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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 笠

众所周知，我市作为一座因煤而建、因煤而

兴的老工业城市， 依靠煤炭这一能源工业辉煌

了几十年，也“黑色”了很长时间。

近年来，我市积极主动转变思想观念，依靠

地理优势，依托绿色转型发展规划，大力建设中

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 曾经为焦作发展作

出突出贡献的能源工业，也在希望中前行。

说起焦作能源工业， 河南煤化焦煤集团公

司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作为我市的老牌煤

炭重点企业，

2012

年， 焦煤集团煤炭产量

1785

万吨，营业收入

216

亿元、利税

35

亿元，利润

6

亿元。与此同时，焦煤集团还在发展水泥、化工、

新能源等产业以外， 积极争取上级煤矿安全改

造资金支持，加强煤矿安全建设和技术改造，提

高煤炭安全生产和机械化采掘水平， 并重点推

进新河年产

60

万吨煤矿项目建设，争取早日投

产。

为推动我市能源工业迈上一个新台阶，相

关部门谋划和建设重大项目， 加大能源项目前

期手续推进力度， 力促我市能源工业转型升

级。

俗话说，发展经济，电力是先行。 焦作的腾

飞离不开煤炭， 也同样离不开电力。 而说到电

力

,

又不能不提到一个让焦作人耳熟能详的名

字———焦作电厂。 建于

1919

年的焦作电厂，是

中国近代最早的发电厂之一， 也是河南省最早

的发电厂。但随着水电的迅速发展，体制相对滞

后的火电企业在改革中逐步关停， 而总投资

51.98

亿元的国网能源焦作电厂

2×660MW

机

组建设项目无疑为“电力兴焦”带来了喜讯。 新

建成的机组将替代焦作电厂原

4×220MW

机

组，节能减排成效十分明显，也形成了电厂项目

谋划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使电力产业走上

了系统化、规模化的道路。

以火电传统能源为主的国网能源焦作电厂

一路走来不易， 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焦作

丹河电厂也正在从逆境走出。

1998

年，丹河电厂经过改制成为我省一家

中外合资发电企业。近年来，丹河电厂按照国家

电站建设“上大压小”的鼓励政策，关停丹河电

厂小火电机组， 异地扩建丹河电厂

2×60

万千

瓦机组工程，这将为加快我市电力基地建设，满

足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提供很大支持。

毋庸置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已经初步形成了火力发电的产

电格局，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源供应体系。 截至目前，我市现有

的

20

家发电企业，机组

38

台，装机容量

161

万千瓦。

2011

年，全市

共发电

79.3

亿千瓦时，同期全市工业用电量却为

176.96

亿千瓦时。

静思其过，动则求变。 下一步，我市要改变濒临枯竭的煤炭储备

量，以及单一的火电发电格局，就必须要优化发展火电、有序发展水

电、积极发展风电，使能源结构多元化，发电方式多样化。 同时，加快

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包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秸秆和

城市垃圾等生物质能发电，最终形成电力多元化发展新格局。

与此同时，我市虽在节能降耗、提高生产效率等方面做出了大量

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与全省、全国相比，我市靠能源、资源的

大量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经济扩张、资源能源利用率低下等

问题仍比较突出。

为此，我市进行的一系列加快电力结构调整的举措，也不失为快

速解决现阶段发展的良方：提高燃煤发电机组科技含量，建设节能减

排、高参数、大容量发电机组，使百万千瓦超临界、超超临界燃煤发电

机组成为新一代主力机组；“上大压小”，加快关停小火电机组，淘汰

落后生产能力等，都可在原有的设备基础上转型升级。

鉴于我市目前的经济状况，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加快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优化和调整能源工业结构则是当务之急。特别

