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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耍旭祥、 付海平） 在

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谷之后， 昊华宇航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终于迎来了难得的转机，

7

月份完成销售收入

3.5

亿元， 实现了保本

微利目标。

今年年初以来， 受国内外经济增长速

度缓慢、行业产能过剩、下游需求不足、主

要氯碱产品长期低价运行等因素影响，氯

碱行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更加严峻， 烧碱产

能利用率一直低于

80%

，

PVC

低于

60%

。

在种种利空因素影响下， 氯碱行业整体维

持较低开工负荷， 七成以上氯碱企业出现

亏损，行业整体开工率不足

70%

。

“外部环境我们改变不了，只有以持续

改进为突破口，苦练内功，向管理要效益，

才能应对不利局面和各种困难。 通过持续

改进，实现节能降耗，增强应变能力，促进

转型发展。 ”昊华宇航总经理、党委书记孙

振峰说。

在市场持续疲软的情况下， 昊华宇航

公司强化内部管控，以持续改进为抓手，着

力开展“管理提升”活动，从解决生产运营、

物资供应、市场营销、设备管理等

23

个方

面问题入手，确定了

304

项具体改善项目，

通过实施、改进和完善，提升了企业综合管

理水平和关键绩效指标。上半年，昊华宇航

已完成持续改进项目

168

项 ， 实现收益

708

万元。

以建设能源管理中心为突破口， 昊华

宇航对能源系统的生产、输配、消耗等环节

进行优化，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该项目去

年

12

月投入试运行以来，通过在线收集系

统的各项能源消耗数据， 逐步推行能源在

线对标管理， 优化系统能源使用， 降低成

本，向管理深度、细节要效益。

以两端市场带动生产，扩大销售张力，发挥装置优势，加大省内

及山西等周边地区直销，先后开发江阴正阳、南亚塑胶等省内外

PVC

新用户；加强与烧碱大用户的战略合作，增加山西等地销量，使

PVC

、

烧碱直销率分别达到

33%

和

97%

，保证了产销平衡和销售渠道的畅

通，装置开工率也达到了

95%

。

7

月份，昊华宇航实现销售收入

3.5

亿元、利润

150

万元，今年以来首次实现了保本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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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工业的醒悟

———底特律破产带给焦作工业的思考

本报记者 孙国利

（一）最先叫醒世界的，是那些警醒的人。

底特律，曾经的世界汽车工业中心，惜乎成也萧何，败

也萧何。 当汽车产业的支柱动摇，好的工作机会消失，人们

纷纷逃离底特律，“美国骄傲”荣耀不再，“汽车之城”悲情破

产。

（二）以一种伤逝的沉痛，底特律之殇给焦作一深刻启

示：工业经济的兴盛，与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须

臾不可分，如果产业的根基塌陷，企业的命运也将没落。 这

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 然而，越是简单的道理，人们越

容易忽视。 这正如空气和水，只有失去时，人们才会真正体

会到它们的宝贵。 如果把企业比作一个人，那么产业就是其

骨骼。 有了骨骼，人才能站立；有了产业，企业才能崛起。

“城市”一词，虽是“城”在前“市”在后，却是先有“市”后

有“城”，也就是有产业才有城市。 “城市的天空离不开产业

的支撑”，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人，那么工业就是他的骨骼。

有了骨骼，人才能站立；有了工业，城市才能崛起。

（三）焦作工业有基础、有优势，但我们不能有丝毫陶醉

的心理。

放眼河南，郑州是省会城市，洛阳工业基础好。 虽然河

南省的第一台电冰箱、汽车、缝纫机甚至火腿肠均出现在焦

作，但最终都没有发展起来。 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更让

焦作工业感受到了彻骨寒冷，因为缺少大型企业，诸多中小

企业都呈点状而非网状分布，形不成系统抵抗力。

产业集聚度、关联度不够，内生力不足，过于依赖外向

发展，让焦作深深反思。 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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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地级市中，焦作是

