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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 5 年，
是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 5 年，攀钢经
历了从扭亏为盈到生产经营持续向好
的历史转变。5 年来，企业不断加强
职工队伍建设，努力为职工搭建建功
平台，与职工共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广大职工的幸福感、自豪感与日俱增，
凝聚起了建设新攀钢的磅礴力量。

★搭建建功平台
铺就成长成才之路

最近，攀钢媒体对今年全国劳动模
范候选人邹明、杨林，四川省第八届劳
动模范候选人岳彩东、黄运峰、汪超、查
笑乐、胡波、王莹进行了大力宣传，他们
的先进事迹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穿越时光隧道，攀钢职工的荣耀
时刻历历在目。“首钢杯”第九届全国
钢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攀钢取得团
体第五名的好成绩；2019年全国职业
技能邀请赛，攀钢钒职工彭恂军获得
焊工组第三名；2019 年第三届“四川
工匠杯”职业技能大赛，生活公司职工
张志获得中式烹调项目三等奖；2019
年度鞍钢职工技能竞赛，西昌钢钒职
工潘刚获得“精英赛”工具钳工第一
名；在刚结束的攀枝花市第五届“百岗
万人”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攀钢职工
参与的8个工种均获得一等奖……这
些优异成绩，既是攀钢职工不断突破
自我，建功新攀钢的生动实践，更是与
攀钢努力搭建职工岗位建功平台，为
优秀人才营造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
良好环境分不开。

攀钢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谋
划、统筹推进，构建灵活高效人才培养
机制，打造协同育人培养新模式，努力

搭建职工建功立业平台。围绕提升技
能，大力开展技能比赛、劳动竞赛、群
创活动等，不断提升职工技术技能，让
职工走向荣誉的殿堂。仅2019年，就
开展了集团级劳动竞赛17项、子分公
司级劳动竞赛 160 项、厂（矿）级劳动
竞赛 350 项，创效（降本）达 6 亿元以
上。5年间，攀钢举办、协办各类技能
培训班1639期，培训职工达89000人
次。在第六、七、八届攀钢职工技术运
动会上，500 余名职工获得攀钢技术
状元和能手称号。攀钢还围绕生产经
营中心，大力推进职工创新工作室创
建和提档升级，职工自主管理创新活
动蓬勃开展。自2015年以来，攀钢职
工围绕生产不断创新，总结出集团级
先进操作法35项，子分公司级先进操
作法 279 项；目前有市级创新工作室
13个、鞍钢集团级创新工作室10个、
攀钢级创新工作室61个，为攀钢不断
增强市场竞争力做出了“硬核”支撑。

2016年，以攀钢历届职工技术运
动会的技术状元、市级及以上技术能
手为成员的攀钢技术状元（能手）协会
正式成立。在攀钢的大力推动下，协
会积极开展技术交流，促进职工技术
技能的整体提升，助力新攀钢建设，职
工学习技术热情高涨。

★践行共享理念
提升职工幸福指数

“我们可以在活动中心看书、健
身，真是太方便了。”5月18日，位于米
易县湾丘乡职工宿舍区的新白马职工
活动中心竣工。活动中心分为图书
室、健身房、羽毛球场、乒乓球场四个
功能区，职工足不出户就可以娱乐、健

身，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创造了
良好条件。

该活动中心的建成是 2019 年攀
钢三届四次职代会提案落地实施的结
果。职工的事无小事，职工盼的，就是
企业要办的。攀钢始终坚持“发展依
靠职工、发展为了职工”的理念，把与
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作为企业要办
的大事、要事，想职工所想，急职工所
急，把关爱职工行动落实到一线，温暖
到职工心里。

“我们的操作室安装了空调，夏天
再也不用‘蒸桑拿’了。”“新建了职工
食堂，方便实惠。”“矿山增加了洒水次
数，扬尘问题改善了。”……攀钢党委
认真按照“践行共享理念 关爱一线
员工”专项服务行动要求，认真倾听职
工呼声，加强“两堂一厕”整治维护，改
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把对职工的关
爱落到实处。

各单位以职工需求为导向，把一
线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
题，通过调研、立项、改进，将一个个项
目变成了现实。专项行动开展两年
来，仅集团公司级就立项584项，改造
澡堂、食堂、厕所316处，投入6000多
万元。在专项服务行动中，冶材公司
为职工聘请法律顾问和健康顾问，实
打实为职工服务。该公司聘请3名律
师作为法律顾问，帮助职工维护合法
权益，只要拿起电话说是冶材职工，顾
问就成了职工的“私人律师”。同时，
该公司建起了“健康冶材”微信服务平
台，聘请攀钢集团总医院 2 名医师为
健康顾问，他们在微信服务平台上，总
是第一时间解答每名职工提出的健康
问题，职工的幸福感和自豪感与日俱
增。在今年疫情发生以来，攀钢积极
组织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及时发
放到职工手上，职工立足岗位，克服了
人员紧张、原材料供应不足等种种困
难，做到了防疫生产“两不误”。

