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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6 月 17 日，中国石化
董事长傅成玉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出席 2012 行动中国·绿色与发展高
峰论坛并获得联合国环境署颁发
的“环境与发展优秀践行者”。傅成
玉在论坛上作为嘉宾发表演讲，重
点阐述了中国石化绿色低碳发展
战略以及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情
况。

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体化能源化
工公司之一，也是最早加入联合国
全球契约的中国企业之一，多年
来，中国石化坚持节能减排，注重
环境保护，特别是 2011 年提出建设

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目标，把绿
色低碳发展作为公司的发展战略，
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企业义不容
辞的责任和义务，树立低碳发展理
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节能
降耗，加强低碳能源开发利用，优
化能源结构，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傅成玉说，中国石化长期坚持
开发与节约并举、节约优先的方针，
把节能作为现阶段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的最直接、最有效手段，努力形成
“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发展
模式。2005 年以来，累计节约能源
消耗 1580 万吨标煤，可减排二氧化
碳 3887 万吨，相当于 1100 万辆经

济型轿车停开 1 年的减排量。
中国石化积极开发低碳能源，

优化和完善能源结构，加快二氧化
碳回收利用工业试验研究，已基本
形成包括技术开发、工业生产和产
品销售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低碳能
源业务产业链，并计划到 2020 年
形成规模化低碳能源产业，使之成
为主营业务的有益补充，为公司的
长远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展望未来，傅成玉说，中国石化
作为全球契约领跑者，将继续坚持
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
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建设
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的征程中，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实施绿色

低碳战略，坚持大型化、一体化、集
约化、清洁化、低碳化的发展模式，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
天然气、生物质等清洁能源，优化调
整能源资源结构；加大环境保护力
度，积极推进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
利用；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为节能提
效、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加
强生态保护力度，实施从生产到消
费的全过程清洁管理，为实现“青
山、秀水、绿地、蓝天”作出积极贡
献；我们将加强与社会各界在节能
提效、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密切合
作，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
和谐发展，与社会各界一起，携手共
进，共建绿色低碳的美好家园。

中国石化践行绿色发展行动

本报记者 蒋皓 陈玮英

2006 年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中
央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

时至今日，国家电网已发布了 7
份社会责任报告，而每一份报告都是
沉甸甸的，都凝集了国家电网 15万
员工的热情和爱心。

自 2005 年起，国家电网公司立
足国情和中央企业实际，深入探索
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观，坚持走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管理创新之
路，先后发布了我国首个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首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指南、首个企业绿色发展白皮书、首
个企业价值白皮书，率先建立了社
会责任组织管理体系，率先探索提
出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模式，率先代
表中国企业参与社会责任国际标准
制定，成立能源行业首个企业公益
基金会，先后获得了 70余项社会责
任奖项，多次得到中央领导和国资委
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视野成就高度，责任创造价
值。日前，国家电网公司对外联络
部社会责任处处长李伟阳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独家采访，讲述了
国家电网是如何诠释企业社会责
任的。

提出全面社会责任
管理模式

《中国企业报》：目前社会各界对企
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请问
国家电网是如何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
李伟阳：国家电网公司认为，企业社

会责任，是指企业通过透明和道德的行为，
有效管理自身决策和活动对利益相关方、
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
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意愿、行为和绩效。
国家电网公司认为，企业社会责

任的内容是有边界的，也是不断变化
的。追求综合价值最大化和保证运营
透明度是企业确定社会责任内容边
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国家电网公司认为，企业社会责任

本质上是一种管理实践，是对现有企业
管理模式的全面变革，实践企业社会责
任必须从管理入手，走管理创新的道
路。2007年底，国家电网公司制定发布
了我国首个《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指南》，
正式提出了全面社会责任管理模式。

促进央企管理提升
重要因素

《中国企业报》：国务院国资委今

年提出中央企业要深入开展管理提
升活动，将社会责任管理列入了 13
项重点管理提升领域，并组织召开了
社会责任管理提升培训会，大力倡导
中央企业开展社会责任管理，您对国
资委的决策部署有什么样的评价？

李伟阳：国资委高举社会责任管
理大旗，要求中央企业作出表率，是
适应国内外企业发展形势，全面提
升中央企业科学发展水平的战略举
措，也是推动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工
作走向新阶段、迈上新台阶的关键
部署。
首先，国资委要求开展中央企业

社会责任管理，把握住并适应了全球
一流公司社会责任发展规律的客观
要求。

同时，能够深入推动中央企业全
面开展管理提升活动，实现“做强做
优、世界一流”的中央企业“十二五”
发展目标。

可以说，社会责任管理是本次中
央企业管理提升活动中最具创新性、
前瞻性和突破性的内容部署。大家要
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创造经验。