什么、能干什么、怎么干，焦作为何不能像深圳那样出产自

己的华为、中兴？

不可否认，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欧债危机负面传导

等一系列外因， 助推了我市工业经济当前下滑的势头。 但

是，客观因素从来都不应成为规避矛盾的借口。 因为，处于

相同的大环境，洛阳、许昌、新乡、郑州等“近邻”，为什么就

能逆势上扬？

焦作经济运行指标落后，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转型慢、

结构调整慢、机制转换慢、创新驱动慢”。 经验和教训告诉我

们，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 这些问题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被掩

盖，一旦市场风云突变，许多被掩盖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企业乃至整个行业就可能一蹶不振。 眼下，焦作经济转型攻

坚战推进不力的最大瓶颈就是， 转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市

场变化的节奏，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的步伐。 落后，就只能

往后站。

转型慢，为什么会慢？ 如果头脑里没有转型的意识，没

有把转型发展作为企业自觉的行动，那么，即使各种基础条

件都具备了，各种有利形势都摆在面前，也会因为没有把观

念转变过来而一再错失良机。

转型慢，为什么会慢？ 如果总是抱着小富即安的心理，

畏惧转型、 不愿转型， 那么企业就不会获得长足发展的后

劲，就难以成为行业领军、“百年老店”。 转型算的是大账，是

长期投资，是应对风险的未雨绸缪，切不可为眼前的蝇头小

利而“一叶障目”。

转型慢，为什么会慢？ 转型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上项目，

如何转、转向哪里，取决于上什么项目。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

是明天的产业结构。 如果我们缺乏科学统筹，没有清晰的转

型思路，就会在谋划大项目、好项目上“先天不足”，就会在

促项目落地、助项目“成长”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会在

新一轮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兴产业的浪潮中“迷失方向”。

（四）而今，焦作工业面临拐点，是继续领跑，还是徘徊

不前？ 冷静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还有一大堆深层次难题亟

待破解：

六大主导产业都面临下行压力， 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些

产业作为未来的城市支柱？ 民营经济盘子不小，规模以上企

业逾千家，但总像长不大的孩子，我们的民营经济政策怎样

才能更给力、更管用？ 基础很好的焦作工业，为何总是创新

不够、创新太慢……

做大做活产业、遏制经济下滑，之于焦作而言，已是“火

烧眉毛”，拖不得、慢不得、等不得！

（五）“一个榜样胜过书上二十条教诲”，一个教训同样

如是。 我们认知底特律的教训，并非就教训看教训，而是看

能否从其教训中悟出点什么，并修正自己曾经的过错。

经济学里有句名言，叫“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底特律就犯了这样的致命错误， 其破产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城市的支柱产业太单一。 底特律的破产告诉焦作：城市的产

业结构过于单一则抗风险能力就会不强， 一旦遭遇外部冲

击或资源枯竭，就足以改变整座城市的命运。

底特律的前车之鉴给焦作敲响了警钟。 焦作的选择只

有一个， 那就是把调结构、 转方式作为持续发展的根本途

径，坚定不移地走好新型工业化之路。 积极促进全市工业经

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和管理创新转变， 通过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 培育新兴产

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等举措，调整结构，增强企业核心竞

争力，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建设强大的现代

工业体系，打造焦作经济发展的升级版。

进入“后破产时代”的底特律，正在寻求重生。几乎就在汽

车产业全面“塌陷”之际，底特律人又将希望寄托在了

IT

产业

上。位于市中心的麦迪逊大楼成了

IT

产业集聚中心，众多的

美国常春藤大学毕业生来这里寻找就业机会。 在出口和消

费拉动能力不强的情况下，稳增长首先要稳投资。 而焦作财

政资金有限、市属和县属企业投资能力不足、驻焦央企投资

主动权又不在我们，扩大投资就必须依靠大招商、招大商。

大力招商引资是解决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的现实选

择。 焦作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就是产业结构不优、发展

方式粗放。 通过招商引资，既能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新的经济增长点，又能推进传统产业引装备、引技术、引人

