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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钢作为一家即将破产的企
业，能够走到今天，很不容易，解决了
几千人的就业、两万多人的生活，贡
献不小。冷钢的发展是现代企业创业
的标杆，为员工带来了实惠，为国家、
为社会做出了贡献。”2011年 8月 1
日，湖南省委书记、人大主任周强视
察湖南冷水江钢铁有限责任公司（冷
钢）后对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充分肯
定。
“很幸福”！这是湖南省人大副主

任刘莲玉视察冷钢时问员工的感受
时，员工随口而出的洪亮回答。

十二年前，冷钢曾是一个负债累
累、濒临破产的老国有企业，在全国
人大代表、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
理陈代富带领下，改制创新，企业起
死回生，一跃成长为湖南省十大利税
大户，并连续 5 年稳居中国企业 500
强，实现奇迹般的蜕变重生。

特别是近年来，企业不断强化职
工主人翁地位，大力实施创优工程、
文化工程、素质工程、温暖工程，出色
地交出了一份让员工“很幸福”的答
卷。让企业员工切实地感受到：改制
了，我们依然是主人。

榜样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在企业的各个岗位
显现。在陈代富模范行为感召下，企
业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
成一股绳。

冷钢的蜕变的背后既有企业文
化塑造的冷钢人精神，更有一支敬业
精业勤业的团队。
近 3年来，冷钢开展创先争优工

程，无数个优秀团队逐渐形成。有各
级管理团队，有劳模团队，有优秀党
员团队，有技术能手团队，有巾帼芙
蓉团队，有生产、安全标兵团队，有青
年志愿者团队……
全国劳动模范、公司董事长陈代

富是这个团队的当然“领头羊”，这位
被业界誉为用生命做企业的企业家
一年 365天除了出差，几乎就没有离
开过工地，他的呕心沥血与执着感动
了冷钢人。

榜样的力量，在企业的各个岗
位显现。在陈代富模范行为感召下，
企业所有的中层管理者也几乎天天
坚守在岗位，从来没有休息过节假
日。在陈代富的引领下，企业上下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
绳。

2010 年 4 月，高炉出现了故障，
炼铁产量上不去，成为困扰整个企业
生产的极大难题。炼铁厂领导班子的
所有成员二话没说，都下到 5座高炉
一线，跟班作业，采用高风压、大喷
煤、大批重、大倾角等新的操作方法，
终于使炼铁生产出现了转折。到
2010 年 5 月份，产生铁达 26 万多
吨，突破了年产 300 万吨产能，高炉
利用系数达到了 3.5。

企业文化也是生产力。“永不言
败、艰苦企业、敢于担当、追求卓越”
的冷钢文化正转化为员工们在工作
中攻坚克难的强大推力。

2010 年元月，一轧厂计划清理
加热炉内氧化铁皮。炉内温度高，人
在里面呆不到一分钟就必须出来。作
业长李新荣带领 10名员工组成突击

队，他们二话不说，淋湿全身，分批作
业。在里面争分夺秒工作几十秒后，
出来时已是大汗淋漓，但他们没有一
个人退缩，硬是坚持了 10多个小时，
把炉内氧化铁皮清理完，迅速恢复了
生产。

冷钢文化的精髓蕴藏在生产、工
作中和每个员工的身上。2011年，冷
钢各单位、车间、班组深入总结提炼
自己独有的特色文化，挖掘出炼钢厂
设备点检班“啄木鸟”团队、品质部
过磅班“芙蓉”团队、天宝公司螺母
车间“天翼”团队、棒线厂高线车间
的“龙系列”团队等一个个独具个性、
极具影响力的先进团队。

冷钢每前进一步都是拼出来的。
冷钢人依靠自己的打拼，保证了现有
的 2.5 万多职工与家属衣食住行的
无忧无虑，同时也确保了一方平安。

冷钢从年产 30万吨生铁到年产
300万吨铁、300万吨钢、455 万吨钢
材的产能，是拼出来的；从单一的铸
造生铁到钢、材系列产品，并向高速
线材、板材、紧固件深加工产品延伸，
也是拼出来的；从只有湖南及周边省
少数几个市场到产品畅销大半个中
国，还是拼出来的；从年销售收入 1.8
亿元、亏损近 2亿元到年销售收入
116 亿元、最高盈利 5 亿多元，更是
拼出来的。

补齐素质“短板”

仅 2010年一年，举办各种岗位
技能培训班共计 65次，参加培训人
员达到 3090人次，几乎占了冷钢员
工总数的一半。

“提高员工素质，使员工即使离
开企业后，仍能有谋生的一技之长，
就是对职工最大的爱护。”陈代富说，
推进素质工程，让企业和员工双赢。

2011年 3 月 22 日，冷钢班组长
MBA学校第二期培训顺利开学。班
组长 MBA学校是冷钢素质工程的重
头戏，从 2010年开始，公司对现有的
800多名班组长骨干进行一次轮训，
把班组长培养成为业务精、懂技术、
会管理和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基层
管理者。

