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操作工在观察离子膜烧碱运行情况。针对行业产能过剩、市场低迷等情况，昊华宇航大

力开展“深挖潜力，持续改进，向管理要效益”活动，今年上半年，共完成持续改进项目

168

项，实现收益

708

万元。在同行业烧

碱、

PVC

开工率分别为

70%

、

60%

的情况下，昊华宇航开工率却达到

95%

。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转型快一拍 发展更精彩

□

微 言

转型快一拍，发展更精彩。

25

年转型路，成就了金滔电

缆。

从一定意义上讲，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经济转型，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加快经济转型。我市在国际金融危

机的冲击下，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究其根源，也是在

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尽管金融危机到来之后，

我市开始大力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也收到了一定成效。 但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市经济发展长期积存下来的结

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 毕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解决，

经济转型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加快转型的大势面前，焦作不可

能置身事外，必须紧跟潮流变化自我调整、自我扬弃、自我完

善，在发展中促转型，在转型中促发展，才能挺立潮头而不被

大潮吞没。金滔电缆的

25

年转型路，向我们展示出电缆民企

的一种转型升级路径。 按这家企业创始人牛兆滔的说法：不

断转型提升，把企业做强做大、做精做尖，是电缆民企生存和

发展的必由之路。金涛电缆卓有成效的实践表明，经济转型，

刻不容缓，不但要转，而且要快转，早转早主动，晚转就被动，

不转只能是死路一条。

简单地讲，金涛电缆的经验表明，经济转型就是传统产

业得到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得到培育壮大。所谓改造提升，就

是突出补链条、补短板，抑制低水平重复性建设。所谓培育壮

大，就是按照不同产业需求，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

形象地讲，金涛电缆的经验表明，经济转型是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 谁转得早、转得快，谁就能赢得先机、抢占制高

点；谁转得晚、转得慢，谁就可能丧失根本，甚或死路一条。

金涛电缆的经验表明，只要转型快一拍，发展就会更精

彩！

我市财税收入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本报讯 （记者李秋 实习生刘苗）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上

半年财税工作分析会上获悉，截至

6

月底，全市地方财政总收

入完成

56.68

亿元， 同比增长

2.9%

；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50.44

亿元，占年预算的

52.5%

，同比增长

4.1%

；税收收入完成

32.83

亿元，占年预算的

51.8%

，同比增长

9.1%

，实现了时间任

务“双过半”的目标。

财税收入是衡量区域发展品质、反映地方产业实力、结构

优劣、效益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保运转、保稳定、保发展的物

质基础。 今年年初以来，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全市上下认真

贯彻省、市各项经济部署，各级财税部门坚决执行积极财政政

策， 不断加大征管力度， 有效促进了财税收入应收尽收和及

时、足额、均衡入库。从经济运行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来看，投资

拉动财税收入增长明显。 据市财政部门有关人士分析， 上半

年，我市经济运行仍处在平抑增长区间，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

投资及房地产市场交易上涨拉动。初步预计，上半年全市地区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1.2%

， 较去年同期回升

1.5

个百分点；税

收收入增长

9.1%

，较去年同期回升

5.5

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

是，前

6

个月，全市建筑业和房地产相关行业共入库税收

18

亿元，占地方级税收总额的比重为

54.8%

，同比增长

15.5%

，增

收

3.7

亿元，占税收总增收额的比重为

136.3%

，拉动税收增长

12.3

个百分点。

我市金融部门助力小微企业

本报讯 （记者李秋 实习生刘苗） 小微企业作为市场经

济中最具生机与活力的群体， 已经成为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

量。 今年年初以来，我市各金融机构采取倾斜措施，加大对小

微企业信贷支持的力度，截至

6

月底，全市银行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达

255.41

亿元，较年初增长

32.29

亿元，增速

14.47%

，高

于全部贷款增速

6.17

个百分点； 小微企业贷款户数达

31306

户，较年初增长

947

户。

今年年初以来， 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围绕小微企业的实

际需求，积极创新产品和服务方式，为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

同类型、不同经营点的小微企业设计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如

签订咨询服务协议、开设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探索发

行小微企业转向金融债等， 加快了由单一信贷服务向综合金

融服务的转变，增强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快捷性和

灵活性。

孟州四项新产品通过省科技成果鉴定

本报讯 （记者许伟涛 通讯员孔玉洁、 李丹） 近日，孟

州四项新产品顺利通过省科技成果鉴定。 截至目前

,

孟州共有

河南省科技成果

46

项，其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项，国际先

进水平

14

项，国内领先水平

31

项。

在此次科技成果鉴定中， 有关专家对河南中原吉凯恩汽

缸套有限公司完成的“半干式汽缸套” “高强度贝氏体硼磷铸

铁汽缸套”和河南鑫源食品有限公司完成的“高纯度结晶麦芽

糖加工技术研究”“无水葡萄糖高效连续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四个项目进行了科技成果鉴定。鉴定委员会在听取了汇报，审