才、引机制、引理念。 大招商、招大商，就是在保有存量的前

提下，做强做优现有产业，并通过投资引导、倒逼效应等拓

展、调优增量，最终实现结构优化、管理创新、产业升级和经

济增长。

招商引资还是一个城市实现弯道超车、 跨越发展的内

在要求。 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一批龙

头项目、基地型项目，郑州的富士康项目撬动了航空港经济

区建设， 重庆的惠普项目带动了笔记本电脑关联企业的集

聚，西安的三星项目则促进了当地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

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黄金周期预计只有

5

年， 焦作该咋

办？ 如果抓不住机遇，就会在未来发展中陷入被动。

（六）前车之鉴，破解焦作工业发展中的烦恼，就要深刻

吸取底特律破产的教训，在产业转型上下大功夫。 对于焦作

工业而言，“十二五”时期很关键。 实现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

级为核心的经济转型升级，已被确定为“十二五”发展的总

基调。 不转型，我们就会一步步被逼到悬崖峭壁上，再退就

是万丈深渊。

目标已定，任务明确，措施何在？ 日前，市委、市政府按

照“凝心聚力、转型攻坚、争创一流、绿色发展”的总要求，专

门制订了焦作工业经济转型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按照这一

计划，到

2015

年，焦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到

60%

以上， 六大产业集群销售收入突破

3000

亿元，占工业销售收入比重达到

60%

。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

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

35%

，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

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7%

以上。 同时，焦作着力打

造国家先进装备制造、 现代循环化工和生物工程三个国家

级产业基地。

保障这一计划的实施步骤有五：

其一， 突出六大产业集群培育，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 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重点推进大江重工中高端液压支

架、厦工机械配套产业园等重点项目；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

群，重点推进中原内配新型节能环保汽缸套、瑞庆汽车发动

机生产线等重点项目；现代循环化工产业集群，加快推进焦

煤集团新材料产业园、多氟多含氟精细化学品等重点项目；

铝深加工产业集群， 重点推进年产

30

万吨铝板带深加工、

高档工业型材等重点项目；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和新材料产

业集群，加快推进辅仁药业、新开源等企业的重点项目；新

材料产业集群，重点推进大颗粒金刚石单晶、光电材料等重

点项目。

其二，加快产业集聚区和焦作新区建设，提高转型发展

承载力。 其保障措施即突出特色主导产业培育，突出重点项

目建设，突出承载能力建设，突出产城互动融合发展。

其三，坚持创新驱动，增强转型发展核心竞争力。 其保

障措施即实行“创新卷”制度，强化科技开放合作，实施重大

科技专项，壮大自主创新主体，加快创新平台建设。

其四，突出“两化”融合发展，提升信息化拉动力。

其五，加快推进能源项目建设 ，增强转型发展支撑能

力。

（七）当世界都在追捧最新一代苹果手机的时候，苹果

成功的秘诀发人深省。 面对经济转型这一世界性难题，焦作

清醒果敢，敢转、善转、会转。 长此以往，焦作工业一定能

“转”出勃勃生机，“转”出昂然青春。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

落户孟州

本报讯 （记者许伟涛 通讯员孔玉洁） 日前， 孟州市商务局与

该市会昌办事处合作引进的河南万众集团投资

25

亿元的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项目成功签约。

今年年初以来，为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和

节能减排，孟州市本着“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多次与河南万众

集团有限公司对接，磋商能源项目的开发，最后以分布式能源、天然气

管道、城市及产业集聚区供气、加油加气站开发达成共识，建立了能源

项目开发的长期合作伙伴。 该天然气能源项目将为孟州不断完善能源

基础设施、优化能源结构、配置能源优势产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省锁具产品质监中心

孟州筹建

本报讯 （记者许伟涛 通讯员李雁敏） 日前， 河南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印发了 《关于同意孟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筹建河南省锁具产

品质量检验中心的批复》。这是继省级摩擦材料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获

批筹建后， 孟州市质监局获批筹建的第二个省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根据《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设管理办法》，将依托孟

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筹建河南省锁具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测试中心。截至目前，河南省锁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已通过专