担任班组长学校校长的冷钢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应斌说：“我们
开办班组长学校起点要求高、决心非
常大，它是我们冷钢人提高素质的
‘希望工程’。”每期培训班第一堂课，
都是冷钢总经理王选文主讲《企业发
展战略》。

班组长学校注重与企业生产管
理实际的无缝对接。冷钢自己编写的
《班组长 MBA教程》，聘任企业的中
高层管理者和专业技术带头人担任
教师。他们结合企业实际进行授课，
让学员听得懂、学得进。2010年第一
期培训班的 227名学员学习完成后，
回到单位后努力掀起了创建学习型
部门、单位、班组的热潮，有效地带动
了各车间、班组学习力、执行力、创新
力的提升。

近两年，冷钢先后开展了针对
769 名近 3 年进厂的青工培训，248
名高炉值班人员、炼钢工、轧制工等
参加的关键岗位员工培训，118 名车
工、钳工、电工、电焊工参加的高级技
能培训，100多名三级管理人员参加
的基层骨干培训等各层次、各领域的
培训，基本做到了公司层面季季有培
训，年年有重点。

素质工程在冷钢各二级单位也
得到深入推进。仅 2010 年一年，各
二级单位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
原则共举办各种岗位技能培训班共
计 65 次，参加培训人员达到 3090
人次，几乎占了冷钢员工总数的一
半。

员工利益无小事

温暖工程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境
界：员工没有想到的，企业已经想到；
员工已经想到的，企业已经做到。

陈代富经常告诫企业管理者：
“要始终把员工放在手掌心里，要像
关心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员工”。冷
钢的管理者用爱温暖人心、用情化解
矛盾，让企业员工感受到真情关爱。

2010 年，冷钢面临原材料价格
上涨、钢铁市场疲软、成本上升的巨
大压力，两座高炉不得不停产检修，
但冷钢并没有因此裁减一名员工。
2010 年，冷钢员工工资不降反升，年
人均收入达 3.86万元。 “不以降低
员工工资来降成本，而是通过降成本
来提高员工工资。”陈代富说。

2010 年 11月，炼铁厂一位女工
意外发生车祸，肇事司机逃逸，抢救
费无处筹措。最后是公司工会送去的
5000 元慰问金和炼铁厂员工捐出的
1 万多元为她的家庭解了燃眉之急。
2011 年 10 月中旬，冷钢安环部员工
杨兆云患尿毒症，急需巨额的医疗费
用，公司工会紧急拨出 10000 元互济
救助款，并发动员工进行捐款。

2010 年以来，冷钢工会针对员
工发生的各种经济困难支出救助资
金 100多万元。

冷钢的温暖工程无处不在。员工
上班吃饭难，就有热腾腾的免费工间
餐送到岗位。员工伤病住院或家里有
老人去世，单位都会及时派人慰问、悼
念。酷暑季节，企业会把防暑降温费及
时发到员工手上，公司不惜斥巨资为
特高温岗位的员工安装中央空调。在
冷钢，温暖工程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境
界：员工没有想到的，企业已经想到；
员工已经想到的，企业已经做到。

冷钢：员工“很幸福”的背后
从一个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老国有企业到连续 5年

稳居中国企业 500强，实现奇迹般的蜕变重生
“在一系列政策和鼓励措施的支持下，湖南省工业园区在调

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发展中取得显著成效。”11月14日，湖南召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工业园区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现场
交流会上，湖南省人大副主任蔡力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作上
述表示。
“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工业园区是

主战场。”蔡力峰告诉记者，工业园区是湖南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重要平台，是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重要窗口，也是实现湖南城
乡统筹、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载体。坚
持不懈地抓好园区建设，推动园区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可持续
发展，是湖南加快推进“四化”（四化是指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
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实现富民强省宏伟目标的战略选择。

蔡力峰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园区，推动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 ，湖南省内各级工业园区，一
定要紧扣“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这个根本方针，迎接挑
战、开拓创新，真正把产业园区建设成为新型工业化的示范区，
经济转型升级的先行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要特别引起重视。

第一要始终坚持务实创新，扩宽工作思路。要切实增强园区
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引领转变；切实优化产业结构，由
企业聚集向集群发展转变；切实提升规划建设层次，由建园兴业
向城乡统筹、整体推进转变；切实注重园区发展的综合效应，由
偏重速度、规模向建设“两型”转变；切实推进园区体制机制创
新，由办企业搞服务向加强社会管理、全面提升创业环境转变。

第二要始终坚持突出重点，推进集群发展。要凸显发展特
色，增强综合实力。特别要防止同质同构、千园一面的倾向。选准
最适合本地发展、最有潜质和上升空间的特色产业作为园区经
济支柱加以培育和经营。要加强产业发展指导，引导园区走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高端化、品牌化、集群化的发展路子。整合
力量，形成规模优势，壮大核心竞争力。