查了相关资料，经质疑和讨论后，最终认定“半干式汽缸套”

“高强度贝氏体硼磷铸铁气缸套” 两个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高纯度结晶麦芽糖加工技术研究”“ 无水葡萄糖高效连

续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两个项目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昊华宇航双管齐下冲刺全年目标

本报讯 （记者孙国利 通讯员耍旭祥） 既要加快结构调

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又要深挖内部潜力，向管理要效益，

7

月份力争实现保本微利，同时向全年实现销售收入

40

亿元

的目标冲刺。 这是近日记者从昊华宇航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召

开的年中工作会议上获得的消息。

“当前，氯碱行业产能过剩已成为突出问题，单靠产能扩

张驱动增长的初级阶段已经过去， 氯碱行业已进入创新驱动

的转型时期。 因此，氯碱企业一方面要延伸产业链条，加快结

构调整，一方面要加强内部管理，向管理要效益。”昊华宇航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孙振峰说。

今年上半年，作为河南省最大的氯碱企业昊华宇航，在同

行业烧碱、

PVC

开工率分别为

70%

、

60%

的情况下， 通过加强

内部管控，开工率却达到

95%

。但由于产品单一、附加值低、产

业链短，昊华宇航的盈利能力明显不足。

为改变这一状况， 昊华宇航在今年

2

月就成立了项目调

研组，先后

10

多次外出调研，与四川大学、中科院过程研究所

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探讨和洽谈吃氯、耗氯产品项目。

经过调研，昊华宇航初步选定了煤焦油加氢、建设耗氯平台生

产系列精细化工产品等

7~10

个项目。 同时，昊华宇航还与河

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实施焦作厂区“双十”万吨

氯碱系统搬迁改造，新增氯化法钛白粉产品，力争在今年第四

季度具备开工建设条件，使产业链条进一步向高端、终端产品

延伸。

在抓好结构调整的基础上，下半年，昊华宇航将开展“深

挖潜力，持续改进，向管理要效益”活动，围绕提产量、降消耗、

控成本、减费用、增收益目标，大力实施持续改进，积极推动减

亏扭亏工作。 在活动中，昊华宇航重点突出产量贡献效益，大

力提高装置利用率，实施满负荷生产。 同时，昊华宇航紧抓两

端市场，实现效益最大化，在原材料采购上，择机实施燃煤淡

储，降低采购成本；在市场营销上，继续开发

PVC

吨包用户，

增加

PVC

吨包销量，适时增加第三条吨包生产线，提高产品

售价，降低包装成本。 此外，昊华宇航还积极推动液氯槽车运

输，扩大销售半径，最大限度地提高烧碱销量，实现利润最大

化。

孟州：项目集聚促发展

本报讯 （记者许伟涛 通讯员杨文娟 实习生聂茹梦）

今年年初以来， 孟州市高新区突出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

建设，力促产业集聚，转型提升。截至

5

月底，孟州市高新区入

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8

家， 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32

亿元，同

比增长

20.9%

；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9.6

亿元 ， 同比增长

34.1%

；实现税收

1.2

亿元，同比增长

20.7%

。

为突出项目支撑，孟州市高新区按照“突出项目支撑，强

化园区承载，力促集群发展”的工作思路，着力打造“引进一个

项目，建成一个园区，做大一个产业”的高效率发展模式，重点

突出亿元以上和

10

亿元以上项目的支撑带动作用，谋划实施

好台商、港商、浙商、汽配、皮毛、电镀、金刚石、循环经济、生物

化工和石油化工十大专业园区， 着力打造一批超百亿元产业

集群，为高新区率先建成“千亿园区”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生

物化工、电镀、循环经济等专业园区已开工建设，石油化工产

业园规划审批及环评审批已通过，区内新建、续建

10

亿元以

上项目

6

个、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

目前，孟州市高新区总投资

20

亿元的格林沃特汽车尾气

净化器项目已开始试生产； 总投资

18

亿元的三丽年产

50

万

辆电动三轮车和

10.8

亿元的中空纤维项目正在安装设备；总

投资

15

亿元的中原内配三期铸造、机加工、轴瓦车间正在安

装钢结构；总投资

28

亿元的豫农生物科技产业园围墙已垒砌

完毕； 总投资

15

亿元的西泠电器产业园正在处理厂房地基；

总投资

5.8

亿元的恒爱公司环保通风产业园、总投资

5.5

亿元

的成套金刚石机械、总投资

5

亿元的嘉陵产业园、总投资

1.2

亿元的年产

240

万双高档雪地靴等亿元以上项目正在加快建

设。 今年

4

月，孟州市高新区还被省政府授予“

2012

年度河南

省十强产业集聚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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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国利 许伟涛