是，在我市绿色旅游城市强进势头的带领下，我市各行各业也都在摩

拳擦掌，蓄势待发。

在此背景下， 我市能源工业的重点工作将着重在加大四大电厂

项目的协调推进和加强煤炭矿井技改工作上。 继续推进龙源电厂

2×

600MW

机组项目建设； 加快推进焦作东区

2×300MW

热电机组项

目；积极做好焦作电厂

2×660MW

机组环保迁建项目前期工作，争取

尽快获得国家能源局的核准；丹河电厂异地扩建

2×1000MW

机组项

目。 继续推进新河矿井年产

60

万吨煤炭项目建设，并积极争取上级

煤矿安全改造资金支持，加强煤矿安全建设和技术改造，提高煤炭安

全生产和机械化采掘水平。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规模以上能源企业

19

家，其中超亿元企业

17

家，初步形成了风电设备及其配套、核电配套、太阳能电池及组

件、新能源汽车、新型电池及电动车、

LED

、生物质能等产业集聚态

势，共同推动着全市能源工业发展。

传统行业持续创新才有出路

——— 访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孙振峰

本报记者 孙国利 中国化工报记者 耍旭祥

2012

年， 对于国内氯碱行业来说， 是一个及其寒冷的

“冬天”。受国内经济大环境影响，氯碱行业供需失衡，原材料

价格攀升，生产成本增加，

PVC

市场持续低迷，行业平均开工

率维持在

50~60%

，众多企业经营惨淡，普遍亏损。然而，作为

河南省氯碱企业“老大”的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却在

经济下行中实现了逆势增长，

54

万吨烧碱、

50

万吨

PVC

生

产装置开工率保持在

90%

以上。

昊华宇航的秘诀何在？

“在当前经济运行不景气的情况下，氯碱企业很难做到

独善其身。面对现状，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以销售促进生

产，用市场引导经营。

2012

年，公司烧碱销售同比增加

4.7

万

吨，

PVC

销售增加

8.5

万吨，增加销售利润

6700

万元，在激

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了保本微利。 ”昊华宇航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 党委书记孙振峰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孙振峰告诉记者，去年以来，昊华宇航面对经济下行的

巨大压力，变“熬冬”为“冬训”，化危机为契机，针对生产经营

和企业管理中的“短板”，强力推进

6S

管理，全力打造企业参

与市场竞争新优势。 从解决生产运营、物资供应、市场营销、

设备管理等

23

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入手， 确定了

811

项持续

改进项目，要求班子成员必须带项目，班组长以上人员必须

有项目，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保证了项目质量和效果。

全年完成持续改进项目

731

项，实现收益

7457

万元。在同行

业开工率普遍下降、效益下滑的情况下，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利税同比增长

6.1%

和

1.87%

。

“市场营销搞得好，企业就兴旺、就发达；搞不好，企业就

衰败、就垮掉。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不仅要精心组织好生

产，更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使产品

变成商品，并及时把货款收回来。这样，企业才能得以生存。”

孙振峰说。

针对

PVC

市场持续低迷情况， 昊华宇航积极开发南亚

塑胶等省内外新用户

20

余家， 并结合市场需求， 积极开拓

PVC

吨包市场，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保证了

产销平衡和销售渠道的畅通。 在烧碱销售上，昊华宇航加强

同中国铝业、三门峡开曼铝业、新乡化纤、东方希望等烧碱大

用户的战略合作关系，省内销售比例达

96%

。 在巩固重点客

户战略合作的同时， 昊华宇航还加大对周边市场的开拓，增

加山西等地销量， 有效缓解了省内需求不足带来的销售压

力。

为增强市场应变能力，昊华宇航根据用户需求，科学调

整产品市场结构， 加大产品近距离销售力度和直销力度，提

高销售收入，

PVC

直销比例达到

36%

，同比增加

8%

；省内销

售比例达

33%

，同比增加

2%

；优化

PVC

各型号销售结构，增

加高型号及特种型号树脂销量，提高

PVC

销售均价。 全年销

售

8

型

PVC3.26

万吨，特型

PVC1433

吨，增加收入

469.3

万

元。

孙振峰说，氯碱企业生产的是基础化工原料，能耗高、成

本高。 进入

2013

年， 产能过剩的矛盾没有根本缓解， 房地

产市场低迷抑制了对

PVC

的需求，

PVC

价格难以形成有效

突破。 氯碱行业的发展增速开始减缓， 逐步进入一个调整、

转型期。 受宏观调控的影响， 价格回暖的前景不甚明朗，

新增产能逐步释放， 预计价格走势会保持低位徘徊的状况。

目前， 我们忧虑和担心的是如何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如何保

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保持健康稳定发

展。

“党的十八大之后，改革向深层次推进，创新驱动的传统

产业升级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中原经济区规划已颁布实施，

焦作市被列为特大城市和氯碱化工基地来规划， 新型工业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给公司带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 总体来看，今年的经济形势要好于

2012

年，我们要实施

创新驱动，推进战略转型，全面提升运营质量和经济效益，推

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 ”孙振峰满怀信心地告

诉记者。

孙振峰表示，从去年年底开始，昊华宇航就着手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首要解决的是制约氯碱企业发展的烧碱和

