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道装备总经理谢乐敏：

“氢”装上阵 打造业绩增长加速器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氢能产业发展正迈入快车道。 蜀道装备紧抓行业发展东风，一路向“氢”而行。 蜀道装备总经理谢乐敏近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蜀道装备在2021年引入资源、资金实

力雄厚的蜀道集团作为控股股东后，开始加速转型发展。 在传统深冷技术装备制造业务上，坚持自主研发创新，积极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 同时，大力发展氢能业务、气体运营业务，打造公司业绩增长的‘加速

器’ 。 依托蜀道集团交通行业资源优势，我们将积极参与和拓展省内外交通领域的氢能业务，力争成为四川氢能产业链主企业。 ”

●本报记者 康曦

加快氢能产业布局

氢能业务是蜀道装备重点布局的板块之一，在控股股东蜀道集团的支持下，公司的目标是力争成为四川氢能产业的链主。

“蜀道集团有高速公路、铁路施工场站和矿山等诸多氢能应用场景，而公司在深冷装备制造行业深耕多年，并在2015年开始布局氢能产业，做相关技术储备，所以蜀道集团明确，公司牵头负责集团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和示范落地。 ”谢乐敏告诉记者。

今年上半年，基于蜀道集团的应用场景，蜀道装备已牵头完成了蜀道集团“氢能产业实施方案”的编制，规划布局氢能产业链“制、储、加、用”等环节装备制造的技术研发，并同步推进氢能示范项目。

“目前我国氢能产业处于示范应用阶段，涉足氢能的企业很多，但盈利的很少，这是因为目前这一产业还处于技术迭代期，氢能使用成本高。未来，氢能产业要大规模发展，制储运加用所有环节都需要不断进行技术迭代，将氢能的使用成本进一步降低。 但即使氢能的使用成本降低，也不会低

于新能源的电力成本。 ”谢乐敏表示，“我国之所以要大力发展氢能源，一方面是保障能源安全，另一方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弥补锂电池在特定应用场景的不足，未来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逐渐降低，绿电、LNG和氢能，将是交通用能的三大趋势。 其中，大功率轮船、重卡矿卡等将更多使用

LNG和氢能。 ”

《成都市推动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产业发展及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4-2026年）》明确，到2026年，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及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实现车辆规模化推广应用，带动成本持续下探，建成覆盖全市域、辐射成都都市圈的氢能保障网络，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全产业链生态体系

更加健全，产业综合实力和示范推广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同时，据《四川省进一步推动氢能全产业链发展及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4-2027年）（征求意见稿）》，对安装使用ETC装备的氢能车辆，在四川省免除高速公路通行费。

“我们2015年开始布局氢能产业，主要以技术储备为主，等待发展时机。 而今年这一时机来临了，四川和成都相继出台支持氢能的相关政策，为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加上蜀道集团的产业优势，所以我们将氢能作为主要发力板块，加强了市场拓展力度。 随着氢能源车的通行

费减免，氢能的性价比将进一步凸显。 ”谢乐敏表示。

在氢能技术研发上，今年3月28日，蜀道装备举行了氢能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的揭牌仪式，氢能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主要开展氢能关键技术的攻关和产业化应用研究，在研发课题上主要选取了氢液化、氢动力火车以及氢能飞行器等领域的产品和技术研发课题，力求在氢能源技术领域取得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成果。

在氢能应用场景上，公司与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研发新型氢能源商用车（高压气态和液态储氢）产品并在各自优势领域进行市场推广。

谢乐敏说道：“公司将积极抢占氢能赛道，加快氢能重点项目的推进，积极参与氢能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申报项目，有序推进氢能产业布局和联动发展。 ”

向气体运营服务商转型

蜀道装备正加快从装备制造商向运营服务商转型升级，布局打造气体投资运营平台。

“我们要从‘养奶牛、卖奶牛’向‘卖牛奶’模式转型发展。 深耕空分装置领域多年，公司向下游气体投资运营产业链延伸发展是顺势而为，气体投资运营已经成为公司一个重要产业方向。 ”谢乐敏告诉记者，“公司空分装置的下游客户大多属于资金、资源、技术密集型企业，随着企业向专业