近年来，攀钢的“温暖工程”更加
精准。构建集团、子分公司、厂矿三级
帮扶网络，设立3000万元帮困救助基
金，扎实推进“一户一策，精准帮扶”工
作，加强建档困难职工精准帮扶，取得
了显著成效。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分
析、精准施策，2018 年至 2019 年，纳
入帮扶计划的 46 户建档困难职工家
庭已脱困45户，降档1户。近3年来，
共走访慰问困难职工等人员45703人
次，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 1760 万元，
资助困难家庭子女 218 人次，发放助
学金23.3万元。

攀钢还积极探索关爱职工的新路
子，让职工和企业更贴心。启动职工
心理健康关爱工程，在机电学院打造
阳光心田健康服务中心，为职工提供
心理咨询、放松减压、解压调养、情绪
宣泄等多项服务；组织职工体检、疗
养，在向阳片区新建停车库和职工文
体活动中心等，让攀钢这个职工大家
庭越来越温暖。

★激发青春活力
打造创新创业舞台

5 月份，攀钢钒提钒炼钢厂冶炼
作业区团支部受到团中央表彰，荣
获 2019 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称号。这是继攀钢团委首次荣获
2018 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后，
攀钢共青团组织再次荣登“国字号”
榜单。

攀钢团组织能够频频受到团中央
“青睐”，得益于攀钢团委加强团组织
建设，激发团员青年活力，提升自身素
质，打造创新创效新高地，为攀钢生产
经营作贡献的结果。为年轻人量身订
制的“青年技创节”已开展4年、“青年
文化节”已开展5年，正成为青年干事
创业的新平台、奋斗青春的金“舞台”。

今年5月13日，攀钢第四届青年
技创节启动。 （下转二版）

共建共享聚力量
——攀钢第八次党代会以来亮点回眸之七

本报记者 尹久红 王笑竹

“攀钢第八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
是开拓创新的5年，钛冶炼厂的发展、国
钛经营部的成立就是最好的实例。”股
份公司钛冶炼厂国钛经营部炉长张超
说，企业发展是职工幸福的源泉，推动
企业发展也是职工义不容辞的责任。

国钛经营部组建以后，仅用两个
月就恢复生产，4 个月就突破设计产
能，最终实现了连续盈利，一条停产3
年 的 民 企 产 线 就 这 样 被 救 活 了 。

2019年3月，国钛经营部开展“3号炉
不断电连续冶炼钛渣”项目试验，通过
调整加料批次，优化电量分配比例，4
月份，他们就取得了成功。应用到生
产中后，节约出铁时间 45 分钟，缩短
了冶炼周期，降低了电耗和石墨电极
消耗，全年可增加钛渣产量1000吨，
吨渣电耗降低，提高了冶炼工序的生
产效率。

近年来，钛冶炼厂及国钛经营部

通过对配上料系统进行改造，厂房里
的扬尘污染得到了治理；渣冷间通过
重新设计改造后变得焕然一新。

说起身边的变化，张超抑制不住
内心的喜悦：钛冶炼厂2号、3号电炉
全密闭煤气回收、湿矿干燥、渣盆改

造；国钛经营部的产能提升、白马湿矿
入炉冶炼、二氧化钛占比 78%钛渣产
品的出口创汇及质量零投诉……一件
件技术革新和设备改造的背后，也见
证了企业的发展足迹。现在的钛冶炼
厂及国钛经营部，作业环境改善，产品
质量提升，职工收入增加，设备自动化
水平越来越高，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
向改变。

谈起今后的打算，张超说，目前，国
钛经营部已经自主完成对炉盖、水冷
系统的更换，准备生产氯化渣。同时，
他们将继续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砥砺
前行，为新攀钢建设添砖加瓦。

为企业发展添砖加瓦
——访股份公司钛冶炼厂国钛经营部炉长张超

本报记者 赵华敏

本报讯（通讯员 龙凤萍）日前，
由研究院携手华为公司开展的“攀钢
数字研究院”建设规划咨询项目启动
会在该院学术交流中心召开。

会上，该院技术发展研究中心
介绍了项目内容及工作计划，华为
云项目群总监介绍了对项目的具体
工作安排和设想，标志着“攀钢数字
研究院”建设规划咨询项目全面启
动。

据悉，攀钢在三届四次职代会

报告中明确提出组建“互联网+”研
究院的要求。“攀钢数字研究院”建
设规划咨询项目就是该院大力推进

“互联网+”研究院建设的一项重要
工作。

“攀钢数字研究院”建设规划咨
询项目，旨在围绕该院“互联网+科
研”业务发展战略、效率提升和安全
合规等需要，以建立攀钢数字研究院
为目标，规划集研发、孵化、产业化、
互联化为一体的研发创新平台，打造

产、学、研、资高度融会的成果孵化体
系。项目将在约定时间内，在业务流
程端到端拉通的基础上，对企业数据
资产的高质量管理、服务化IT集成
架构的建立、支撑新业务模式和业务
发展的数字化整体架构及相关子系
统等进行规划设计，并基于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办公、数据集成
平台等技术，提出具有前瞻性、先进
性的数字研究院整体规划及具有可
操作性的实施方案。