第三要始终坚持低碳、绿色，务求生态环保。要突出理念培
育，积极塑造和提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文化；突出产业培
育，全力打造低碳产业体系；突出绿色招商，强力推进低碳产业
项目建设；突出政策引领，努力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第四要始终坚持制度创新，激活内生动力。注重优化服务，
营造一流环境。工业园区作为“特区”和“试验田”，应大胆探索创
业政策、招商方式、管理体制、资本运作、文化建设等方面创新。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创新型的责任园区，为园
区企业提供高效廉洁的综合服务，为园区从业人员和广大居民
提供舒适、优越的人居环境和宽松、和谐的创业氛围。

对于湖南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工业园区的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蔡主任满怀信心。

绿色发展：
工业园区是主战场

本报记者 李享 谢海立

武广高铁列车呼啸驶出，贯通穗深港，直达“9+2”泛珠三
角，拥抱京广经济圈，与正在建设中的沪昆高铁十字交会，划
出了一个中部“高铁大枢纽”。 这个枢纽的中心，就在长沙市
雨花区。

当年，一条京珠高速公路，促进沿线省份 GDP 增长 1%；
如今，这样一个高铁黄金十字，进一步打开了长沙对外的大
门，令雨花区站在了长沙乃至中部对接世界的高速入口上。如
果把整个中部地区比做一台高速运算的电脑，它的 CPU 在哪
里？追溯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脉动之源，你会发现处在中
部大枢纽区位上的雨花区，正是这台电脑奔腾的“芯”。

过去 5年，随着城市化发展，雨花区由昔日的长沙“郊区”
蝶变为中部强区。早在 2008年，该区 GDP即在中部省会城市
39个行政区中雄踞第一，一般预算收入位列第二；2010年，该
区实现 GDP总值 572.77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0.4亿元，
连续 9年保持全省城区第一，持续领跑中部省会城区……

经济发展了，成果也在实现普惠共享：从 2008年实施“惠
民解困雨露工程”开始，该区持续以新增财力 80%用于保障民
生。交通、区位、产业以及社会和谐等诸多优势，给这颗中部强
“芯”注入强劲实力。

对于未来五年，在雨花区委书记周杏武的眼里早已有了
新蓝图：以机场高速、武广、沪昆高铁为骨架，航空、高铁、地
铁、轻轨、国道和高速公路将在雨花区汇成“六元一体”的交通
新枢纽；“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经济消费圈将以雨花区为
圆心，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产业新高地；这片土地
将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家园更宜居，让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新标杆呼之欲出；社会生活在法制范围内有序运
行，成为省会的法治新样板；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将成为政府
工作的评价导向，建设成为和谐新典范。

11月 19日，在湖南省第十次党代会上，周杏武透露，今年
1月至 10月，雨花区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40亿元（预计
数），同比增长 8.2%；完成财政总收入 70.3亿元，同比增长
29.2%，其中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3.3亿元，同比增长 24.4%，确
保了“十二五”的高效起步，精彩开局。

周杏武表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雨花区将以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入实施“区域一体化、产业高端化、城
市品质化、管理法制化、民生幸福化”的“五化”战略，全面建设
“交通新枢纽、产业新高地、两型新标杆、法治新样板、和谐新
典范”的“五新”雨花。力争到 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8%，超过 1000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25%，达
到 60 亿元，力争达到 80 亿元，全面展示“五新雨花”崭新形
象。

在长沙雨花区，一个具备“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芯”动
力正在形成。

1600年前，晋代诗人陶渊明描绘
的桃花源成为历代文人墨客追求不
悔的理想世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是否真正存在？

一位叫张贻明的学者经多年深
入研究与刻意寻找，认为湖南安化一
处叫“秦汉桃源”的地方与陶渊明笔
下的“桃花源”相吻合。
“秦汉桃源”本名亏溪黄桑坪（又

名马妖洞），人口186人，面积不过2平
方公里。据了解，当地村民打井时，曾
在地下近两米处发现了“秦砖汉瓦”，

民间考古学者称这里两千多年前确
有人类居住。而这里与《桃花源记》中
所描述的时代背景、周边环境、风俗
民情以及植被地貌等特征信息均相
符。

为完美再现桃花源里与世无争
的生存状态，张贻明决定将山水风光
与人文特色结合，开发旅游资源，造
福乡里。

张贻明信心满怀：“景区再经过几
年的修复打造，即可恢复桃花源本来
面目。‘小桥流水古农家，草树渔池竹
篱笆’，‘煮酒烹茶迎宾客，秦风汉俗话
桑麻’的理想境地离我们不再遥远。”

安化惊现“桃花源”

———访湖南省人大副主任蔡力峰

长沙雨花：
打造中部强“芯”
罗玲 喻良球

访谈

秦汉桃源古村落美池桑竹实景

本报记者 罗孝友

炼钢现场 高守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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