化方向发展，它们大多选择将气体运营业务外包，而这给了我们新的机会。 蜀道集团在资源、资金上的支持，更是让我们如虎添翼。 ”

在气体投 资运营 业务上 ，蜀道装备 选择差 异化竞 争路线 。 “我们首先 是依靠 蜀道集 团的产业 资源，为 其做气 体配套 服务，涉足 气体投 资运营 业务。 ” 谢 乐敏表示 。

蜀道集团官网显示，蜀道集团拥有国内外32宗矿业权，拥有全球最大露天钾盐矿———厄特库鲁里钾盐矿，铜矿储量位列全国前三、磷矿储量位列全国前七，钒钛磁铁矿、锂矿及磷化工等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并拥有资源获取、矿产开发、储能材料生产等覆盖上中下游的全产业链。

“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中需要大量的气体服务，如果蜀道集团拥有的矿业未来进行深加工，将产生相应的气体供应需求。 我们结合蜀道集团内部的产业协同，围绕公司的转型规划来布局气体投资运营业务，将这一业务做深做实。 同时，我们也在拓展下游客户群体，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谢乐敏说道。

蜀道装备的气体投资运营业务，主要分为工业气体和特种气体。 工业气体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今年3月，公司公告称，拟与宜宾江安县人民政府签署《江安县工业气体岛项目投资协议书》，将在江安县投资建设运营工业气体岛（一期）项目，主要

生产工业氧气、氮气、氢气等气体，并通过管道统一向园区客户配套供应工业气体。

特种气体方面，公司投建的内蒙古雅海BOG提氦装置项目已于2023年10月正式投产，该项目是从LNG装置的BOG气体中提取并精炼氦气，实现了公司提氦技术成果商业化。 氦气作为不可再生资源，是关系国家安全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 性稀有 气体，主

要应用于军工、科研、石化、半导体、超导实验 、金属制造、深海潜水、高精度焊接、光电子产品生产等领域。

“目前全国有2000多家做气体投资运营业务的公司，上市的屈指可数，其中，有很多小而美的公司，这为我们做并购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我们将在行业中寻找优质标的进行并购，进一步做大做强我们的气体投资运营业务。 ”谢乐敏说道。

聚焦智能化

深冷技术装备制造和清洁能源两大业务是蜀道装备发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公司明确深冷技术装备制造业务将向智能化自动化转型，满足客户的更高需求。

蜀道装备是国内最早进入天然气液化及液体空分产业并掌握该领域关键技术的企业之一，拥有国内第一台天然气液化设备、第一套煤层气液化装置，公司已具备日处理600万立方米LNG液化装置的设计和制造能力，液体空分装置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达到日产量1000吨，常规空分装置的设

计制造能力达到氧气产量60000Nm3/h等级。

“空分行业近年来呈现大型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发展趋势。 一个产品即使做得再好，但如果是同质化竞争，一定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所以，我们提出要走差异化路线 ，解决客户真正的痛点难点。 空分设备属于危化工装置，需要客户培养专门的人才进行生产经营管

理。 近年来 ，随着人力成本不断攀升 ，客户对智能化自动化产品的需求越来越明显 。 所以，我们在空分设备的技术研发上，不断朝着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努力。 同时，为客户提供24小时在线服务，为设备运行进行远程指导 ，让设备运行成本更低 、效率更高。 ” 谢乐敏表示。

今年上半年，深冷技术装备制造业务方面，公司扎实推进优质项目销售，实现新签生效合同额4.47亿元。 谢乐敏称，公司为客户提供的成套设备交付，大量交付时间一般在下半年，当前公司正在为交付做积极准备。

清洁能源投资运营平台作为公司战略转型打造的重点板块之一，对保障公司长期稳定发展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其中，LNG业务是清洁能源投资运营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公司“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将加快完善LNG产业链布局，做大做强清洁能源投资运营板块。

今年上半年，蜀道装备与新疆京藤、新疆瑞鑫等上游公司建立合作，提前布局LNG市场销售渠道，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区进一步拓展销售链条，快速推进向下游产业链的延伸；同时为加快公司转型升级步伐，完成了对成都深冷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少数股权的收购。

谢乐敏表示：“未来，随着氢能产业上量、深冷技术装备制造业务稳步发展、气体投资运营和清洁能源投资运营落地，将为公司业绩稳定增长筑牢根基，助推公司更高质量发展。 ”

