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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的机器，记载着峥嵘岁月的拼搏奋斗；智能化产线，见证着产业升级的历史巨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只有采矿业、纺织业和简单加工业。75年来，我国用几

十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制造业

增加值连续 14年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份额 30%左右，成为驱动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跨越时空，产业向上。新中国最早建成的钢铁生产基地鞍钢，第一座大油田克拉玛依油

田，产出第一辆汽车的中国一汽……一个个载入史册的产业地标，正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绽

放新时代的精彩。

近日，我们走进这些产业地标，回顾中国制造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感受产业

向高攀升、向新而行的强劲力量。

——编 者

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与中国制造业的

发展壮大同步，钢铁业龙头企业鞍钢集团走

过了不平凡的 75 年。

从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第一

根重型钢轨，到成长为船舶、汽车、桥梁、核

电、铁路、家电、能源等领域用钢的重要生产

基地，今天的鞍钢集团，粗钢产量稳居国内第

二、全球第三，11 次登上世界 500 强榜单。

从产量“加法”到质量
“乘法”

开发生产更多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高的新产品

走 进 鞍 钢 博 物 馆 ，一 组 数 据 引 人 注 目 ：

1949 年，鞍钢的钢产量为 9.97 万吨；2023 年，

5589 万吨，增长了几百倍。

增产量，曾是“短缺经济”时代中国钢铁

业最重要的任务。

1949 年，我国钢产量只有 15.8 万吨；1996
年，突破 1 亿吨，成为全球第一产钢大国；2020
年，突破 10 亿吨，占世界钢产量的半壁江山。

如今，中国钢铁生产和消费已连续 28 年稳居

全球第一位。

增产量，已不再是新时代中国钢铁企业

的唯一追求。

时间回溯到 2015 年，钢铁业面临着产能

过剩、需求放缓等严峻态势。鞍钢以供给侧

结 构 性 改 革 为 主 线 ，持 续 推 动 产 业 转 型 升

级：关停攀钢西昌新钢业钢铁产能 120 万吨、

攀成钢钢铁产能 180 万吨，坚定不移化解过剩

产能；实施鞍本重组，本钢入列鞍钢，进一步

提高产业集中度……

“科技创新是推动钢铁业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鞍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谭

成旭告诉记者，近年来，鞍钢坚持加强新材料

新技术研发，开发生产更多技术含量高、附加

值高的新产品，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

2018 年 4 月，由鞍钢整船供货的 2 万箱超

大型集装箱船交付，其中的止裂钢板首次实

现国产化示范应用。“我们用两年半时间，开

发出全系列大厚度超高强止裂钢板，各项指

标行业领先。”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船舶用钢

研究室主任严玲说。

大型集装箱船在海上航行时，舱口围板

等 部 位 要 承 受 重 载 、撞 击 等 复 杂 交 变 应 力 。

这要求钢板具备高强度、大厚度、低温韧性、

高止裂性以及良好的焊接性。

“大型集装箱船要求整船供货。一艘船

所 需 的 四 五 万 吨 钢 板 中 ，止 裂 钢 只 占 大 约

2000 吨，但是只有突破了这 2000 吨的关键材

料，才能获得整船的钢板订单，拉动船板产能

提升。”严玲说。2016 年以来，鞍钢已累计生

产船用止裂钢近 5 万吨，实现近 30 条超大型箱

船的建造，占市场供货量 50%以上。

过去，做产量的“加法”；如今，做质量的

“乘法”。党的十八大以来，鞍钢持续加大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年均研发经费投入强

