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重工：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核心竞争力
单件小批量的生产组织模式是装

备制造业数字化升级绕不开的“老大
难”问题：每一台产品都是“定制式”，难
以批量化生产；大量的钢材、铸锻件、机
电配套需要采购或社会化协作，供货的
及时性与质量问题制约着生产组织工
作；内部生产资源均衡性安排面临着重
重阻碍。怎样做到“人、机、料、法、环”
等多重要素的统筹平衡，始终困扰着重
型装备制造行业生产组织者。

数字技术能否解决这一难题？北方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探
索、寻求答案。

自主研发生产大数据系统

作为我国重型装备制造领域的骨
干企业，北方重工的生产组织模式曾作
为行业标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但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生产组织模
式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短、平、快”的组织模式越来越受市场
青睐。

据介绍，北方重工产品结构复杂、
生产工艺链条长、交货期短，迫切需要
开展企业制造流程的智能升级。通过
智能化生产设备改造，优化加工工艺过
程、应用智能化信息系统管控等技术，
实现绿色制造、智能制造，进而达到缩
短工期、提高产品质量、释放生产资源
和节能降耗等目的。

经过不懈努力，一套全新的生产大
数据系统于近日在北方重工正式上线
投入使用。这套由北方重工自主研发
的生产大数据系统，是针对单件小批量
产品生产制造加工过程，利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建设的生产大数据平台。系统
功能主要包括产品主数据收集、生产计

划高级排程、生产制造过程监控模块建
设等，可实现生产管控实时化运转，能
够合理利用各项资源，完善产品生产过
程中质量追溯链条，具备动态管控生产
加工设备运行状态的能力。

建立覆盖生产全过程数据链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套系统利用
大数据技术，开展了生产加工工艺大数
据模型建立与云计算分析的应用，通过
引入算法模型，结合单件小批量生产加
工特点，对生产制造过程计划的高级排
程进行了模拟检验。

实际应用结果显示，这套系统能够合
理安排设备、人员、物料等多方面资源，可
以有效提高生产制造过程的计划性。同
时，该系统利用5G技术，简化了生产制造
执行情况收集过程，帮助北方重工一线员

工完成了从普通产业工人向生产制造过
程节点控制人员的角色转变。

此外，该系统还利用物联网技术，
在原有传统设备上增加传感器，开辟网
络链路，以最小的成本投入对传统生产
制造加工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了设
备自身的数据采集。

“我们已经在这套系统内部建立了
北方重工产品BOM 结构、工艺加工路
线主数据库，可以根据系统算法模型提
供的产品加工工艺路线推演和调整项
目工期，合理安排生产制造设备，预计
能够提高设备利用率20%以上。未来，
通过多系统数据互通，我们将建立覆盖
北方重工生产制造加工全过程的数据
链，更多生产数据将用于辅助设计、工
艺、采购、生产、设备等部门开展优化和
持续改进工作。”北方重工战略发展部
副部长张帆介绍。 王 刚

核心
提示

为了在市场站稳脚跟、夺取发展优势，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从2019年实施混
改以来就着手布局生产大数据系统，尝试将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纳入企业的生产经

营活动中，从全新的维度推动企业开展新型业务。

北方重工员工借助大数据系统高效率调试双边剪产品。 孙 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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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17年、600余万字、800余幅插图……
辽宁地域文化史《辽宁文化通史》（20卷）日前出
版。该书是继《安徽文化通史》《上海文化通史》及
《齐鲁文化通史》之后问世的国内第四部省级地域

文化通史，无论选题内容、撰写质量都坚持了高标准，是辽
宁规模最大的一次历史文化研究整理活动。

梳理历史
找到地域文化闪光点

《辽宁文化通史》共计20卷本，
600余万字，800余幅插图，是一部
图文并茂地集中反映辽宁地域文
化的历史长卷。为何要编撰出版
这样一套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它
的意义在哪里？书中有哪些亮
点？编写这样一部长卷，编撰团队
怎样组成？选编标准如何确立？
时任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文化研
究所所长、《辽宁文化通史》的总编
辑曲彦斌告诉记者，当代辽宁人的
一个重要文化责任，就是深入发掘
辽宁历史文化的内涵，守护我们的
历史文脉。这是一种文化传统的
认同、一种文化价值的寻根，一种
基于地域文化、血脉相承的感情。