蜀道装备设计、施工的湖北省汉十高速孝感服务区加氢站 公司供图

向新向绿向未来

乐山电力加大储能投资布局

●本报记者 康曦

今年以来，乐山电力加大了转型发展步伐，切入

储能赛道，以“打造四川首家专业储能公司” 为发展

定位，加快储能业务投资建设。 近日，乐山电力副总

经理、董秘游涛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型储能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重要的技术和基

础装备，是实现‘双碳’ 目标的重要支撑。 公司深耕

电力行业36年，积累了大量人才、技术经验，并且在

电网的发输配售用及设计、施工、运维、检修全产业

链布局，为公司以储能业务为踏板，走出乐山开疆拓

土增强了信心和动力。 ”

打造储能标杆项目

今年， 乐山电力首次明确将储能业务作为公司

支柱业务，加大投资建设力度。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与

实践， 公司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所属14家公司签

订了《合作框架协议》，这14家公司将为公司发展储

能业务提供项目和渠道等全方位支持；与108家用户

达成意向协议，并建成投运7个用户侧和台区侧储能

试点项目， 其中，4个用户侧储能项目在四川电力交

易平台上与售电公司完成签约， 成功进入市场化交

易，具备快速复制推广的成熟经验。

近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进了乐山电力投建的

美奢锐用户侧储能项目， 该项目装机规模为2台

100kW/232kWh液冷储能一体机。在成都近期持续

的高温天气中， 该储能项目为美奢锐的正常生产经

营提供了用能保障，下一步，乐山电力将根据客户需

求计划对储能设备进行扩容。

美奢锐总经理助理钱俊表示，“我们是一家新

材料生产企业，能耗主要以用电为主，所以电力保

障对我们生产经营至关重要。 我们跟乐山电力合

作的美奢锐用户侧储能项目， 目前运行效果很好，

一方面降低了公司能耗成本， 另一方面保障了我们

在用电高峰时的正常生产运转。 未来，我们双方将进

一步加大合作，根据我们的用能需求，进行储能设备

的扩容 ， 至少在现有装机规模基础上扩大到

500kW/1000kWh以上。 ”

“还有很多类似美奢锐这样的工业企业， 有储

能的需求。今年下半年，我们会进一步推动用户侧储

能项目落地， 力争2024年落地1万千瓦时的分布式

储能项目。 ” 游涛告诉记者，“我们还要在今年实现

电网侧独立储能项目的开工建设， 力争在今年底或

者明年初迎峰度冬投入使用， 满足社会的进一步用

能需求。 ”

今年6月，乐山电力龙泉驿区100MW/200MWh

电化学储能电站项目获批四川省新型储能示范项

目。 该项目为电网侧独立储能项目，是以磷酸铁锂电

池为储能介质的新型储能项目， 总投资2.47亿元，建

设期预计为6个月。

游涛表示：“公司第一个独立储能项目之所以选

择在龙泉驿区落地，是深入调研后的决定，龙泉驿区

规模以上企业超过400家，有一汽大众、一汽丰田等

重点工业企业，年度供电量超50亿千瓦时。 我们根据

当地电网负荷、缺口、未来用电需求增长等方面的预

测，判断未来项目收益有保障。 ”

