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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变与质变间，昊华宇航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实现了一次次转换和升华。
致力于做百年企业的昊华宇航人告诉我
们：企业发展永无止境，欲至善者奋进
不息。

创新是一个企业保持生机和活力的
源泉，也是企业发展最主要的动力。近
年来，昊华宇航把科学至上摆在重要位
置，依托科技创新，倾力打造智能型工
厂，实施技术改造，优化现有装置，发
挥产能优势，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创新
成果不断涌现。

目前，昊华宇航共有 20 项专利获授
权，其中发明专利 12 项；获得河南省科
技厅确认的科技成果 16 项，获得省、市
协会及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等科技奖
25项。

在自我否定中创新，在不断创新中
超越。昊华宇航正是在此理念的支配
下，坚定不移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大提高了企
业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这是记者
近日在昊华宇航采访后的深切感受。

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把握宏观，也
需要激活微观。企业作为最基本、最重
要的市场主体，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微
观基础，企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将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经济能否从“有没
有”真正转向“好不好”。

“干部职工奋发进取，厂区环境面貌
焕然一新，职工幸福指数明显提升。”这
是昊华宇航干部职工的共同感受。管中
窥豹，一叶知秋。一旦发现与遵循了事
物发展的规律，那么就拿到了一把通往
光明未来的“金钥匙”。万物如此，企业
亦然。这不，昊华宇航就拿到了这把通
往光明未来的“金钥匙”。

曾几何时，昊华宇航不过是业界不
知名的“丑小鸭”。始建于1966年的昊华
宇航前身为焦作市化工二厂。1990 年，
其烧碱、聚氯乙烯生产规模还只有1万吨

和 5500 吨。用业内人士的话讲，那时的
昊华宇航就是个小化工厂。说其小，不
仅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管理差、
能耗高、工艺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等方
面。其中，决策意识上的“窄”及发展
眼光上的“近”，是造成小的最关键因素。

氯碱企业没有规模化，就不会产生集
聚化，更谈不上抗风险能力，必须做大做
强主业。志存高远的昊华宇航领导者认
为，企业质量转换的关键就在于“做强”是
前提，没有“做强”，就缺乏“做大”的根基。

昊华宇航在量、质转换中渐走渐
高，但与时俱进的昊华宇航并未浅尝辄
止，而是立足企业实际，站在行业前
沿，大胆扬弃、矢志创新。

坚持“三化”理念，倾力打造智能型工
厂。科学技术在整个石油、化工，特别是下
游新材料、生物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中，
应该是最主要的发展推动力。

在高质量发展战略指引下，昊华宇
航确定了“全员创新、持续改进、不断
提升”的工作主线，特别是在安全生产
领域，执行董事、总经理郭金星说：“人
是安全管理中最为灵动的因素，同时也
是最大的风险。”为了防控风险和隐患，
他提出了机械化代人、自动化减人、信
息化控人和“上策从无、中策从减、下
策从控”的安全风险防控理念。

在机械化代人上，昊华宇航投资150
万元，实施了地磅无人值守系统。通过
实施地磅无人值守系统，过磅时间由原
来的 3 分钟/车缩短至不足 1 分钟/车，效
率提高 70%以上，减少司磅员 16 人，年
节约人工成本 80 多万元，实现了采购、
销售物资进出厂车辆自动排队叫号和地
磅称重全过程无人化、透明化管理。

在自动化减人上，昊华宇航实施了
液氯产品瓶装运输改槽车运输项目。操
作人员由 27 人减少到 9 人，减少 18 人，
年节约人工成本 90 多万元，且进一步缩
短了装车时间，充装时间由2.5小时缩短
为1小时，减少了劳动强度，降低了充装
过程中的风险。电石破碎现场脏乱差和
粉尘的有效治理，是电石法生产 PVC 企
业的“老大难”问题，行业内普遍没有

得到有效解决。针对这一问题，昊华宇
航投资650万元，正在实施电石预破除尘
一体化系统，对电石破碎粉尘进行全面
治理，最终实现电石破碎装置机械化、
密闭化、智能化，彻底解决电石破碎现
场脏乱差的问题，实现净化粉尘目标。