《辽宁文化通史》卷帙浩繁、体
例宏阔，对辽宁的历史文化进行了
一次系统地发掘、收集、梳理和整
合，并将辽宁历史框架下那些璀璨
的闪光点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曲彦斌介绍，《辽宁文化通史》的编
撰，力求突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辽
宁地域文化的特点、特色，采用以

历史年代为主干的通史体，全书时
限从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代社
会，即从上古直到20世纪末。根据
史实全书划分为 20 卷，1 至 9 卷包
括总卷、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
朝隋唐卷、辽金卷、元明卷、清代
卷、近现代卷和当代卷，记述了从
先秦至当代数千年文化史。从第9
卷至第20卷，分别为11个专题卷，
以独到的微观视角记述了辽宁地域
文化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变迁史、
近代城市文化、近代工业文化史、海
洋文化、环境文化、名士与世家、牛
河梁与红山文化、辽宁式铜剑文化、
清代流人文化、锡伯文化风情史、辽
宁方言及地名、辽地二人转等本土
文化的历史记忆。另外，还编有辽
宁地域文化史概要性质的附编《辽
宁文化史概要》作为补充卷，独立
成册。

首先，《辽宁文化通史》充分体
现了地方人文历史特点，充分反映
了辽宁历史文化中的民族性特征。
辽宁地区历史上有过许多少数民
族，从春秋以后直到清代，辽宁地区
的文化衍生主要便是北方少数民族
在其间的活动。因此，反映北方少
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便是

《辽宁文化通史》的重要内容。
其次，此书的视角立足辽宁，

扩及东北乃至全国。曲彦斌说，
《辽宁文化通史》既是辽宁地方文
化史，又直接关系东北边疆史，这
是由辽宁在全国所处的地理位置
所决定的。辽宁古称“辽海”，其地
理位置就狭义而言，相当于今山海
关以东至渤海、黄海间的空间范
围。因此，历史上这里既有大河文
明，也有海洋文明，更有中原文
明。本书用十余个专题卷的选题，
来体现辽宁特有的地域文化样貌，
也区别于同类文化通史的选题视
野，如《辽宁式铜剑文化》《辽宁清
代流人文化》《辽宁方言和地名》等
都是颇具特色之作。

填补空白
接力编撰历时17年

据介绍，《辽宁文化通史》从动
议、编撰、出版，到如今20卷本增订
版的告竣交付出版，整整历时17年。

谈及这部书的由来，曲彦斌说，
《安徽文化通史》《上海文化通史》和
《齐鲁文化通史》三部地域文化史先
后于2001年至2004年问世，尽早启
动《辽宁文化通史》的编撰工作成为
辽宁文史界一直以来的愿望。2005
年初，《辽宁文化通史》工程正式启
动。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历经大约
5年时间，9卷本《辽宁文化通史》先期
出版。之后，学界认为辽宁厚重的文

化历史，此9卷不足以囊括，于是酝酿
出版20卷本的《辽宁文化通史》。自
2010年至今，历经三代学者30余位
作者的共同努力，在原9卷本的基
础上，又增添了十余个专题卷，最
终迎来了20卷本《辽宁文化通史》
的问世，成为继《安徽文化通史》

《上海文化通史》和《齐鲁文化通
史》之 后 完 成 的 国 内 第 四 部 省
（市）地域文化通史。《辽宁文化通
史》是目前为止，最全面、最完整
反映辽宁历史文化脉络的丛书，
也是辽宁规模最大的一次历史文
化研究整理活动，成为填补辽宁区
域文化的空白之作。

《辽宁文化通史》9 卷本面世
后，获得了有关方面的肯定和高度
评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党委书记的周溯源研究员在

《编撰地域文化史的有益探索》评论
中认为，“该书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面向未来，是一部具有高学术含量
的辽宁历史上的第一部大型文化通
史，无论选题内容、撰写质量还是装
帧设计诸方面，都坚持了高标准。”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世瑜在《地域文化史同样是多元
荟萃、绚烂悠长的历史画卷》中指
出，“在中国众多区域文化之中，辽
宁似乎并不是人们眼中的重点”，但