乐山电力将以龙泉驿区100MW/200MWh电化

学储能电站项目入选四川新型储能示范项目为契

机， 将该项目建设成为新型储能示范标杆工程和运

营典范，打造公司储能业务的硬标杆。 同时总结凝练

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的项目全生命周期数据，建立

起一套完整的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理体系， 培养储

备一批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形成可推广的商业模式，

为公司新兴业务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具备产业发展基础

储能业务是乐山电力打造的新兴业务增长极，

公司涉足储能赛道具备充分的产业基础和人才、技

术等储备。

之所以切入储能领域，游涛表示，公司深耕电力

行业36年，系电力系统发、输、供、售、储、设计安装运

维为一体的上市公司，熟悉了解电网，积累了大量人

才、技术经验；公司充分了解电力用户需求，在储能及

电力交易等方面更具产业敏感性、专业性。

从政策面来看，乐山电力认为现在正是发展储

能业务的大好时机。 近年来，四川高度重视新型储

能产业的发展，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已于

2023年7月出台《关于加快推动四川省新型储能示

范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在支持政策上要明

确独立新型储能市场主体地位、 支持独立新型储

能参与市场交易、 建立独立新型储能容量共享租

赁机制、支持独立新型储能参与电力辅助服务、支

持独立新型储能电站并网调用等；2023年12月出

台的 《四川省2024年省内电力市场交易总体方

案》更是进一步明确，对纳入交易准入范围的独立

新型储能项目， 在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完成市场注

册或注册信息变更后，方可参加试点交易。

从市场空间来看，“十四五” 以来，我国电力供

需形势发生显著变化，电源侧以风、光为主的新能源

电力装机和发电量比例大幅提升。 因为风电、光伏发

电存在间歇性、随机性、波动性，给电网带来巨大冲

击。 为满足新能源消纳需求，必须加快新型电力系统

构建。“在新型电力系统中，储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游涛说道，“目前，四川省风光新能源装机

1584万千瓦，预计2025年和2030年新能源装机将分

别达到3200万千瓦和8200万千瓦。 按照《关于加快

推动四川省新型储能示范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对

单独开发的风电、集中式光伏等新建项目，原则上按

照不低于装机容量10%、储能时长2小时以上配置新

型储能，即到2025年，四川新能源装机配储规模将达

到320万千瓦。 目前四川储能市场才刚开始起步，未

来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

夯实传统业务

2024年，乐山电力明确了“33221” 发展布局，即

筑牢电水气“三张网” ，锚定新能源、新产业、新平台

“三个主攻方向” ，坚持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两轮

驱动” ，聚焦增强核心功能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两个

途径” ，推动公司做强做优做大。

传统的电水气三大板块是乐山电力生产经营的

“基本盘” 。 上半年，公司完成发电量2.3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12.93%；完成售电量22.89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5.84%； 完成售气量9293万立方米， 同比下降

0.69%；完成售水量3086万立方米，同比增长3.49%。

游涛表示，目前，电力业务、燃气业务和自来水

业务分别占公司营收的73%、17%和5.8%。 近年来，

公司电水气业务和用户数量稳步增长， 发展势头良

好，经营现金流稳定持续。

在传统业务上，乐山电力表示，未来将牢牢把握

开源与节流“两个抓手” ，从夯基固本、提质增效上

着力。 一方面千方百计增供扩销， 抓住工业园区发

展，特别是夹江、犍为工业园区的发展，持续增加供

电量。加强区域水、气市场拓展；另一方面，全力推动

电、水、气价格的调整；此外，制定效益提升攻坚专项

行动工作方案，努力降低电水气损耗、非计划停运次

数等关键指标，盘活存量资产，提升资产周转效率，

提升管理质效。

在现有传统业务的基础上， 公司也将加快拓展

储能业务。 游涛称， 公司将坚持以新型储能为突破

口，充分发挥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加快融入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带动光伏发电、充电桩建设、虚拟电厂

等新兴业务的市场扩张、规模扩容和产值增长，推动

新兴产业从“生力军” 向“主力军” 转变。

乐山电力投建的美奢锐用户侧储能项目

本报记者 康曦 摄

蜀道装备总经理谢乐敏：

“氢” 装上阵 打造业绩增长加速器

在 “双碳” 目标指引

下，氢能产业发展正迈入快

车道。蜀道装备紧抓行业发

展东风，一路向“氢” 而行。

蜀道装备总经理谢乐敏近

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蜀道装备在

2021年引入资源、资金实力

雄厚的蜀道集团作为控股

股东后， 开始加速转型发

展。在传统深冷技术装备制

造业务上，坚持自主研发创

新，积极向智能化自动化转

型。 同时，大力发展氢能业

务、气体运营业务，打造公

司业绩增长的 ‘加速器’ 。

依托蜀道集团交通行业资

源优势，我们将积极参与和

拓展省内外交通领域的氢

能业务，力争成为四川氢能

产业链主企业。 ”

