

达成最终共识，无法签署正式股权

收购协议。经协商一致，交易各方

于2024年11月25日终止本次股权

收购事项。

谈及终止收购的影响，佳禾智

能表示，本次终止股权收购意向书

是公司与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的结

果，交易各方均无需对本次股权收

购意向的终止承担违约责任，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未

来的发展战略及经营规划。

回溯来看，7月25日晚间，佳禾

智能公告，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

佳超科技 51%股权，此次股权交易

总额预估值暂定为2.3亿元。

从交易标的看，企查查显示，佳

超科技成立于2015年，注册资本为

62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贺建国，自

然人简伟民为第一大股东，持有股

份比例为34.8%。

该公司官网显示，佳超科技是

一家专业从事新能源动力电池模块

铜铝软连接、硬连接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的高新科技公司。佳超科技成

立于2015年，现有职员1260名。公

司旗下运营包括一家设计公司——

佳茗模具；两个新材料公司——安

徽佳耀，广东佳顺安；并且拥有三大

生产基地：东莞、湖南和安徽。占地

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

此次交易设有业绩承诺。公告

显示，卖方承诺，佳超科技在2024年

至2027年的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5
亿元、6亿元、7.2亿元、8.6亿元，合计

26.8 亿元；佳超科技在 2024 年至

2027 年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200 万元、4000 万元、4800 万元、

5600万元，合计1.76亿元。

谈及当时的收购计划，佳禾智

能可谓十分看好，其表示，本次收购

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如本次

股权收购事项顺利实施，有利于公

司拓展业务领域，提升公司盈利能

力，为公司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和

增长潜力。

如今，因交易各方未能就收购

事项达成最终共识，佳禾智能并购

计划折戟。

今年11月，佳禾智能在接受调

研时表示，公司在智能穿戴产品业

务的发展初显成效，截至今年三季

度 公 司 穿 戴 类 产 品 占 营 收 的

6.65%，同比增幅明显。随着市场

需求的逐步上升，预计未来穿戴类

产品的份额还会持续增长。公司也

会持续加大在智能穿戴领域的资金

及人员投入，加强自身的技术储备

并积极将相关技术推向消费市场。

佳禾智能收购
佳超科技51%股权计划搁浅

证券时报记者 黄翔

11 月 25 日 晚 ，山 东 药 玻

(600529)公告，公司募投项目“年产

5.6亿只预灌封注射器扩产改造项

目”完成时间由 2024年 12月 31日

延期至2025年12月31日。

山东药玻表示，目前“年产 5.6
亿只预灌封注射器扩产改造项目”

的建设已基本完成，但部分关键进

口设备尚未到位，主要原因系欧洲

设备供应商受地缘冲突影响，能源

供应不足、零部件供应不及时，导

致产能下降、供货时间延迟。上述

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公司设备到位

时间延迟，但预计将在2025年内全

部到位。

公告显示，该募投项目计划投

资金额为6.62亿元，截至2024年10
月 31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约 6.16
亿元，募集资金专户 2024 年 10 月

31 日余额合计为 5722.63 万元，投

入进度92.94%。

山东药玻表示，上述延期后项

目完成时间是公司在综合考虑各

项因素基础上所做出的估计，公司

将与进口设备供应商就设备到位

时间紧密沟通，继续按要求做好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信息披

露工作。

同时，山东药玻称，募投项目

延期是依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

决定，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没

有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

募集资金投资用途等，不存在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

司 的 正 常 经 营 产 生 重 大 不 利

影响。

据了解，预灌封注射器是近年

来国际高端制剂药品所广泛采用

的新型包装方式，已被广泛应用于

疫苗等生物制剂产品包装以及急

救药物制剂的包装。预灌封注射

器实现了存储、给药一体化，能够

减少药品残留浪费、配药污染风

险，其安全性和便捷性已得到制药

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广泛认可，并被

逐步引入更多高价值制剂产品的

包装中。

截至目前，山东药玻主要从

事各种药用玻璃瓶产品的研发、

生产、销售，产品涵盖玻璃瓶与丁

基胶塞、铝塑组合盖，以及塑料瓶

等一整套的包装产品体系。而该

募投项目的预灌封注射器产品对

于山东药玻而言，意义在于补全

其高端产品线产能，优化公司产

品结构，并增强盈利能力。但经

过约两年时间的建设，该计划不

得不延期。

今年三季度，山东药玻业绩

承压，三季报显示，今年三季度收

入 12.4亿元，同比下滑 1.0%，环比

下滑6.0%；归母净利润2.5亿元，同

比增长7.2%，环比下滑3.6%。

山东药玻此前在业绩说明会

中表示，2024年三季度各项业务除

子公司包头丰汇包装的纸包装产

品有下降外，其他业务保持稳定；

子公司丰汇包装公司主要是受牛

奶行业影响，导致营业收入下降。

此外，今年三季度，公司药厂检修

时间比以往略长。

今年以来，山东药玻主要原

材料、能源价格下降及国产玻璃

管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玻璃管价

格下降，山东药玻上半年也对公

司卡式瓶等库存商品进行了计提

减值损失。

进口设备难到位
山东药玻募投项目延期

2024年 7月 16日，东莞长安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安村银”）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长安村银被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收购改建为分支机构的议案和长安村银解散的议案。

2024年7月2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东莞监管分局批复同意东莞银

行收购长安村银并设立东莞银行长安莲峰支行、长安锦厦支行、长安新安支

行、长安乌沙支行、长安厦边支行、长安厦岗支行及长安沙头支行（东金复

〔2024〕45号）。

2024年11月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批复同意长安村银

解散（粤金复〔2024〕289号）。东莞银行长安莲峰支行、长安锦厦支行、长安新

安支行、长安乌沙支行、长安厦边支行、长安厦岗支行及长安沙头支行已于11
月 11日正式开业。前述解散批复作出后，长安村银依法完成了解散相关工

作，长安村银全部资产负债、机构网点、权利义务依法已由东莞银行承接，长

安村银原有客户可到东莞银行任一分支机构继续办理相关业务。

长安村银已于 2024年 11月 12日第一次发布关于长安村银债权人可申

报债权的公告，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长安村银债权人可以依法

向长安村银清算组申报其合法享有的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影响其对长安

村银合法享有的债权的有效性。

长安村银清算组联系人：郑景贤，联系电话：0769-82287199；卢建荣，联

系电话：0769-81877883。
长安村银清算组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莲峰北路 23号风临公

馆1幢商铺101-112号

东莞长安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4年11月26日

公 告
2024年 6月 26日，东莞厚街华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厚街村银”）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厚街村银被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收购改建为分支机构的议案和厚街村银解散的议案。

2024年7月12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东莞监管分局批复同意东莞银

行收购厚街村银并设立东莞银行厚街康乐支行及厚街中心大道支行（东金复

〔2024〕42号）。

2024年11月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批复同意厚街村银

解散（粤金复〔2024〕290号）。东莞银行厚街康乐支行及厚街中心大道支行已

于11月11日正式开业。厚街村银全部资产负债、机构网点、权利义务依法由

东莞银行承接，厚街村银原有客户可到东莞银行任一分支机构继续办理相关

业务。

厚街村银已于 2024年 11月 12日第一次发布关于厚街村银债权人可申

报债权的公告，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厚街村银债权人可以依法

向厚街村银清算组申报其合法享有的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影响其对厚街

村银合法享有的债权的有效性。

厚街村银清算组联系人：卢少英，联系电话：0769-85818899；叶沛强，联

系电话：0769-85828299。
厚街村银清算组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康乐南路199号君汇华

庭商铺B座

东莞厚街华业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4年11月26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