本报实习生 聂茹梦

如果说转型升级在很多人看来， 就是企业

在遭遇困难， 甚至是面临生存危机之时才开出

的救急药方， 那么河南金滔电缆有限公司就是

一个非典型样本———它一次次面临市场环境的

变化，一次次转型升级转危为安。即使在如今整

个行业中大多数企业经营困难、 举步维艰的大

背景下，它亦实现了逆市而上。

究竟是幸运的眷顾，还是必然的逻辑？金滔

电缆的

25

年转型路，向我们展示出电缆民企的

一种转型升级路径。 按这家企业创始人牛兆滔

的说法：不断转型提升，把企业做强做大、做精

做尖，是电缆民企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为啥是金滔

电线电缆行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 其产

品被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被喻为

国民经济的“血管”与“神经”。因此，电线电缆制

造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配套行业之一。

“按理说，如此重要的行业地位，应该能培

育出一个既有龙头引领又众星拱月的强大电缆

制造产业。 ”金滔电缆董事长牛兆滔说，与此对

应的，却是这样一个产业现状：从上世纪

80

年

代起， 原来的

６

大家领先国营电缆企业不复存

在，私营企业遍地开花，其中国家定点的

120

多

家电线电缆企业，先后转制成为股份制企业、合

资企业或者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的比例在

95%

以上。 这就决定了在电线电缆这个行业，“产业

规模大而不强”“产业集中度低” 等致命不足一

直存在。

特别是

2008

年，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更

使线缆企业雪上加霜。 受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市

场竞争的影响， 世界电线电缆行业已经形成几

大巨头垄断的格局，比瑞利、耐克森等一大批国

外品牌一直占据着利润较高的高端市场。 而国

内许多电线电缆企业始终处于无序竞争状态。

在此背景下， 宏观上要把电线电缆产业做

大做强和提高产业集中度， 理所当然地涉及到

众多的私营企业改革转型升级。 微观上众多电

线电缆企业要想摆脱低利润盲目生产、 听天由

命的牢笼， 亦应转变思路， 加快企业转型的步

伐。

而始建于

1988

年的金滔电缆，则在艰难的

市场环境中，从起初只有

3

间瓦房

6

个人、年收

入不足

30

万元的小家庭作坊起步，发展成为一

家注册资金

1.58

亿元，年产销近

2

亿元的国家

重点民营股份制企业。

在

８

次搬家过程中， 金滔电缆始终坚持市

场导向，在单一的普通民用电线基础上，研发形

成了高低压电力电缆、 控制电缆等

5

大类

8

个

项目近千种型号规格的系列产品， 市场遍布全

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特别是金滔电缆还依靠技

术创新调结构，最终赢得了市场，其产品成功中

标国家重点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

由此而言，金滔电缆的

25

年转型路，理应

当得起电缆民企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

金滔从哪来

当然， 金滔电缆的成功也是一步一步走出

来的。

在牛兆滔的办公室里， 挂着一幅 “牛行千

里，磊磊坦荡”的匾额。“当时武陟县大封镇和巩

义市回郭镇的电线齐名。 ”说起曾经的“光辉岁

月”， 老牛仍兴奋不已：武陟电线电缆产业发端

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当时在大封镇

的西岩、大屯等村，分布着大大小小

100

多家以

生产民用电线为主的电线电缆厂。

这些企业培育出了大屯村支部书记张进

才、东屯村支部书记牛兆滔等懂技术、善经营的

企业管理者和农村致富带头人。 但与巩义回郭

镇电线电缆基地相比， 武陟电线电缆企业却是

寥若晨星。

原因何在？ 规模小、品牌意识差，甚至一些

企业压根没有办理生产许可证。 而因为相关政

策和经营环境等问题，张进才更是离开武陟，远

赴四川办厂。还有一个极端的个案：小区村

9

年

换了

10

个村支部书记，村里连续

5

年没电。 如

此环境，让企业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正是有着对来时路的深刻认识和市场竞争

的深刻理解，加之对自身发展的反思。 金滔电缆的决策者认识

到，在同类产品竞争激烈的今天，由中低端产品向中高端产品

转型，是当务之急。

2008

年，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招标时，金滔电缆总经

理牛连理果断决定：参加竞标。最终，金滔电缆凭借着过硬产品

质量成功中标，供货

3

年。 当初甚至提出“宁愿不要钱，也愿意

供货”的很多国内外知名企业负责人不由赞叹：“牛总真厉害！”