●本报记者 康曦

加快氢能产业布局

氢能业务是蜀道装备重点布局的板

块之一， 在控股股东蜀道集团的支持下，

公司的目标是力争成为四川氢能产业的

链主。

“蜀道集团有高速公路、 铁路施工场

站和矿山等诸多氢能应用场景，而公司在

深冷装备制造行业深耕多年，并在2015年

开始布局氢能产业， 做相关技术储备，所

以蜀道集团明确，公司牵头负责集团氢能

产业发展规划和示范落地。 ” 谢乐敏告诉

记者。

今年上半年，基于蜀道集团的应用场

景，蜀道装备已牵头完成了蜀道集团“氢

能产业实施方案” 的编制，规划布局氢能

产业链“制、储、加、用” 等环节装备制造

的技术研发，并同步推进氢能示范项目。

“目前我国氢能产业处于示范应用阶

段，涉足氢能的企业很多，但盈利的很少，

这是因为目前这一产业还处于技术迭代

期，氢能使用成本高。 未来，氢能产业要大

规模发展，制储运加用所有环节都需要不

断进行技术迭代，将氢能的使用成本进一

步降低。 但即使氢能的使用成本降低，也

不会低于新能源的电力成本。 ” 谢乐敏表

示，“我国之所以要大力发展氢能源，一方

面是保障能源安全，另一方面是实现‘双

碳’ 目标的要求，弥补锂电池在特定应用

场景的不足，未来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逐渐

降低，绿电、LNG和氢能，将是交通用能的

三大趋势。 其中，大功率轮船、重卡矿卡等

将更多使用LNG和氢能。 ”

《成都市推动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产业

发展及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4-2026

年）》明确，到2026年，氢燃料电池商用车

及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实现车

辆规模化推广应用， 带动成本持续下探，

建成覆盖全市域、辐射成都都市圈的氢能

保障网络，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全产业链生

态体系更加健全，产业综合实力和示范推

广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同时，据《四川

省进一步推动氢能全产业链发展及推广

应用行动方案（2024-2027年）（征求意

见稿）》， 对安装使用ETC装备的氢能车

辆，在四川省免除高速公路通行费。

“我们2015年开始布局氢能产业，主

要以技术储备为主，等待发展时机。 而今

年这一时机来临了，四川和成都相继出台

支持氢能的相关政策，为氢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巨大助力，加上蜀道集团的产

业优势，所以我们将氢能作为主要发力板

块，加强了市场拓展力度。 随着氢能源车

的通行费减免，氢能的性价比将进一步凸

显。 ” 谢乐敏表示。

在氢能技术研发上， 今年3月28日，蜀

道装备举行了氢能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的揭

牌仪式， 氢能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主要开展

氢能关键技术的攻关和产业化应用研究，

在研发课题上主要选取了氢液化、 氢动力

火车以及氢能飞行器等领域的产品和技术

研发课题， 力求在氢能源技术领域取得更

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成果。

在氢能应用场景上，公司与中国重汽

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签署了《合

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共同研发新型氢能

源商用车（高压气态和液态储氢）产品并

在各自优势领域进行市场推广。

谢乐敏说道：“公司将积极抢占氢能

赛道，加快氢能重点项目的推进，积极参

与氢能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申报项目，有

序推进氢能产业布局和联动发展。 ”

向气体运营服务商转型

蜀道装备正加快从装备制造商向运

营服务商转型升级，布局打造气体投资运

营平台。

“我们要从‘养奶牛、卖奶牛’ 向‘卖

牛奶’模式转型发展。 深耕空分装置领域

多年，公司向下游气体投资运营产业链延

伸发展是顺势而为，气体投资运营已经成

为公司一个重要产业方向。 ” 谢乐敏告诉

记者，“公司空分装置的下游客户大多属

于资金、资源、技术密集型企业，随着企业

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它们大多选择将气体

运营业务外包， 而这给了我们新的机会。

蜀道集团在资源、资金上的支持，更是让

我们如虎添翼。 ”

