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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柏雪 摄影报道）煤矸石是煤矿
在开拓掘进、采煤和煤炭洗选等生产过程中排出
的含碳岩石，在人们的印象中，其不仅没有多少
用处，还对环境造成了污染。然而近年来，随着
科技赋能，被视作垃圾的废弃煤矸石在淮南“摇
身一变”，成为了价格不菲的陶粒，被广泛应用于
工业、民用建筑、桥梁、公路、水利等领域，在带来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淮南高质量转
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近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跟随“筑梦现代
化 共绘新图景”采访团走进淮南市大宗固废综
合利用项目（潘集园区）展厅，由煤矸石“变身”的
各类新型建材让人大开眼界。据了解，淮南市大
宗固废综合利用项目是2019年国家发改委、工
信部批准建设的 50 个基地之一，潘集园区从
2020 年开始施工建设，项目分二期进行。这个
项目完全建成后，可实现煤矸石陈化加工300万
吨、煤矸石陶粒生产40万立方米、粉煤灰年存储
分选30万吨、超细粉煤灰深加工20万吨，真正实

现了煤电固废的大宗利用与高附加值利用。
“目前，高灰熔点煤矸石陶粒生产技术在园

区已实现产业换转，建成的2×20万立方米煤矸
石陶粒生产线已于2022年11月份投产。该生产
线煤矸石掺入量可达 96%以上，填补了国内高
灰熔点煤矸石生产陶粒的空白。”采访中，淮南
东辰集团潘一实业公司总经理王保川称，截至
今年 3 月底，公司已与扬州六圩生态湿地项目
二期等签订合作协议，订单累计 9470 余吨，已
发货 2420吨。

王保川告诉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如何将
煤矸石变成优质绿色的建筑材料——煤矸石陶
粒一直以来都是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集
团煤电固废物综合利用研发团队经过不懈努力
地科研攻关，成功攻克了高灰熔点全煤矸石陶粒
发泡技术和煤矸石陶粒系列技术难题，研发出煤
矸石轻质陶粒、高强陶粒和滤水陶粒系列产品，
以及煤矸石轻质发泡陶粒、全煤矸石高强陶粒和
滤水陶粒系列产品，为煤矸石新型建材工业化利

用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开创了煤矸石规模化
利用的一个新途径。

为了实现规模化生产销售，淮南东辰集团更
是多次深入生产现场和陶粒产品销售市场，进行
实地调研和分析论证，积极帮助推广和拓展销售
市场，不断探索提升经营工作质量的新思路、新
举措：积极对接中国建研院帮助建立企业标准、
制定行业标准，与上海建工进行战略合作，与南
通装配式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并进一步谋求中
建国际在香港模块化建筑领域应用。

目前，淮南东辰集团在园区现有规模的基础
上对相关产废与存废区域进行了更进一步地项
目谋划，实现了煤电固废物的高效资源化综合利
用。“2022 年，我们园区就已获批安徽省绿色发
展试点示范基地。今后通过项目实施，我们力争
到2025年底建成全国大宗煤电固废物综合利用
示范基地和国家级绿色建材生产基地，成为国内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煤电固废物综合利用循环经
济产业示范区。”

科技赋能 废弃煤矸石“摇身一变”成宝贝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4月25日，淮河早报、淮
南网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去年以来，我市把
实施知识产权强市战略作为推动淮南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力，全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
服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市共授权发明专利 808
件，我市共拥有有效发明专利4629件，每万人口拥
有有效发明15.3件，同比增幅23.4%，增幅位居全省
第6位；PCT国际专利申请52件，位居全省第8位。

“淮建西红柿”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目前，全市
共拥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个，地理标志集体商标、
证明商标注册6件。

2023 年，我市持续开展知识产权专项保护行
动，针对消费者投诉较多的民生环节领域，严厉打
击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特殊标志、地理标志等知识
产权侵权行为。市场监管部门长期与“霍山黄芽”

“古井贡酒”等地理标志和商标品牌方保持良好沟
通，加大政企联合打假力度，细致拉网排查，凝聚知
识产权违法犯罪领域打击合力。2023年，全市共办
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23件，案值423.853万元，罚
没款90.5437万元。

我市完善机构建设，建立大保护格局，拓宽纠
纷化解渠道。2023年，我市新设立知识产权维权援
助工作站3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4处，帮助企业
赴江西、安庆等地开展维权援助事项3件。拓宽知
识产权纠纷化解渠道，成立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实现市、县两级全覆盖。受理诉前知识产
权纠纷171件，调解成功72件，行政调解并经司法
确认24件，知识产权案件仲裁9件，办理专利侵权
纠纷行政裁决20件。

为做好淮南市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
作，2023 年以来，我市在省内外选聘 17 名知识产

权律师、教授组成指导团队，为市场经营主体提
供服务。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处理中引入
技术调查官制度，聘任 26 名专家为我市知识产权
技术调查官，2023 年共参与 14 起专利侵权纠纷案
件、1 起商标侵权案件的调查处理。组织技术调
查官 3 次开展专利侵权鉴定工作，出具 9 件知识
产权侵权判定鉴定意见，为案件办理提供技术支
持。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高价值发明
专利培育工作和市级示范优势企业培育工作，推进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建立和完善高校知识
产权运营体系，持续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入园
惠企”活动，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活动，通过

“淮南市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淮南市专利导航
服务基地”，提供多层次、多类别、多样化的高质量
知识产权服务供给。

创新活力迸发 淮南每万人口发明拥有量达15.3件

▲淮南东辰集团煤电固废物综合利用研

发团队攻克难题，研发出了煤矸石轻质陶粒等

系列产品。▲“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采访团走进淮南市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项目（潘集园区）参观、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