在信息化控人上，昊华宇航投资150
万元，自主研发了“启明”信息化管理
系统，实施了双预控综合管控平台。目
前，正在实施的设备巡检管理系统完成
后，可使每名巡检人员必须填写巡检设
备的温度、压力、流量等运行参数，消
除仅仅签名点到、不详细查看设备运行
状况的弊端，能够及时发现设备运行问
题，有效保证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技术创新、发明创造是科学，把简
单的事情做精做细也是科学。近两年
来，昊华宇航通过对烧碱、聚氯乙烯工
艺进行梳理，查找手动操作、经验操
作、无指标操作、偏离指标操作等问
题，制订精细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改
造方案，提高了装置的科技控制水平。

针对合成炉操作室距离合成炉较
近、存在较大风险的情况，昊华宇航投
资530余万元，实施氯化氢合成操作远程
控制改造。将操作室由生产现场改到集
中控制室，实现了远程操作以及安全连
锁控制，解决了现场操作安全防护距离
小的重大风险隐患。

针对烧碱、盐酸等液态危化产品采
用人工目测装车，缺少相应的储运自动
化控制设备，存在人员坠落、冒罐等较
大风险情况，昊华宇航投资300万元，实
施了液态产品定量装车项目；安装8套定
量装车系统，实现危化液态产品的定量
装车，解决了充装过程中存在的人员易
坠落、冒罐等风险。

针对乙炔发生系统加料过程视频音
频监控有声音干扰、无法确认加料是否
顺利完成的问题，昊华宇航投资300余万
元，进行乙炔发生器下料活门改造，增
加了料位微波探测仪，对电石加料程序
进行优化，实现了乙炔发生器小斗备
料、上储斗的置换和加料操作的自动控
制，降低了人为操作引发重复加料的风

险。同时，昊华宇航采用乙炔发生器上
加料斗排空乙炔气带压回收技术，降低
上下加料斗压差，减少乙炔气置换排空
损失，每年降低电石消耗60余万元。

优化现有装置，实现消瓶颈、提产
能、增效益、烧碱、聚氯乙烯是昊华宇
航的主导产品，如何消瓶颈、解难题，
最大限度发挥产能，是降本增效的关键
所在。两年来，昊华宇航从影响产能发
挥的瓶颈问题入手，优化生产配置，抓
好改造提升，最大限度发挥了产能优
势。2020年前8个月，烧碱、聚氯乙烯产
能利用率分别达到99%和106%。

实施聚氯乙烯脱瓶颈改造，昊华宇
航完成 70 立方米聚合釜入料程序优化改
造，每台釜入料时间可节约 36 分钟，夏
季提产7%，约3500吨；完成了PVC二期
向一期输送乙炔气改造，较好地解决了
PVC 分厂一期因发生器定期检修造成的
系统降负荷影响产量的问题。

加快实施一期烧碱提产能项目，昊华
宇航一期仅有一台透平机为20万吨烧碱/
年配套，二期配套两台 24 万吨烧碱/年的
透平机，通过换大氯气干燥塔、搬迁利用
二期透平机、更新氯化氢合成炉等一系列
措施，计划将一期烧碱产量每年提高 2 万
吨，增加效益 3000 万元；投资 150 万元，实
施了生产次氯酸钠和消毒液项目，年产次
氯酸钠 2 万吨，可以缓解烧碱销售困难的
问题，年可增加经济效益800万元。

在量变与质变间，昊华宇航实现了
一次次转换和升华。致力于做百年企业
的昊华宇航人告诉我们：企业发展永无
止境，欲至善者奋进不息。奋斗脚步永
不停歇，昊华宇航基业长青。未来两至
三年，昊华宇航将以“全员创新、持续
改进、不断提升”为主线，聚焦管理提
升，强弱项、补短板，固根基、扬优
势，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再出发，
书写不负新时代的满意答卷。