氯气的平衡问题。 有关数据表明，烧碱和氯气的质量比为

1∶

0.88

， 也就是说每生产

1

吨的烧碱就会产生

0.88

吨的液氯。

但是，从多年的营销上看， 市场对烧碱和液氯的需求并不是

按照这样的比例， 从而就产生了氯碱不平衡的矛盾。 对氯

碱企业来说， 烧碱的产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液氯的下游消

耗量， 烧碱企业的开工要兼顾氯碱平衡而定。 目前， 单一

的吃氯产品

PVC

已经过剩， 开工率下降已成为困扰行业发

展的现实问题， 氯及其下游产品市场的开发也已成为行业

目前发展的主要方向。 因此， 增加氯的下游产品，加快产品

结构调整， 实现多元化经营是企业摆脱目前困境的有效途

径。

孙振峰说，按照中国化工集团战略部署和中国昊华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建立中原氯碱基地的要求，昊华宇航

将依托焦作市西部产业集聚区平台， 利用

2~3

年的时间，对

焦作厂区现有的

10

万吨离子膜法烧碱实施搬迁改造， 配套

建设

3

万吨

/

年对邻二甲苯、

1

万吨

/

年氯化橡胶、

3

万吨

/

年氯

化法钛白粉等项目，力争在焦作西部工业集聚区建成国内有

重要影响的氯碱和精细化工生产基地。 上述项目投产后，年

可新增销售收入

15.2

亿元，利税

5.1

亿元。 既可满足当地市

场需求，又可实现产品结构调整，增大氯平衡能力，产业链条

进一步向高端、终端产品延伸。

在此基础上，昊华宇航积极与清华大学、郑州大学、北京

化工大学等院校和有关科研院所洽谈，建立企业技术研发实

验基地；依托沁阳产业园区氯碱产业优势，大力开发吃氯产

品；借助西气东输天然气、液化煤层气和待开发的页岩气等

资源优势，为企业下一步发展提供便捷条件。

“我们的明天会更好，打造百亿元中原氯碱基地的目标

一定会实现。 ”最后，孙振峰目光坚定地说。

设备更新≠技术改造

□

微 言

������

在企业采访时，笔者发现一种现象，值得深

思———每每说起技术改造， 很多采访对象多会

强调企业又投入巨资， 购买了具有世界先进水

平的高精尖设备。

当然， 企业为提高经济效益、 提高产品质

量、增加花色品种、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扩大出

口、降低成本、节约能耗、加强资源综合利用，或

确保劳保安全，往往对现有设施、生产工艺条件

进行更新改造。

实践也一再证明，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

统产业，不仅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等特

点，而且不需要再铺新摊子，能有效避免重复建

设， 同时还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改变发展方

式、提高企业的效益和竞争力。

技术改造，花小钱发挥大效应。但这并不意

味着，设备投入越多越好。

按照经济学中的生产与成本理论， 有一个

生产要素最佳组合， 决定着企业能否实现利润

最大化。所谓生产要素最佳组合，也称生产者的

均衡，是指在既定的产量目标下，使成本最小或

在既定成本条件下使产量最大时， 资本和劳动

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

那么，咋样的搭配，才是最佳组合？ 让笔者

举例，咱们一起算笔账：近年来，物流快递行业

发展风生水起， 为提高效率实行包裹分拣自动

化，引进自动分拣机代替工人分拣包裹，也就是

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动。 假设某快递公司引进一

台自动分拣机， 只需一人管理， 每日可以处理

10

万件包裹；而如果用人工分拣，处理

10

万件

包裹需要

50

个工人。

无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实现了技术效率。

但之于是否实现了经济效率， 则还涉及到价格

问题。由于处理

10

万件包裹，无论用什么方法，

收益是相同的， 但成本如何则取决于机器与人

工的价格。假设一台分拣机为

400

万元，使用寿

命

10

年，每年折旧为

40

万元，再假设利率为每

年

10%

，每年利息为

40

万元，再加分拣机每年

维修费与人工费用

5

万元。 如此可知，使用分

拣机的成本为

85

万元。 假设每个工人工资

1.4

万元，

50

个工人共

70

万元，使用人工分拣成本

为

70

万元。

显而易见， 使用自动分拣机实现了技术效

率，但没有实现经济效率；而使用人工分拣既实

现了技术效率， 又实现了经济效率。 也只有后

者，才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 当然，如果从社会

角度看问题， 使用哪种方法还要考虑每种方法

对技术进步或就业等问题的影响。

不仅如此， 技术改造还应和科技创新紧密

结合起来，通过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 毕竟，任何一项关键技术，特别是

核心技术是永远都买不来的，唯有自主创新，掌

握自主知识产权， 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

牢把握自己的命运。对此，我国不少企业开展技

术改造和科技创新的实践， 也充分佐证了这一

点：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凡是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企业， 出口订单不减反而逆势上扬；相