度超过 3.8%。核电用钢产品性能领先国内外

同类产品水平，市场占有率达 50%以上；累计

供货高强度造船海工用钢 2400 余万吨，居国

内前列……从核电用钢、海工用钢到管线用

钢，鞍钢产品的含“新”量越来越高。

从“傻大黑粗”到数字
蝶变

推 动 数 字 化 转 型 ，生
产方式更加智慧高效

鞍钢博物馆中央，始建于 1917 年的炼铁

老一号高炉静静伫立。“高 71 米、重约 2000 吨，

这座老高炉累计为新中国生产生铁 1600 万

吨，是名副其实的‘功勋炉’。”鞍钢博物馆馆

长吴峥介绍。

2005 年，老一号高炉停炉，取而代之的，

是数字化智能化新高炉。“以往，掌握高炉运

行情况离不开师傅的经验判断，比如通过观

察 铁 花 的 大 小 、亮 度 ，甚 至 是 铁 花 迸 射 的 远

近，来判断高炉的炉温。得益于数字化改造，

现在除了炉前等少数工序，大部分岗位不再

需要承受高温‘烤’验。”鞍钢股份炼铁总厂技

术人员温利罡说。

走进鞍钢股份炼铁集控中心，75 米长的

数字大屏上，炉温、热压、透气性等运行指标

一目了然。工程师坐在工位上，便可对高炉

炼铁各个工序进行调整，劳动生产率较之前

提升 32%。

告 别“ 傻 大 黑 粗 ”的 不 只 是 高 炉 生 产 现

场。在鞍钢矿业关宝山公司“黑灯工厂”，两

台大型球磨机快速运转，智能巡检机器人闪

烁着灯光，正在采集设备温度、振动等状态数

据，生产现场空无一人。“现在的磨磁车间，一

改‘眼看、耳听、手摸’的传统选矿生产方式。

磨矿、磁选、浮选等选矿流程工序协同、智慧

生产，每年可多创造效益 1000 多万元。”鞍钢

矿业关宝山公司设备副经理刘春辉说。

采矿选矿、炼铁炼钢、热轧冷轧……各个

环节的数字化转型，让鞍钢的生产场景面貌

一新，生产方式更加智慧高效。

看采矿。攀钢矿业公司朱兰铁矿，整个

矿区建立起三维地质模型，采场每一个点位

的矿石品位、磨选性质、空间分布清清楚楚，

工程技术人员可以根据模型进行精准的采矿

设计，穿孔爆破精度精确到厘米，让铁矿资源

“颗粒归仓”。

看炼钢。鞍钢股份炼钢总厂，“5G 工业专

网+智慧炼钢”有序运行。以前，炼钢工序需

炉长、助手、记录工、炉前工等多人配合才能

完成，现在由云端大脑自动控制完成，单转炉

冶炼时间缩短 4 分钟，产能提高 10%以上。

“在汇聚炼铁、炼钢、热轧、冷轧、镀锌等

全 工 序 数 据 的 基 础 上 ，我 们 开 发 了 数 学 模

型 ，应 用 于 各 项 业 务 ，新 产 品 数 字 化 研 发 周

期缩短 20%，钢铁主业生产效率提升 73%。”

鞍 钢 股 份 数 智 发 展 部 副 总 经 理 赵 伟 说 。 据

统计，2021 年以来，鞍钢累计投资 41.5 亿元，

实施 300 余个数字化项目，直接创造效益 8.4
亿元。

从 白 手 起 家 到 薪 火
相传

不畏艰难、精益求精、
甘于奉献的精神接续传承

“老英雄”孟泰，昼夜奋战，从泥土中挖出

旧 备 件 上 万 件 ，建 立 起 闻 名 全 国 的“孟 泰 仓

库”，为鞍钢恢复生产作出重大贡献；“走在时

间前面的人”王崇伦，发明“万能工具胎”，将

生 产 效 率 提 高 6 至 7 倍 ，推 动 鞍 钢 技 术 革 新

……一个个响当当的英雄模范，闪耀在鞍钢

乃至新中国工业的光辉历史中。

从白手起家到薪火相传，我们从新时代

的鞍钢人身上，同样能感受到不畏艰难、精益

求精、甘于奉献的精神力量。

——攻坚克难，打破“卡脖子”技术。

东海之滨，福建宁德核电项目二期工程

正抓紧建设。其中的安注箱，是核电站的重

要 安 全 设 备 ，其 所 需 钢 板 长 期 被 外 国 企 业

垄断。

“面对这一技术瓶颈，鞍钢从 2017 年初开

始攻关，用一年半时间研发出满足性能要求

的钢板。”鞍山钢铁一级专家王勇告诉记者，

在拿到该钢板国产化第一单约 240 吨合同后，

鞍 钢 持 续 提 升 产 品 稳 定 性 ，今 年 又 承 接 了

1000 多吨的合同，“我们将始终瞄准国家战略

所需、产业急需，矢志不渝研发钢铁新材料。”

——精益求精，追求质量效率。

6 月 30 日，深中通道建成开通。说起这座

超级工程，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焊接与腐蚀

研究所副所长胡奉雅充满自豪，“工程的海底

隧道项目采用大线能量焊接用钢，是我国桥

隧建设史上的首次，而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相比于每厘米几十千焦焊接线能量的传

统工艺，大线能量焊接工艺的焊接线能量达

每厘米 300 千焦。“新工艺的焊接效率提高了

10 倍左右，能大幅缩短隧道沉管钢壳建造周

期，对焊材、钢板的性能要求也更为严苛。”胡

奉雅回忆，为了保证供货质量，每 300 吨钢材

就要做一次焊接评价，无数个昼夜，只要是大

线能量焊接桥梁钢的生产现场，都有研发人

员的身影。

——与时俱进，跟上技术最前沿。

鞍钢股份热轧 2150 生产线集控中心精轧

主操作员李鹏，1997 年技校毕业后进入鞍钢，

在一线干了 27 年。如何适应产线升级？他的

回答是：“终身学习。”

