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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佟晓宾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国家工信部公布了第一批12家
节水标杆企业，太钢榜上有名，吨钢取水量指标被
列为国家节水标杆指标。

为深入推进节水型企业建设，引导企业加强
节水管理和技术进步，加快转变工业用水方式，经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水行政主管部门推荐，专家评
审及现场核验，国家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筛
选了钢铁、纺织、造纸、饮料行业的12家企业及主
要用水指标，作为第一批国家节水标杆企业和标
杆指标，有效期为2014～2016年。

多年来，太钢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
新推进节水型企业建设步伐，污水处理后的再生
水比重不断提高，吨钢取水量持续大幅度下降。
2013年，太钢再生水用量接近总用水量的50%，
吨钢取水量连续多年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太钢节水技术经历了分质供水、小循环变大
循环、废水零排放三个阶段，一批先进的节水技
术得以应用，为行业节水起到示范作用。太钢在
国内率先采用了双膜法再生回用技术处理的城
市污水以替代新水，工业用水全部通过管网分
级、闭路循环实现分质供水，在生产工序推广应
用干法熄焦、干法除尘、蒸汽冷凝水回收利用、高
炉冲渣水回收利用、冷轧酸碱废水及碱油废水处

理回收利用等一大批节水新工艺，用水效率极大
提高，吨钢新水消耗指标连创新低，实现废水“吃
干榨净”，诸多节水技术成为创新实践典范和行
业首创。

在创新开发应用节水技术的同时，太钢坚持通
过管理创新推动节水。为了推动节水管理水平持
续进步，创新节水管理模式，把降低水资源成本作
为突破口和着力点，把过去按量考核转变为按水资
源消耗成本考核；调整内部水资源价格机制，使之
与市场接轨；在企业内部推行合同管理制度，引入
市场机制，激发节水的动力和潜力。

太钢将节约用水作为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支
撑，通过多种途径和载体，不断加强节水意识和节
水知识的宣传教育，大力倡导节水文化，引导全员
从自我做起、岗位做起、点滴做起，做节约用水的
倡导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新闻链接〈〈〈
钢铁企业通常用的吨钢耗水量指标仅包括

生产系统的补充水量，而吨钢取水量指标则包
括生产新水、软水、除盐水、生活水、水厂自来
水、外购水、管网漏损等。它反映的是钢铁企业
消耗水资源的规模，是评价节水标准的核心内
容，也是考核和衡量一个企业节约用水工作成
效的重要依据。

吨钢取水量指标被列为国家节水标杆指标

太钢入选国家首批节水标杆企业

今年公司“两会”行政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品种质量是太钢决胜市场的利器，是新常态下提
升竞争力的关键。突出强调了品种质量在现阶
段钢铁行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充分体现了品
种质量在打赢生存保卫战中的关键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加快，品
种质量竞争的战略性、决定性作用日益显现。中
国金属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翁宇庆
曾明确指出，钢铁工业正在进行“激烈”的结构调
整，须特别关注产品结构调整，由数量增长为主
转向品种质量提升为主的钢铁需求阶段已经来
临。公司准确把握这一态势，围绕“品种质量是
太钢决胜市场的利器”这一核心思想，始终将提
高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品种质量竞争力作为一项
重要工作来抓。对太钢来讲，独特的品种、过硬
的质量就是竞争制胜的核心、打好品种质量攻坚
战就是新常态下求存图强的唯一出路。

打好品种质量攻坚战必须真正转变观念，真正
从市场和客户的角度去对待品种质量工作。市场
竞争的焦点就是赢得客户，而品种质量是赢得客户
的最有力手段。有了客户，我们就有生存的机会，
就有发展的保障。“两会”报告中提出的全员营销，
就是要求我们打破固有观念，让每个部门、每个工
序、每名职工都以市场竞争的思维重新定位，自觉
成为经营主角，认识到自己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是一
个独立单元，都是直接面对客户、赢得客户的主体。

打好品种质量攻坚战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
支撑作用。要不断培育壮大能“独步天下”“一览众
山小”的优势产品集群，以“首发、首创、首用”占领市
场制高点；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准确辨识、快速响
应，深度参与重点用户的产品设计、研发、制造全过
程；要统筹科技创新资源，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建立能够激发科技
人员工作积极性的长效机制；同时，科技创新必须贴近基层和一线，
充分掌握现场生产情况，与生产、营销等环节加强协调配合，形成研
发合力，使科技创新真正成为公司转型升级发展的第一引擎。

打好品种质量攻坚战必须抓住质量改进的关键环节，加快质量
管理创新。要下功夫变革影响产品质量的责任体系和工作流程，理
顺影响产品质量提升的利益关系，攻克影响产品质量的重大技术问
题。只有通过变革体系和理顺机制才能真正使各级干部成为品种
质量进步的推动者、引领者，科技人员成为品种质量进步的主力军，
广大职工成为品种质量进步的操作手。只有通过变革体系和理顺
机制才能真正形成“认真、科学、精细、严肃”的质量工作氛围。