在气体投资运营业务上， 蜀道装备

选择差异化竞争路线。“我们首先是依靠

蜀道集团的产业资源， 为其做气体配套

服务，涉足气体投资运营业务。 ” 谢乐敏

表示。

蜀道集团官网显示，蜀道集团拥有国

内外32宗矿业权，拥有全球最大露天钾盐

矿———厄特库鲁里钾盐矿，铜矿储量位列

全国前三、磷矿储量位列全国前七，钒钛

磁铁矿、锂矿及磷化工等方面具有国际竞

争力，并拥有资源获取、矿产开发、储能材

料生产等覆盖上中下游的全产业链。

“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中需要大量的气

体服务，如果蜀道集团拥有的矿业未来进

行深加工， 将产生相应的气体供应需求。

我们结合蜀道集团内部的产业协同，围绕

公司的转型规划来布局气体投资运营业

务，将这一业务做深做实。 同时，我们也在

拓展下游客户群体， 寻找更多的合作机

会。 ” 谢乐敏说道。

蜀道装备的气体投资运营业务，主要

分为工业气体和特种气体。工业气体在新

型工业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今年3

月，公司公告称，拟与宜宾江安县人民政

府签署 《江安县工业气体岛项目投资协

议书》，将在江安县投资建设运营工业气

体岛（一期）项目，主要生产工业氧气、氮

气、氢气等气体，并通过管道统一向园区

客户配套供应工业气体。

特种气体方面，公司投建的内蒙古雅

海BOG提氦装置项目已于2023年10月正

式投产， 该项目是从LNG装置的BOG气

体中提取并精炼氦气，实现了公司提氦技

术成果商业化。 氦气作为不可再生资源，

是关系国家安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

要战略性稀有气体， 主要应用于军工、科

研、石化、半导体、超导实验、金属制造、深

海潜水、高精度焊接、光电子产品生产等

领域。

“目前全国有2000多家做气体投资运

营业务的公司，上市的屈指可数，其中，有

很多小而美的公司，这为我们做并购提供

了很好的机遇。 我们将在行业中寻找优质

标的进行并购，进一步做大做强我们的气

体投资运营业务。 ”谢乐敏说道。

聚焦智能化

深冷技术装备制造和清洁能源两大业

务是蜀道装备发展的“压舱石” 和“稳定

器” ，公司明确深冷技术装备制造业务将向

智能化自动化转型，满足客户的更高需求。

蜀道装备是国内最早进入天然气液

化及液体空分产业并掌握该领域关键技

术的企业之一，拥有国内第一台天然气液

化设备、第一套煤层气液化装置，公司已

具备日处理600万立方米LNG液化装置的

设计和制造能力，液体空分装置的设计和

制造能力达到日产量1000吨，常规空分装

置 的 设 计 制 造 能 力 达 到 氧 气 产 量

60000Nm3/h等级。

“空分行业近年来呈现大型化、规模

化和集约化的发展趋势。一个产品即使做

得再好，但如果是同质化竞争，一定没有

太大的吸引力。 所以，我们提出要走差异

化路线，解决客户真正的痛点难点。 空分

设备属于危化工装置，需要客户培养专门

的人才进行生产经营管理。 近年来，随着

人力成本不断攀升，客户对智能化自动化

产品的需求越来越明显。 所以，我们在空

分设备的技术研发上，不断朝着智能化自

动化方向努力。 同时，为客户提供24小时

在线服务， 为设备运行进行远程指导，让

设备运行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 谢乐敏

表示。

今年上半年，深冷技术装备制造业务

方面，公司扎实推进优质项目销售，实现

新签生效合同额4.47亿元。 谢乐敏称，公

司为客户提供的成套设备交付，大量交付

时间一般在下半年，当前公司正在为交付

做积极准备。

清洁能源投资运营平台作为公司战

略转型打造的重点板块之一，对保障公司

长期稳定发展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其中，

LNG业务是清洁能源投资运营板块的重

要组成部分。 按照公司“十四五” 战略发

展规划， 将加快完善LNG产业链布局，做

大做强清洁能源投资运营板块。

今年上半年， 蜀道装备与新疆京藤、

新疆瑞鑫等上游公司建立合作，提前布局

LNG市场销售渠道，在新疆、内蒙古等地

区进一步拓展销售链条，快速推进向下游

产业链的延伸；同时为加快公司转型升级

步伐，完成了对成都深冷清洁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少数股权的收购。

谢乐敏表示：“未来，随着氢能产业上

量、 深冷技术装备制造业务稳步发展、气

体投资运营和清洁能源投资运营落地，将

为公司业绩稳定增长筑牢根基，助推公司

更高质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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