“攀钢数字研究院”建设规划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 尹久红）8日，记者
从攀钢技术发展部获悉，攀钢代表中
国与德国等 5 个国家联合制定的首个
道岔钢轨国际标准（IS0 22055：2019
铁路道岔用非对称断面钢轨），日前正
式颁布实施。这是攀钢2015年代表中
国牵头修订钢轨国际标准后，再次牵
头制定的全新国际标准。

道岔钢轨是铁路轨道结构的关键，
工艺及质量要求比普通钢轨更高，设计
研发和生产难度更大。在道岔钢轨国
际标准出台之前，国际上道岔钢轨标准
主要是欧洲标准和日本标准，为用户选
择产品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

多年来，攀钢按照“生产一代、开发
一代、储备一代”的战略，大力推进钢轨
生产自主技术创新，在道岔钢轨开发上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形成了成
熟的技术标准体系，成为国内首家、世界
第三大在线热处理道岔钢轨生产企业。
早在2005年，攀钢就开发出60D40热
轧高速道岔钢轨，在多年研发生产过程
中，形成了50AT、60AT、60TY道岔钢
轨系列产品。2019年，攀钢成功开发出
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型道岔钢轨，其规
格尺寸、表面质量等多项技术指标优于
国际同类产品，并且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实现产品个性化订制。今年初，
攀钢道岔钢轨被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评为“金杯特优产品”。

为让更多攀钢道岔钢轨走向世界，2016年，攀钢代表中国，向国
际标准化组织钢轨、车轮及其配件分技术委员会（简称ISO/TC17/
SC15）提出制定道岔钢轨国际标准的申请，获得通过。之后，攀钢钢
轨研发专家与奥地利、德国、日本、韩国等国专家携手制定道岔钢轨
国际标准。攀钢专家以攀钢道岔钢轨研究成果为技术基础，全力推
动该国际标准的制定。历时4年，新的道岔钢轨国际标准完成制定
工作并成功发布。

专家指出，该国际标准的发布，为消除道岔钢轨国际贸易中的技
术壁垒，促进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作出了贡献，也为攀钢钢轨更好
走向世界再添砝码。

据悉，由攀钢刚刚独家供货的印尼雅万高铁所用道岔钢轨，就是
严格按照道岔钢轨国际标准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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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罗萍 封
先勇）5 月 26 日，在重庆钛业

“情系巴南”捐赠仪式上，该公
司负责人代表企业，向所在地
重庆市巴南区的安澜镇政府捐
赠 50 万元，助力安澜镇危房改
造工作。

危房改造作为重大民生工
程，一直是安澜镇的重点工作之
一。安澜镇一方面在政策上进行
帮扶，另一方面积极发动社会力
量进行帮扶。股份公司获悉了安
澜镇急需资金用于贫困户危房改
造情况后，为了全面落实党中央
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展现

国有企业责任担当，回馈社会，助
力地方发展，股份公司决定向安
澜镇政府捐赠50万元，帮助困难
群众进行危房改造，改善和提升
村民居住环境，积极提升村民生
活的幸福感。

在接过捐款后，安澜镇政府
向企业表示了衷心感谢，并赠送
了锦旗。同时表示一定会用好捐
赠资金，做到专款专用，积极推进
危房改造工作，让农户受益。

股份公司助力重庆
巴南区贫困户改造危房

本报讯 （特约记者 王晖
通讯员 阳小芬）近日，西部物联
旗下高端汽车板加工基地——
重庆攀中伊红公司，通过重庆市
经济和信息化委评选认定，入选

“重庆市智能工厂”名录。
据悉，为深入推进智能制

造，重点推动数字化装备普及、
信息系统集成应用，重庆市开展
了首批“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
间”认定，全市共有17个“智能工
厂”、85个“数字化车间”入选。

近年来，重庆攀中伊红公司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手
段，大力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和服
务能力，为长安、五菱、长城、吉

利等知名汽车主机厂提供优质
的产品及服务。引进飞剪整理
机组、二期激光拼焊机、异形焊
接原料智能精剪、拆堆垛机器人
等自动化设备及软件19台/套，
建设了三个“数字化车间”，提升
了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通过
ERP、MES、LIMS 等多系统集
成应用，实现数字化、智慧化、信
息化管理，为客户提供全方位、
一体化、全流程的极致服务。

通过“智能工厂”建设，该公
司整体生产运营成本降低了
16%，生产效率、能源利用率提
高了20%，其自动化、智能化应
用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攀中伊红入选首批
“重庆智能工厂”

新攀钢 新画卷
——攀钢第八次党代会以来新成就掠影（相关多元篇）

（详见四版）

喜迎党代会喜迎党代会•阔步新时代阔步新时代

◆喜迎党代会•身边看变化◆

今年以来，矿业公司设计研究院发挥
矿山安全“啄木鸟”作用，为矿山安全生产
保驾护航。图为 3 日，该院职工在对攀枝
花铁矿朱兰采场P01转运站上方边坡进行
地质调查，查明该段边坡安全隐患，为安全
生产提供技术保障。

（通讯员 庞鑫 摄影报道）

排查地质隐患
保障矿山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