至善者奋进不息
——昊华宇航创新发展采访札记

（本报资料图片）

本期主持人：许伟涛
本期推荐人：付高峰（红城

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焦作
分公司总经理）

推荐书目：《本质》
推荐理由：改 革 开 放 40

年，恰如一部“四部曲”的年代
大戏。技术突变、产品迭代、产
业升级、资本对接，商业持续创
新，社会持续进步。40 年，有
哪些人值得铭记？有哪些思想值
得品读？在浩如烟海中，《本质》一
书遴选了 40 位代表人物——艾
丰、董明珠、陈春花、吴晓波、
张瑞敏……每一个都是闪亮的名
字，每个人精选出一篇代表作。
通过这 40 篇文章，我们可以感
受到历史的风云变幻，触摸中国
商业的脉搏，并读懂中国商业的
本质。

主持人拆书：坦白地说，拆
解《本质》这本书是一件很不讨
巧的事儿。该书由中国商界高端
人脉深度社交平台正和岛研究团
队出品，通过遴选的 40 位商界
领袖、学界翘楚、意见领袖及精
心挑选出最能反映其认知事物本
质能力的代表作，分为《正心》

《驭势》《明道》《优术》《和合》
五大篇章，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
和客观的视角感受变化与成长。

看别人的故事，长自己的见
识。在褚时健、马云、马化腾等
企业家身上都能看得出一种超乎
想象的韧性——几年如一日的做
好一件事情。他们每个人都经历
了很多艰难险阻，但他们都把困
难当成机会。无疑，创业是艰辛
的，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更需要
忍受痛苦与孤独。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
承。读《本质》一书，更让人读

懂人生的本质。比如，读褚橙创
始人褚时健的《人活着是为了什
么》，其开始种橙子时已经 60
岁，但他一种种了 10 年。当
时，有记者采访褚时健时问：

“您希望留给自己的墓志铭是什
么？”属兔的褚时健缓慢而坚定
地回答了五个字：褚时健，属

“牛”。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本

质》一书中，这些企业家都在不
断地寻求变化，不断在转型。也
正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
东华所言，判断一个人能否成
功，最简单有效的标准是看其是
否具备直击本质并驾驭本质的能
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 40 年
40 个人的 40 篇文章，根本上是
帮助读者通过这些文字与作者对
话，形成心与心的连接，不但能
找到通向罗马的无数条道路，还
可能找到离自己最近的那一条道
路。

总裁读书会，分享大智慧。
我们下期再见！

发现商业本质
触摸时代脉搏

本报记者 孙国利

“针对高科技、绿色的企业
项目，我们要打破常规、创新
工作方式方法，提供阳光用心
的服务，帮助企业搞好项目建
设。”9月30日，在多氟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化学品项目
评审会上，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韩国庆如是表态。

氟、硅相互作用，构成半
导体工业基础之一。多氟多董
事长李世江说，多氟多实施的
电子化学品新项目是为半导体
产业强链、补链、延链的创新
之举，解决的是中美贸易战下
国家面临的紧迫性、卡脖子问
题。半导体产业五年入门、十
年 磨 半 剑 。 经 过 多 年 科 技 攻
关，多氟多以电子级氢氟酸为
代表的半导体新产品已经出口
韩国，正逐步实现国产替代，
有力支撑了我国半导体产业的
自主自立自强。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项目
评审会。市生态环境局急企业
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召开
重大专项专题集体会审会，打
破惯例、首次邀请项目实施单
位、环评编制单位现场参会。
现场评审、现场提问、现场整
改，极大地提高了政府服务效
率和评审公信力。

疫情期间，韩国庆多次带

领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相 关 职 能 科
室 负 责 人 到 多 氟 多 现 场 办
公 ， 创 新 思 维 ， 解 决 创 新 企
业 发 展 中 的 问 题 ， 能 办 的 尽
快 办 ， 不 好 办 的 想 办 法 办 ，
为 企 业 解 决 制 约 创 新 发 展 的
疑难杂症。