反，一些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出口受到的

影响就比较大。

从我市去年外贸运行情况看， 毛皮制品等

主要商品出口下滑， 而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新

兴产业、玻璃制品和机械制造出口增幅较大，特

别是机电产品前

11

个月出口

13437

万美元，增

长

4.2%

，增幅高于全市整体水平。

由此可见，技术改造绝不是简单的“多上设

备少上人”。 莫说诚哉斯言，事实就是这样！

步履匆忙的李少伟

本报记者 张 璐

“笃远公司谁最忙？ ”

“李少伟最忙。 ”近日，在孟州市笃

远混凝土拌合有限公司，当记者问公司

最忙的人是谁时，工人们都这样回答。

今年

28

岁的李少伟， 曾经担任过

5

年的高速公路施工队队长。

2011

年

1

月

5

日，笃远公司成立后，他便成为公

司的生产总调度员。

笃远公司是孟州市唯一一家提供

沥青铺路、房屋建筑、拌合料为一体的

搅拌站。 工作中，李少伟负责收集各个

工地的产品需求信息，并确保运送到工

地的成品混凝土质量符合质监站的要

求；每天对运送成品混凝土出厂车辆进

行统一调度。

在施工的

700

多个日日夜夜，李少

伟总是过着饥一顿、 饱一顿的生活，睡

车里、打地铺都是常事。 因为混凝土有

凝固时间的，每天早上不到

5

时，李少

伟就开始督促检查罐车、泵车以及操作

室人员到岗情况，并安排操作工上岗和

搅拌车运行施工等。 随后，他便用拉着

罐子的运输车奔向各个建筑工地，并与

用户项目经理进行联系，随时掌握生产

动态。

“起得早、工作忙是常事，有时候还

可能空跑。 ”李少伟笑着说。

一次，李少伟早早按照某工地的要

求搅拌好混凝土。 可运到该工地时，正

好工地停电。他赶紧联系另外一家能符

合此次混凝土条件需要的用户，可对方

说工地现场的钢筋还没有绑好，不能施

工。 为保证混凝土不浪费，李少伟拿起

手机又继续开始联系其他工地……

谈及家人，李少伟非常愧疚。他说：

“孩子已经

5

岁了， 都是妻子带的。 平

时，我也很少回家，有时回家也是来去

匆匆。 ”

如今， 随着业务量的不断增加，笃

远公司生产的混凝土要同时供应河阳

世家、碧水云天、旅游大厦等多家施工

单位，常常供不应求。 李少伟穿梭各工

地的脚步也越走越快。

2012

年度省级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名单公布

博爱、武陟产业集聚区入选

������

本报讯 （记者杜笠 通讯员王世

兴） 近日，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在省

工信厅日前公布的

2012

年度河南省新

型工业化示范基地中，我市的博爱县产

业集聚区和武陟县产业集聚区成功入

选。

据了解，我市的沁阳市沁北产业集

聚区、焦作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和孟州

市产业集聚区已经入选新型工业化示

范基地。 目前，我市的省级新型工业化

示范基地已达

5

家， 总数居全省第二

位。

�������2

月

21

日， 工人正在河南江河纸业有限公司年产

20

万吨高档文化用纸项目生产线

上进行试生产。 该项目位于武陟县产业集聚区，总投资

6.89

亿元，生产车速达到

1500

米

每秒，是目前国内造纸行业最高车速。 该项目投产后，可新增销售收入

13

亿元，实现利税

0.96

亿元。 本报记者 李英俊 本报通讯员 秦林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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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工人们正在孟州市鑫丰工艺厂三期扩建项目工地硬化地面。鑫丰工艺厂是该

市化工镇的一家外贸出口创汇企业，生产的面具、玩具销往欧美等西方国家，三期项目投资

1000

万元，采用钢构框架式结构，建成后生产能力将增加

2000

万元。

本报记者 杨 帆 本报通讯员 贾黎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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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煤化焦煤集团冯营公司以实操培训基地为平台， 培养和造

就一批技能型、知识型、复合型青年人才，为推动矿区发展提供了智

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图为近日冯营公司机电工正在接受机电维修工

实践操作培训。 本报通讯员 王代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