2020 年，热轧 2150 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

造，改造后的产线要求工人具备信息化技能，

还要对工艺、设备操作有更精深的理解。“比

如集控中心的设计、数字平台的构建以及相

应 的 控 制 系 统 ，需 要 具 备 一 定 的 计 算 机 知

识。又如轧制钢坯，从加热炉出炉到精轧结

束，中间有七八个环节，每个环节操作都要精

细到秒。”为此，李鹏自考专科，又自考本科，

掌握了新技能，在产线改造完成后迅速成长

为业务骨干。

“ 数 字 化 、智 能 化 是 产 业 转 型 的 发 展 方

向。我们作为产业工人不能逃避，要努力适

应、不断学习，让自己拥有更强本领、发挥更

大能量。”李鹏说。

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新时代新征程上，

鞍钢集团将坚定‘制造更优材料，创造更美生

活’的使命，创新、求实、拼争、奉献，打造高质

量发展新鞍钢，建设国内钢铁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排头兵，努力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

界一流企业，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

安全支撑作用。”谭成旭表示。

图①：1970 年，鞍钢第一座 150 吨转炉建

成投产。

图②：鞍钢股份冷轧厂涂镀分厂智能化

生产线。

图③：鞍钢集团生产的镀锌板。

以上图片均为鞍钢集团提供

鞍钢集团瞄准“高精尖”、发力数字化、挺起精气神

锻造实体经济“钢筋铁骨”
本报记者 刘志强 王云杉 胡婧怡

推动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厚植经济社会
发展绿色底色，是我国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的必然要
求，也是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 的 重 要 物 质 基 础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 加 快 形 成 绿 色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绿 色 底 色 ”。 近

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 加 快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面 绿

色转型的意见》，提出全方位、

全领域、全地域推进绿色转型

重 点 任 务 。 以 能 源 转 型 厚 植

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对建设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

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以来，我国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发展取得历史性突

破，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全面提

升 ，有 效 支 撑 了 美 丽 中 国 建

设。然而，我国产业结构偏重、

能源结构偏煤的基本国情依然

存在。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要统筹考虑阶段性目标

和中长期目标，兼顾国内国际，

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优化能源结构，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当前，我

国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

量约八成。优化能源结构，既

要 加 强 化 石 能 源 清 洁 高 效 利

用，积极有序推进散煤替代，加

快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

改造、供热改造“三改联动”；也

要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进一

步加大开发力度，持续提升可

再生能源消纳能力，特别是加

快清洁能源基地和外送通道建

设，积极发展储能技术，加快配

电网改造等。

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国家

能 源 安 全 保 障 能 力 。 要 聚 焦

重 点 领 域 开 展 科 研 攻 关 和 技

术成果应用，加大非化石能源

科技创新力度，围绕大容量风

电、高效光伏等重点领域推动

低 碳 零 碳 技 术 规 模 化 工 程 应

用。面向中长期目标，要超前

布局低碳、零碳、负碳技术，鼓

励 以 氢 能 、核 聚 变 、跨 季 节 长

期储能等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迭代创新。

深耕国际市场，大力培育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能

源绿色转型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而是要通过培育新

质生产力支持低碳产业蓬勃发展，让绿色产品“走出

去”，在国际市场赢得竞争力。一方面要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新兴技术与传统

能源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其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培育壮大以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超前布局

低碳、零碳产业，将前瞻性能源技术及关联产业培育成

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有力提升能源体系的“绿色

含量”。

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厚植经济社会发展绿色

底色，是我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必然要

求，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新的征

程上，我们需系统推进、久久为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贡献新的力量。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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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日前，国家统计局联合北京市统计局、国家

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举办第十五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

动。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义表示，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统计事业取得了长足进

步，统计组织力量、统计调查制度、国民经济核算、统计生

产方式和统计法治建设等各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开

放日活动由“数字，记录时代发展”“统计，改革步履不停”

两个篇章组成，通过视频展示、新书发布、现场讲述、圆桌

访谈等形式分享了统计事业的时代变迁，介绍了推进统

计现代化改革的最新进展。 （刘志强）

第十五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举办

本报电 2024 中国（高碑店）国际门窗博览会日前

在河北保定高碑店市开幕，博览会以“加强绿色转型国际

合作 推进绿色低碳建筑发展”为主题，通过举办国际绿

色健康建筑展、绿色健康家装家居优品汇、绿色健康建筑

产业招商推介会，系统展示绿色健康建筑上下游新产品、

新技术、新材料、新应用、新方向，以及规划、设计、建造、

运维全产业链“一站式”行业解决方案，搭建商务合作洽

谈和技术交流平台，助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高

碑店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做规划、优环境、搭平台、补链

条，加快壮大绿色健康建筑产业集群，形成了核心技术支

撑，塑造了产业链条优势。 （王云杉）

中国（高碑店）国际门窗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