家论证，其余工作正在积极开展中。

焦作广聚公司

成立自控乳化技术研究所

本报讯 （记者张璐） 为了对自动化控制和乳化技术进行深度研

发， 近日， 焦作市广聚矿用制品有限公司成立广聚自控乳化技术研

究所。

乳化技术是将一种液体分散到另一种不相溶液体所应用的技

术。 自动化控制技术，即从上料、搅拌、温控等开始就设定好数值、编

排好顺序，整个生产按预设程序进行，实现生产过程全自动化，这可

有效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减少人为差错。

广聚自控乳化技术研究所的成立， 旨在自动化控制和乳化技术

两个领域进行深入研发， 为产品创新和生产流程改进提供有力的技

术保障。

维纳陶瓷：

专注创新发力新材料

本报讯 （记者孙国利） 在整体经济形势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企

业该如何作为？焦作市维纳精细陶瓷有限公司的做法是：抢抓难得投

资机遇，以“四两拨千斤”的经营智慧，上项目、扩产能、调结构，为企

业转型发展积聚后劲。

对制造业来讲，越是经济处于低谷的时候，越是投资的好时机。

持独特的“低谷投资”观点的维纳陶瓷董事长冯立明告诉记者，维纳

陶瓷年产

1

万吨电熔稳定锆生产线项目，投资

1.4

亿元。 这一项目采

用电弧炉熔炼并添加稳定剂的物理方法，生产电熔法稳定锆，具有生

产成本低、产品性能稳定、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等优点。 该项目所采用

的主要原料为锆英砂， 产品为国家鼓励的高新技术产品。 项目投产

后，维纳陶瓷可实现销售收入

3

亿元、利税

1.11

亿元。

电熔稳定锆主要用于陶瓷色料和耐火材料行业。目前，我国电熔

稳定锆的年需求量在

50

万吨以上，全球的市场容量则在

120

万吨以

上。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电熔稳定锆的需求量快速增

长，应用领域不断拓宽。

维纳陶瓷是由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自然人合资共

建的一家高新科技股份制公司，是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 以“在焦

作打造全国锆业生产基地”为企业愿景的维纳陶瓷，不断加大对精

细化工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正在逐步打造工业陶瓷结构件、民用陶

瓷产品、氯氧化锆陶瓷牙齿等全方位的新材料产业链。 年产

1

万吨

电熔稳定锆生产线项目投产后， 维纳陶瓷将科学利用产业链上下

游关系，进一步优化企业产品结构，加快基础化工产品向精细化工

产品转型升级的步伐。

������9

月

2

日，河南龙翔包装有限公司员工正在新投入运行的生产车间工作。 该公司主要生产高档精品包

装盒、环保瓦楞包装和高档塑料彩印软包装、大幅包装等。 目前，该公司

30

亿只大幅面高档包装制品项目

已部分投产，完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达

15

亿元、利税

2.8

亿元，安置就业

1000

余人。 李亚锋 摄

“兵头将尾”李玉军

本报记者 詹长松

班组长在企业中有“兵头将尾”之称。班组长管理

的好坏，可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

河南省群英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破碎机车间

机工三组组长李玉军，就是一个优秀的班组长。在生

产中他身先士卒， 多次带领班组圆满完成各项生产

任务，充分扮演好自己“兵头将尾”的角色。

李玉军是一名退伍军人， 有着雷厉风行和永不

服输的性格。到群英公司生产一线工作后，他吃苦耐

劳、 虚心学习， 迅速掌握了各种型号的车床操作技

能，并不断创造出优异成绩。

2012

年，他被群英公司

推选参加全市职业技能比赛，一举荣获“焦作市技术

能手”称号。

所有的成绩来自于辛勤的付出。入行之初，李玉

军对车间的各种型号的车床并不熟悉， 但他能耐下