“九卷本《辽宁文化通史》的问世，则
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现状”。

故土之思，故土之情，是每一个
人深沉的情感。而在曲彦斌心中，

《辽宁文化通史》的出版让他倍感欣
慰：它为后人呈现了一个更为真实、深
入的本土历史发展、研究读本，给辽
宁厚重的历史文化增添了一抹亮色。

20卷本《辽宁文化通史》面世

完整呈现辽宁厚重历史文脉
本报记者 吴 限

从东北，到华南；从辽河之畔，
到八桂之地。

虽然相隔2500多公里，但依然
阻挡不住广西南宁观众对辽宁独
有地方剧种——辽剧的喜爱。

11月26日晚8时，广西民族剧
院内，经典辽剧《龙凤镜》折子戏

《游春》准时上演。作为2022年全
国地方戏精粹展演中的重点剧
目，由盖州市辽剧团创排的《龙凤
镜》是唯一代表我省出演的地方
戏，也是众多辽剧剧目中最为经典
的一部。

辽剧经典60年历久弥新

2022 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
11月2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正式
启幕。此次展演从全国100多个地
方戏剧目中精选出48个作品（折子
戏）进行 10 场展演，涉及辽宁、河
南、广西等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 43 个艺术院团，涵盖了辽
剧、秦腔、越调、豫剧、赣剧、南昌采
茶戏等40多个地方戏种。

由我省盖州市辽剧团演出的
《龙凤镜》折子戏《游春》在11月26
日正式登上广西民族剧院的舞台，
这是整个展演活动中第五台地方
戏。

俊俏的扮相、优美的唱腔、紧
凑的剧情，在十几分钟里，辽剧《龙
凤镜》将辽剧精华全部展现给现场
的广西观众，赢得满堂彩。

“第一次听辽剧，好听得很！”
观众林飞凤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人，

年近六旬的她没到过辽宁，也是第
一次现场欣赏辽剧，演员们扎实的
基本功、干净利落的动作、悠扬婉
转的唱腔深深地吸引了她。

《龙凤镜》是一部经典辽剧，创
作于 20 世纪 50 年代，距今已有 60
多年历史。《龙凤镜》讲述的是罗王
两家以一对龙凤宝镜为凭证给儿
女订下婚约，罗家公子罗旺长大成
人后，在投亲途中遇到恶霸抢人，
他仗义相救，但手中宝镜被恶霸盗
走。到了王家，王夫人让罗旺三日
内交出凭证龙凤镜。王家女儿王

绽芳知罗旺是搭救自己的义士，与
丫鬟设计将自己的宝镜借给他。
喜事在即，恶霸持龙凤镜到王府诈
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最后真相
大白，有情人终成眷属。

盖州市辽剧团团长王毅说，60
多年间，《龙凤镜》以整场或折子戏
的形式演出近千场次。从城市到
边陲，从北京到上海，这部具有极
强表现力和浓郁地方色彩的辽剧，
吸引了无数票友关注。

辽剧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
期，一度称为影调戏、辽南戏，最终

定名为辽剧。辽剧表演以中国戏
曲表演程式为主体，吸收辽南民间
艺术，如水袖和武打，并适当融合
一些皮影动作，借鉴了辽南大秧
歌、民间舞和二人转的一些舞蹈动
作。作为辽剧经典代表，《龙凤镜》
中不论是演员动作，还是舞台布
景，都借鉴并使用了皮影戏表现手
法，令人耳目一新。

搭建演出平台推动本土创作

辽剧《龙凤镜》能够在广西南

宁全国展演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得
益于我省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对辽
宁地方戏进行全力培养和支持。

我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历史
上多民族聚居，不同文化间不断交
融，形成了一大批地域特色明显、
表演风格独特的地方戏种。辽剧、
海城喇叭戏、阜新蒙古剧、凌源影
调戏、铁岭秧歌戏、评剧，这些带有
浓郁“辽宁味道”的地方戏深受广
大观众喜爱。

为了扶持和壮大地方戏，近些
年来，我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从
创作到演出，从政策到行动，为辽
宁地方戏搭建更为广阔的舞台。

不久前，时长达两个小时的大
型凌源影调戏《百合芬芳》一经首演，
即获成功。作为填补辽宁省地方戏
曲空白的作品，凌源影调戏《百合芬
芳》的创作、演出团队全都是凌源本
地人。为了大力培养我省本土文艺
创作人才，辽宁省从政策到资金再
到奖项评选，均向本土人才倾斜，积
极推动“全辽班”文艺创作。