在行业内一举成名的金滔电缆并未就此止步。 随后，金滔

电缆果断决策、迅速转型，由原来的单一生产经营转为系列产

品，组建精英团队，走科技创新之路。 为进一步

夯实发展基础，金滔电缆从调整产品结构入手，

计划新建金属护套电缆、 风能电缆、 硅缘胶电

缆、碳纤复合导线、船用电缆、航空导线、矿用电

缆等生产线。

与此同时， 金滔电缆还突破许多民营企业

经营者心目中“薄利多销”的思维定势，凭借技

术创新，倾力打造自主品牌。金滔电缆的技术中

心被认定为我市首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标志

着企业在培育自主创新平台方面迈出了重要一

步，有效避免了挤在价值链的中低端市场，陷入

同质化的恶性竞争。

如今， 获批的金滔电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大楼已完工。 截至目前，企业共有员工

268

人，

其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16

人、中级工程技术人

员

26

人 、 生产一线工人具有大中专学历

36

人。 “市场的竞争首先是技术的竞争，只有凭

借先进技术， 以市场为导向， 生产出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的产品

,

才能与国内外名牌同台竞

技。”牛兆滔认为，电缆企业的发展，必须不断提

高生产技术和装备，并将原来生产低压、中压线

缆产品向高压、 超高压等高新技术含量较高的

方向转型升级，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2010

年，总投资

2.5

亿元、占地

100

亩的金

滔电缆， 易地重建， 并于

2011

年

12

月建成投

产。原来只能生产

10

千伏以下民用电缆的金滔

电缆，通过调整升级，已具有生产

36

千伏、

110

千伏等多种电缆的生产能力。同时，金滔电缆也

成为我市唯一一家煤矿专用电缆生产企业，河

南省仅有两家。为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金滔电

缆今年投资

10

亿元建设金滔电缆产业园，生产

矿用电缆和军用电缆， 预计项目建成投产后产

值可达

50

亿元。

金滔何处去

如今，

25

年来的转型之路， 让金滔电缆实

现了产业升级， 其系列产品获得国家工业产品

许可证、国家强制

CCC

认证、煤矿用安全标志

认证证书，并获得了河南省著名商标优质产品、

河南省商标协会会员单位、 河南省最佳诚信企

业等称号。

不过，企业面临的深层危机并未因之消除。

饱经磨难的牛兆滔， 言语中必谈转型升级，“今

天不转型，明天就被淘汰”。

近年来金滔电缆在规模扩张、技术创新、产

业升级等方面取得的可喜成果，同时也面临“成

长的烦恼”。

原材料涨价成为金滔电缆面临的严重问题

之一。牛兆滔说，受铜、铝、塑料等原材料价格高

涨的影响，特别是铜的价格接连攀升，电线电缆

行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由于铜、铝、塑料

等原材料在电线电缆产品的成本构成中占有很

大比重

,

占全部成本的

80%

以上，因此原材料大

幅度涨价造成了产品成本的大幅提高， 加上能

源价格、运输费用以及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也

推动了企业成本的进一步加大。

在原材料涨价造成生产成本增加的同时，

还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牛兆滔坦言，目前企

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瓶颈难以突破，企

业融资渠道不畅，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

的快速发展。

众所周知，按照资源共享、龙头项目带动、

中小企业协作的要求， 应立足区域优势和发展

潜力，强化产业聚集意识，逐步改变企业布局分

散、战线过长、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等问题，提

高工业聚集度。

对此， 武陟县政协副主席朱保忠去年曾进

行过专门调研。 他说，“十一五”期间，武陟县依

托西滑封电缆、迅达线缆和金滔电缆，规划建设

电线电缆生产企业群。下一步，我们还将引导企

业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上下功夫， 采用先进适

用技术和高新技术改造电缆等传统产业， 提升

产品质量和产业层次，优化产品结构，培育龙头

企业，做强做优电力电缆工业。

朱保忠建议， 要对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电

缆行业和重点企业制定细化的专项政策， 进一

步提高政策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积极帮

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土地、资金、人才等生

产要素难题，帮助企业做强做大。

当然，要想在转型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顺、

越走越远， 更重要的还在于企业自身必须勤修

内功，内核常新。特别是随着国家重点项目的特

高压和智能电网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对于线缆企业来

说，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如果企业能提高生产技术和装备，将

原来专门生产低压、中压线缆产品往高压、超高压、特高压等高

新技术含量较高的方向转型， 其未来的利润空间是不言而喻

的。

同时，在当前形势下，企业还应从经营各个环节控制成本，

采取简化工作程序、降低企业内耗、规范业务流程、调整产品结

构等办法来求得更多生存空间。

（本文采写承蒙武陟县政协调研室多方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