心去认真学。听师傅们讲，车工是“七分刀具，三分手

艺”，想要加工出好的活件，磨刀具最重要。为了让磨

出的刀具达到最佳效果，他颇下了一番功夫，跟着师

傅整整学了两个多月。有了过硬的磨刀具手艺，加上

操作活件时细心，多年来，李玉军加工的活件很少有

废品。

因为操作技术好 ， 工作成绩突出 ，

2011

年 ，

李玉军被任命为群英公司破碎机车间机工三组组

长。 李玉军认为， 领导让他担任这个职位， 是对他

工作的信任和肯定。 同时， 他也认识到当班组长不

同于自己单干， 要确保全组少出废品， 多加工出合

格产品， 还需要一支素质高、 技术硬、 凝聚力强的

队伍。

为提高本组的整体素质和凝聚力， 李玉军经常

与职工谈心。 哪个职工有情绪、 有困难， 他都了如

指掌， 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在全组内部， 他还开

展了比、 学、 帮等活动。 对新来的学徒， 他耐心示

范， 讲解图纸和工艺操作过程， 手把手地教。 在加

工活件时， 他严格要求， 决不允许不合格产品从本

组出去。 在李玉军强烈的拼搏精神感召下， 机工三

组职工也有了过硬的质量意识。 今年年初以来， 李

玉军所带领的组生产的产品， 检验合格率达到了

100%

。

“看庄稼”

也挣钱的启示

□

微 言

种庄稼挣钱不稀罕，因为庄稼收获后就可以到市场上变现。但

是，您相信“看庄稼”也挣钱吗？ 据报载，北京郊区生长在地里还没

成熟的庄稼也照样能挣钱：城里人周末驾车来看看这些庄稼，再进

农家院品尝一下农家菜，既满足了休闲的需要，也增加了农民朋友

的收入，真可谓一举两得。

据说，这种颇有创意的做法叫北京农田观光季，今年有望实现

1.5

亿多元的收入，并成为农业转型升级的成功样本。然而，笔者认

为京郊农民的这一创意产业， 理当带给我们更深层次的启示和借

鉴。

京郊农民的“看庄稼”也挣钱，关键在于其产业功能上的突破，

即摆脱了农业天然具有的种植、养殖、加工等功能，同时在现有产

业的基础上，通过丰富产业内涵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实，第二

产业在此方面更有优势，并早有“试水”，发端于深圳、走在前列的

苏浙工业旅游，如今方兴未艾。

农业这样一个古老的传统产业尚且能老树发新芽， 那其他产

业也应当能找出转型升级的抓手和突破口。 特别是对正处于转型

发展爬坡过坎的攻坚期、关键期的焦作来说，如果各个产业都能深

挖转型潜力，就有望成功打造焦作经济转型发展的升级版。

当然，深挖潜力谋转型不是简单的由“种庄稼”延伸为“看庄

稼”，更不是漫无目的搞多元化战略，“有枣没枣都打上一竿子”，而

是要到有枣子的树上打竿子，才能有收获。 具体而言，方向有二。

其一是挖内涵，实现产业链条延伸。 在此方面，以高技术嫁接

拉长产业链条的佰利联“花开两朵”，其子公司维纳陶瓷凭借氯氧

化锆的纳米粉造粒、添加剂应用等技术优势，进军新材料，形成了

工业陶瓷结构件、民用陶瓷产品、氯氧化锆陶瓷牙齿等全方位的新

材料产业；汉莎涂料则依托佰利联在钛白行业的资源优势、成本优

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填补了我省本土涂料的空白。

其二是拓外延，实现传统产业转身。 对此，我市一家土生土长

的传统化工企业多氟多讲出了一个硬邦邦的励志故事： 基于氟化

工技术创新而厚积薄发的多氟多， 斥资

1000

多万元引进关键技

术。从

6

克起步，直至目前的年产

2000

吨，多氟多投资

3

亿元先后

完成了六氟磷酸锂小试、中试和产业化，成功进军新能源。同时，多

氟多以六氟磷酸锂为突破口，以锂电为导向，以锂电材料为重点，

最终形成锂电完整产业链，并成功进军

LED

绿色照明领域，实现

了制能、储能、节能的有机融合，成就了一个传统化工企业的转型

典范。

其实，无论是产业链条的延伸，还是传统产业的转身，关键在

于对发展路径的创新思维和对技术创新的持续专注。毕竟，当我们

回顾这两家典型企业的转型之路及其时间跨度， 如此地探索与努

力相对于一个地区的工业历史和未来发展来说，都堪为样本，亦不

算长。重要的是，我们只要找到了方向，下决心去改变，转型发展的

道路其实并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