此外，开展社会责任管理是中央
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真正在企业内部
赢得战略高度和影响力、赢得主要领
导人的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切实催

生新的管理思想、智慧和创造力，从
而真正实现“责任根植”的战略选择。

正确认识科学行动
扩大共识

《中国企业报》：国家电网公司在
开展全面社会责任管理的过程中有
哪些体会，对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
任有哪些建议？

李伟阳：国家电网公司深切体会
到，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全
面社会责任管理是一项需要持之以
恒实践和持续改进完善的系统工程。
做好这项管理变革需要做到“正确认
识，科学行动，扩大共识”。

首先，正确认识是前提。其次，科
学行动是基础。再次，扩大共识是保
障。最后，我再谈三点建议。一是认识
为先。要坚持立足国情和企业实际，
持续探索、导入、检验、完善科学的企
业社会责任观。二是管理为本。要坚
持从管理入手，全面推进社会责任管
理，建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长效机
制和科学路径。三是创新为要。要坚
持思想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业
务创新、技术创新，充分发挥社会责
任管理的促进创新功能，服务企业品
质和品牌形象的全面提升。

国家电网：社会责任的探路者和引领者
本报记者 丁国明 陈玮英

2012年 6月 17日是世界荒漠化日，在联合国“里约+20”
会议上，UNCCD（全球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提出了一个看似
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世界土地荒漠化零增长。UNCCD负责
人说，提出这个目标的灵感来自于中国库布其沙漠亿利资源
治沙模式的成果。

早在 20多年前，中国亿利资源集团董事会主席王文彪带
领亿利资源集团，把有“死亡之海”之称的中国第七大沙
漠———库布其沙漠，绿化了 5000多平方公里。其中，在库布其
沙漠无人区出现了绵延上百公里的森林带，甚至有长达 240
多公里的大漠锁边林带。在这些森林带当中，出现了多年绝迹
的野狼、狐狸、野兔，甚至还有国家濒危的沙冬青、梭梭等名贵
中药材，库布其沙漠的降雨量从不足 70毫米/年增加到现在的
300多毫米 /年。更为难得的是，在这些森林覆盖的地带，出现
了明显的生物多样性，部分沙地已经出现了土壤的特性。

亿利资源集团 24 年来不仅创造了 5000 多平方公里绿
洲，相当于全球荒漠化面积的 1/7000，而且发展了沙漠新能
源、新材料、天然药业等沙漠绿色经济，惠及了十几万人的生
活和生产，特别是在沙漠中改良了一定规模的可利用耕地，发
展了沙漠现代农业，实现了沙漠耕地的正增长。

在亿利资源集团不懈努力下，生活在沙漠中十几万农牧
民的收入从过去每年的 2000多元增长到了现在的 3万多元。

亿利资源集团用事实回答了早在 1992年第一届里约会
议上一位来自加拿大的 12 岁女孩珊文·铃木提出的 3 个问
题，“大人们，你们该如何填补臭氧层的破洞，你们该如何让鲑
鱼重回河川，你们该如何让沙漠变成森林”。

作为中国亿利治沙公益基金会的发起人，王文彪还向全
世界承诺，亿利治沙公益基金计划再用 10年时间，投入 100
亿元人民币，为世界再贡献 10000平方公里的沙漠绿洲。

会议组织者 UNCCD执行秘书长吕克表示，王文彪为全球
的荒漠化防治事业创造了奇迹，值得全球推广借鉴。王文彪也
因此获得“环境与发展奖”殊荣。

这是联合国自上次里约会议之后 20 年来颁发的全球环
境保护与绿色发展重要奖项，以肯定和鼓励在为全球环境保
护和绿色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物。

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表示，中国亿利资源“为人类做了
一件造福子孙的大好事”。

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评价中国亿利资源“在如何通过
改善大自然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典范”。

在“里约+20”会议上王文彪向这位加拿大女孩发出了邀
请，告诉她现在是库布其沙漠最美的季节，希望她能到库布其
沙漠看一看。

10年再造沙漠绿洲1万平方公里

张文学

开滦始建于 1878年，素有“中国煤炭工业源头”之称。早在 1922年就成立了党
组织。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来，开滦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决策部署，以创先

争优为动力，推动百年老企转型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发展

一是必须坚持有机结合，做到
创先争优与企业转型发展的目标
任务相统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从
来都是为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服务
的。国有企业推进创先争优，必须
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融
入生产经营全过程，防止出现相互
割裂和“两张皮”的现象。只有
做到有机结合，才能把党组织的
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转型发展的
优势，把创先争优的成果转化为
企业转型发展的成果。