既积极掀起创作热潮，又积极
搭建演出平台。今年6月份，由省
文旅厅、新疆塔城地区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主办的辽宁省地方戏曲艺
术团文化交流活动在塔城地区开
展了为期一周的演出。这不仅是
辽宁地方戏“走”出去的一次尝试，
而且是全省地方戏首次同台表
演。一个月后，辽宁地方戏再一次
集体亮相，在辽宁大剧院，全省6个
城市7个地方戏种共同为观众奉献
了一台地方戏曲盛宴。

辽剧《龙凤镜》亮相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刚刚面世的《辽宁文化通史》。

本报讯 中国画是最具传统特色的文
化艺术，当下如何传承？近日，鲁迅美术学院
举办的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学名师
赵宝平教学成果展——“行知”，通过124幅
中国画临摹作品和95个对话经典精品视频
系列教材，打通由经典之“书”而入“画”的过
程，同时又由“入画”转摄形成图像记录以及
多载体的“展览、播放”过程，将原来的单纯课
堂教学，以现代数字科技实现了动态化的跨
时空多元化传播，在“展览、播放”中，解读经
典，致敬经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据介绍，此次展出的124幅意临纸本作
品是从千余幅山水画教学课画稿中精选出来
的，是鲁迅美术学院赵宝平教授对黄公望《富
春山居图》、董其昌《仿古山水图册》、石涛《山
水图册》、八大山人《朱雪个山水册》的临摹
作品。而从1300 余学时的教学视频中挑选
出的95个视频，演示了124幅意临作品的全
过程，能够使观展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学习中
国文化特有的审美意蕴和艺术品质。

刘 新 本报记者 杨 竞

鲁美办展
探索国画传习新路径

辽剧《龙凤镜》令观众耳目一新。（受访者供图）

简讯 JIANXUN

本报讯 记者郭平报道 沈阳故宫博物
院发布消息，三维立体全方位地展示院藏文
物的细节和全貌的“云上故宫”正式上线，参
观者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网上欣赏“清乾隆
款牙透雕群仙笔筒”“清乾隆款折枝花果梅
瓶”等十大类共200件文物精品，并且能够获
得现场参观无法实现的参观体验。

据介绍，为加强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和
数字化保护利用，2020年11月，沈阳故宫博物
院启动了数字博物馆建设项目，经过两年时间
建设，这一项目通过终期验收。至此，沈阳故宫
博物院以藏品管理为核心的业务平台和以对外
展示为中心的“云上故宫”建成并投入使用。

观众足不出户即可以在沈阳故宫博物院
官网或移动端沈阳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平台
数字展厅中，在线浏览不低于30个全景的8
个数字化展厅。

“数字多宝阁”是“云上故宫”的一个重要
展示单元，参观者在这里可以360度全方位
欣赏沈阳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如沈阳故
宫博物院藏精品“清乾隆款牙透雕群仙笔
筒”，其腹部的人物、楼阁、松石立体感极强，
马缰绳、栏板、松针等亦细致入微，翻转到底
部，篆书“大清乾隆年制”3行6字双栏方框款
清晰可见，让观众获得比观看实物更丰富的
信息，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此外，“云上故宫”还开展对沈阳故宫参观
区域进行蓝牙精准定位及导航服务，观众使用
小程序时，能够对古建筑进行智能识别，并通
过图文、语音、视频的方式对所拍建筑进行介
绍，深度解读，实现线上自助导览。

沈阳“云上故宫”
让文物在指尖“活”起来

本报讯 记者赵乃林报道 11月22日，
沈阳市档案馆、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联
合举行馆藏珍贵文献史料数字资源共享仪
式，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与沈阳市档案
馆就《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与《盛京
时报》等馆藏文献史料数字资源进行交换。

沈阳市档案馆馆藏不同时期档案 60 余
万卷。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设立的第一
个最高的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在民族危亡
之际，率先高举抗战旗帜，勇担抗日救亡大任。

为加强沈阳抗战文化联盟成员之间文献
史料资源共享，共同挖掘文献史料的历史内涵
与时代价值，此次，两家单位携手开展资源共
享，为进一步推动沈阳红色资源的开发、创新
和高质量发展打开了全新的维度。双方将以
此为契机，共同推动城市红色资源的研究与发
掘。下一步，双方还将进一步加强数字资源建
设，联合编撰文件汇编，共同建设“沈阳红色档
案资源数据库”等专题电子矩阵，联合开展专题
档案、史料征集，整合共享红色资源，共建党史
教育基地，讲好党的故事、革命英烈的故事。

沈阳珍贵文献史料
资源共享活动开启

北方重工：加快数字化转型 提升核心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