提升品种质量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夺取胜利，我们应该看到，困难与希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只
要每一个太钢人立即行动起来，一定能够赢得用户，打好品种质
量攻坚战，打赢生存保卫战，迎来属于太钢的新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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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季着实是个暖冬，
但在矿山采区并不能特别深
地感受到气候的变化，寒冷依
旧。当日，采区和峨口镇温度
相差至少 10 摄氏度，而体感
要明显更冷，实地走访的几个
小时，我们的手和脚冻得如失
去知觉一般，而他们中的不少
人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几二十
年，这样的艰辛不深入其中不
能切身感受。

上一次来到峨口铁矿采
区是在 2011 年深秋，三年后

的冬季重返这里，大的外表
没有变，变的是预想不到的
市场环境。偏居一隅，并不
会使市场传递过来的压力减
少，并不会让日子过得更安
稳。困难之中见担当，担当
之中看责任，矿山职工用几
十年的坚守和鲜为人知的辛
劳为公司发展贡献着力量。
当前严峻形势下，那种不畏
困难、甘于奉献的精神正是
我们要大力倡导和坚守的品
质。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是
在困难时期同心协力、加倍
努力，越会积累足够的后发
实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首席记者 宋维东

峨口铁矿职工习惯把所有作业区统称为六十里
矿区，大家在这里工作生活，这儿是他们的家。位于
山脚下的球团部距离峨口镇12公里，于2003年8
月开始建设，次年12月投产，这是矿区的末端工序，
源源不断地将矿粉烧成球团。采访时，记者从该矿
矿部出发，驱车前往这里。汽车沿着并不宽阔的县
际公路一路前行，两旁条带状的高耸山脉遮挡住了
一部分阳光，给这山坳平添了些许的寂静。

回转窑是峨口铁矿生产工序中的终极装备，运
行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球团质量和全矿运行成本的
高低。记者在回转窑旁边看到一个外形酷似大炮
的工具，焙烧作业区主管孙建忠笑着说，“那是职工
自行设计的扒块工具”。回转窑生产运行时，里面
的软绒、粉末在高温下会形成结圈，在窑衬上越积
越多，达到200mm厚度时会自动脱落，脱落后要
靠人往出运。最多时要动员三四十人进入窑内清
理结圈，设备停运，费时费
力，直接影响生产节奏和
运营成本。（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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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 进行时
评估度

记者手记

本报讯 2014年敬业度评估
结果反馈后，太钢鑫磊公司积极
梳理评估结果后认为，对比2013
年该公司敬业度评估报告，2014
年影响职工敬业度的驱动因素发
生了明显变化。与上年相比，
2014年参与问卷调查人数占总
人数的90%，且多为一线岗位操
作人员，而操作人员全部是临钢
援职人员。影响敬业度的变化因
素主要来自新增群体一线岗位上
的援职人员。该公司职工敬业度
改进和提升面临很大的挑战。

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太钢鑫磊公司是新单位，
各方面管理正在步入正轨，管理
改善和提升显得尤为迫切。另一
方面，职工中有不少是80后、90
后，如何培育职工艰苦创业、知难
而进的作风和文化，任务也很艰

巨；加上职工大都是援职人员，在
援职协议一般为三年期限的管理
模式下，提高职工的敬业度和忠
诚度，面临更大挑战。

为此，今年太钢鑫磊公司力
求从激励管理和文化管理两方面
入手，推动职工敬业度提升。一
是要在制度建设上体现对高敬业
度职工的激励，试行援职年限、职
业技能区分、绩效评价三位一体
的激励办法，鼓励职工延长援职
年限、提高职业技能、创造一流业
绩。二是要加大“融合”文化培育
力度，把以临钢援职人员为主体
的职工融入到太钢鑫磊公司这个
大家庭中，让他们找到家的感
觉。同时要强化人文关怀与心理
疏导，建立帮扶机制和调处机制，
对援职人员中的困难职工要加大
帮扶力度，属于心理方面问题的

要加强疏导，做好心理诊断和咨
询教育。 （太钢鑫磊公司）

编后〈〈〈
从太钢鑫磊公司抓敬业度提

升的情况来看，敬业度的最终注
脚在管理。从表面看是职工敬业
度与忠实度，实则反映的是管理
者管理能力的高下。由此可见，
提升职工敬业度既是管理者的责
任，更是一种能力。管理者必须
把提高职工敬业度当作自己的职
责，这样才会在制度设计、文化培
训、政策激励、人文关怀方面下功
夫，从管理的各个维度持续追踪
员工诉求，修正管理行为。

太钢鑫磊公司“双管”齐下推动敬业度提升

雪情就是命令。
1 月 29 日，炼钢一厂
职工在扫雪除冰。28
日晚的一场瑞雪过
后，第二天一上班，记
者在现场看到，许多
单位、部门按照责任
区分工及时清扫积
雪，对路面的结冰进
行了清理。

王旭宏 摄

矿山行矿山行记者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