二是必须坚持注重实效，把
促进企业发展作为创先争优的重
要内容。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提高员工生活

水平，作为创先争优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两年来，开滦集团原煤
产量、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在
岗 员 工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了
74.5%、 160.5%、80.2%、30.1%。
开滦党委被中央评为全国先进基
层党组织。

三是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把
广大员工的评判作为检验创先争
优的重要标准。我们感到，衡量
创先争优的成效，必须把员工利
益是否落实、群众是否满意作为首
要标准。“金杯、银杯，不如员
工的口碑”，在近期创先争优群
众评议中，广大员工的满意率达
到 99.2%，这既是对我们工作的

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
策。

四是必须坚持制度创新，把
构建长效机制作为深化创先争优
活动的重要途径。我们自主研发
“党建创新管控系统”，推进了党
建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
化，该成果已获国家专利权，被
确定为全省组织系统特色工作。
我们感到，只有不断完善制度体
系，才能把创先争优变成加强党
的建设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才能
形成企业发展的持续推力，才能使
创先争优活动永葆生命力。
（作者系开滦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

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在开滦调
研时强调，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创先
争优，就是要在具体工作中硬对硬、
实打实。我们结合企业实际，采取有
力措施，在企业转型发展的实践中出
真招、干实事、见实效。

一是解放思想，以战略引领企业
转型升级。追求战略领先是企业竞争
制胜的根本。开滦集团党政班子坚持
解放思想，不断增强创争意识，打破
传统惯性思维，对面临的形势进行了
科学研判，明确提出了“开放融入、调
整转型、科学发展、做大做强”的战略
方针，积极探索“六大转型模式”，构
建能源化工产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
新兴产业“两主一新”产业格局，全力

打造行业“航空母舰”。
二是创新载体，找准活动的“船”

与“桥”。毛泽东同志指出，做工作一
定要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我们
不断丰富和创新载体，广泛开展“对
标先进、承诺践诺”、“科技立项攻
关”、“双提双促”等活动，把优化调整
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接续产业和循环
产业作为转型的重点。2011年，接续
产业收入比重达到了 75%。

三是营造氛围，提供有力的思想
文化支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于凝
聚和激励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创先争
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活动中，我
们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和网络等平
台，大力弘扬“特别能战斗”精神，将

“举力尽责、强企富民”的核心价值
观，深植于广大员工的灵魂和血脉，
构筑了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文化基
础。

四是培树典型，发挥先进引领和
辐射作用。先进典型，是创争路上的
一盏明灯、一面旗帜。活动中，我们建
立了 36个由普通党员命名的创新工
作室，有力地促进了管理创新和科技
进步。有 68项技术获得国家专利权，
1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离退休系统
党支部不断创新老年思想工作平台，
他们的做法得到了有关国家领导的
肯定。涌现出了感动中国的矿工王汝
柱、全煤乌金蓝领工程首席讲师王进
东等一批新典型。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巩固
和拓展全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成果的重要举措；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
路。开滦作为河北省特大型企业集
团，历经 134载风雨，不断发展壮大，
但也面临着本部资源枯竭、采掘难度

加大、发展结构单一等诸多难题和挑
战，转型发展任务十分艰巨。面对严
峻形势，开滦党委深刻认识到，创先
争优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发挥企业党
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有利于加强党
的基层组织建设，有利于促进和谐稳
定建设，必将为企业的转型发展带来

有力支撑和强劲动力。基于此，开滦
党委在活动之初就鲜明地提出了“以
创先争优活动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
主题，通过广泛开展形势教育、政策
宣讲等活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为
创先争优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

深化思想认识 增强企业转型发展责任感

开滦党委在活动之初就鲜明地提出了“以创先争
优活动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主题

牢牢把握主题 多举措确保创先争优见实效

开滦集团党政班子坚持解放思想，明确提出了“开
放融入、调整转型、科学发展、做大做强”的战略方针

深刻把握规律 为加强国企党建提供理论支撑

开滦集团自主研发“党建创新管控系统”，推进了党建工
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该成果已获国家专利权

亿利资源集团

亿利资源集团用事实回答了早在

1992年第一届里约会议上一位来自加拿
大的 12岁女孩珊文·铃木提出的 3个问
题，“大人们，你们该如何填补臭氧层的破

洞，你们该如何让鲑鱼重回河川，你们该

如何让沙漠变成森林”。

本报记者 丁国明 通讯员 刘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