邀请环评编制单位和企业
参加，召开这场特殊的专题会
来共同研究项目，是生态环境
局有史以来第一次。韩国庆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市生态环
境局作为服务部门，就是要急
企业之所急，改变工作作风、
转变衙门思维，对服务的企业
释放最大善意、做善事，帮助
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市生态环境局要改变工作方式
方法和作风，开门服务、阳光
服务，让企业在阳光下知道我
们做的工作，打造和谐政商关
系。多氟多的项目是高科技、
绿色的项目，我们更应该打破
常规，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为
项目提供特殊服务。

作为扎根焦作、长于焦作
的民营企业，多氟多参与、见
证了焦作的营商环境正在越来
越 好 ， 有 担 当 的 干 部 越 来 越
多。李世江说，在这样的环境
下，企业会越干越有劲！相信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焦作在
中原崛起和郑州大都市区一体
化建设中一定会更出彩、出重
彩、更精彩。

别开生面的评审会

本报记者 许伟涛

国庆中秋假期还未结束，善于借智发展的河南强耐新
材股份有限公司又迎来一拨校企联合、院地合作的尊贵客
人。

10月8日上午，四川大学副校长梁斌教授一行莅临强
耐新材参观考察。此次考察内容为“十三五”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子课题《CO2深度矿化养护制建材关键技术与万吨
级工业试验》。该课题由浙江大学牵头，强耐新材作为生
产示范基地，由校企共同研究。

在强耐新材，梁斌参观考察了其旗下全资子公司河南
盖森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建设以及自动化生产车
间，并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听取了浙江大学王涛教授代表
课题组的阶段性进展汇报。

“近年来，CO2的处理问题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
注。未来，我们要继续走CO2利用与减排路线，将此课题
发展成为国家层面的示范项目，使其更多地造福国家与社
会。”梁斌说。今天的考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强
耐新材全体员工对新技术、新工艺的渴求令他非常感动，
他为有强耐新材这样的优质企业参与此课题而感到十分高
兴。

其实，一以贯之开展校企合作是专注于科技创新的强
耐新材与生俱来的基因。成立于2012年的强耐新材以创
新绿色建材产品为根基，是国内首家采用机器人对产品进
行包装、销售的新型墙材生产企业，也是我省目前规模最
大、产量最高、固废综合利用量最大的企业，年可利用粉
煤灰、电石渣、脱硫石膏、河道淤沙及建筑垃圾等工业固
废150余万吨。

目前，强耐新材先后参与编制河南省工程建设标准
《预拌砂浆生产与应用技术规程》；获得发明专利9项、实
用新型专利 7 项；与清华大学、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
化分院、郑州大学商学院、南京工业大学、河南理工大
学、天津城建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河南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河南建筑材料设计院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长
期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与南京工业大学共同承担“十二
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第四课题第三专题《地面自流
平材料改性与应用技术研究》，并作为生产示范基地，面
向全国推广。

强耐新材董事长王文战说，创新是企业的力量源泉，
是企业生生不息的原始动力。强耐新材将勇于做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不断加大校企合作和创新投入力度，想别人未
想之事、做别人未做之事，研发出更多新工艺、新产品，
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

强耐新材
借智强企促发展

⬆10月11日，修武县产业集聚区内
的中民筑友科技 （焦作） 有限公司工人
在捆绑楼板钢筋。该公司投资 5 亿元建
设焦作绿色建筑科技园项目，着力打造
集研发、制造、培训、物流、展示为一
体的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目前，该公
司制造中心已投产，研发、培训、展
示、物流中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去
年，该公司销售收入达1.5亿元，创利税
1800万元。预计2020年该公司销售收入
超过3亿元，创利税4000万元，提供就
业岗位390个。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10月10日，位于马村区的焦作市
利达精工电子装配有限公司工人在显微
镜下生产手表机芯。该公司是一家生产
手表机芯、通信隔离器、尾纤、电子传
感器等电子产品的小微企业。经过9年
的发展，该公司从年生产能力只有百十
万件的小工厂，发展为年生产能力近
3000万件的企业。目前，该公司年产值
达600万元，安排附近农村就业人数60
多人。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