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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华兴

本报记者 江金骐

当我国的棚改住房建设进入“提

速”阶段，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又通过

抵押补充贷款，为开发性金融支持棚

户区改造提供 1 万亿元长期稳定、成

本适当的资金额度。 分析人士认为，

政府对棚户区改造的重视程度、资金

和政策的宽松，将为钢构生产等企业

带来更大的市场机遇。

钱要用在“刀刃”上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棚户区改造

的建造成本、 动迁成本已大大提高，

棚改资金压力愈发凸显。 而与此相对

应的是，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放

缓，累计债务明显加重，后续融资能

力受到考验的情况下，筹集棚改资金

困难重重。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不久前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4》显示，我国有约 4.3 亿家庭户，

平均每户 3.02 人。 由此推算，为完成

惠及 1 亿人的棚户区住房安置，我国

至少需要改造 3330 万户以上的居民

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资金少、任务重，

棚改工作如今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的窘境。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央行为开

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提供资金，

政策力度的持续升温也从侧面反映

出上述棚户区改造的巨大压力。 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日前表示，

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棚改“输血”固然

重要，但还要追求资金利用效率最大

化，把钱用在“刀刃”上。

然而，当前建筑行业早已走出了

“低成本高回报”的红利期，建筑周期

长、用人成本高已将相关企业逼入进

退维谷的凶险之地， 而这样难啃的

“硬骨头”，也是解决资金用在“刀刃”

上的关键所在。

“绿”建材进入视野

“何为‘刀刃’？ 简单地说就是花

小钱办大事。 ”华兴钢构公司总经理

张在勇向记者表示， 跟传统的建材

和建筑方式相比， 以钢结构为主体

的建筑工业化， 不但施工不受季节

影响， 施工周期只是目前钢筋混凝

土的 30%—50%， 而且所用的材料

绿色、节能、环保，人们可以像搭积

木一样盖房子， 例如前不久报道的

长沙一栋 57 层的高楼， 只用了 19

天就建设完成。

张在勇说的虽然是公共建筑，但

在民用建筑上，钢构同样大有用武之

地。 正是在此情况下， 业内公认的

“多、快、好、省”的钢结构建筑，再一

次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据悉， 钢结构建筑由于自重轻，

基础造价低，建造速度快，可早日建

成投产，综合经济效益大大优于混凝

土结构建筑。 由于所有构件均在工厂

预制完成，现场只需简单“搭积木”。

在这方面， 以杭萧钢构自主研发的

“钢管束组合结构住宅体系”为例，利

用“钢管束”技术体系，建造一栋 30

层的钢结构住宅，75天就能将主体架

构搭完并封顶。 随后在楼层施工进行

时，从第七层开始，第一层就可以开

始简单装修，从第十层开始，第一层

就可以开始精装修， 依次逐层推进。

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压缩了施工人

员数量，只需操作机器，像造汽车一

样造房子。

钢构的叠加效益

有专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

常规房地产公司银行贷款受控的情

况下， 利用钢构进行示范工程和保

障房建设，将带来可观的示范效应、

社会效应、 政策效应。 如争取 10 个

亿的贷款，银行基准利率 6%的年利

息与一般基金、信托、保险等融资渠

道 15%的年利息相比， 每年可减少

资金成本 9000 万， 相当于每年直接

增加利润 9000 万。

“钢结构住宅项目建设周期短、

投资周期短， 可充分发挥央行资金

额度在棚户区改造项目上的支撑作

用，也带动了企业的链式发展。 ”张

在勇告诉记者， 国内不少钢结构企

业已先后在棚户区改造方面提供支

持。

据悉，杭萧钢构已在新疆承建乌

鲁木齐天山区巴哈尔路片区棚户区

改造项目和沙依巴克区青峰路 13#

楼等棚户区改造项目。

缩短开发周期， 增大资金利用

率，让居民早日“出棚进楼”，都属于

“看得见”的账本；而在钢结构等绿

色建筑后方，还有一本“看不见”的

环保账本。“钢结构建筑在全寿命周

期内，能最大限度地节能、节地、节

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

人们提供健康、 适用和高效的使用

空间， 所获的多重收益不一定都体

现在数字上。 ”张在勇说道。

万亿元改造资金利好“高性价”钢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到石材机械公司安装车间，就

是汇集大家的智慧，在不经意间解决了生产、设计中的一个

个“小问题”，当然，每次一小步，日积月累中，由这个被称为

“全能班组”的创新者，不仅自行解决了日常工作中遇到的

一些问题，还提出了很多的优化改良意见和方案。 他们在生

产实践中， 不仅要独立完成整套设备的机械安装和电器安

装部分，还及时完成最后的试机工作。 诸如此类的工作，我

们从这个班组 3 月 24 日的一天，能清晰感受到他们的忙碌

与进步。

8:00

———新的一天开始

埃及的六台新型液压端梁锯已经到了最后试机阶段，

今天的工作就是接线、安装液压管线。

既然是“全能班组”，类似接线这样的小事，就是他们自

己办理了。 所以，一上班他们就拖电缆的拖电缆、调整液压

系统的调整液压系统的忙活开来了。

正准备试压的孙鹏飞发现液压管线因为管线批次的差

异，多余的部分和行走发电机离得太近了，这样工作起来可

能会受到挤压。“要不把液压管线绕过排水管一边，上去看

看管线够不够长。 ”正赶来这边检查安装进度的车间主任李

华杰提出建议。

“液压管线够长，只是把它挪动到那边的话，液压力很

大，管线很容易变形，磨损力增大，可能不耐用。 ”已有 20 多

年市场服务经验的王子刚师傅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他随手

拿起卷尺，攀爬到两米多高的铁架上去测量位置差距，直到

确保这个办法可行才下来去干别的活。

在一个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 负责接电缆线的老王向

班组长刘涛反映，20 米的电缆线可能不够长。“我查查咱的

领用单看看数据对不对。 ”刘涛立马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摞

红色的详细领用单据来，经过对比才发现，原来这笔订单是

原先机型的升级产品，很多东西都做了优化改进，一些数据

已经做了修改。 所以这根电缆肯定不能用了，但是也不能浪

费。 在查阅了下个月的生产计划后，他们决定先用现在的电

缆试机， 等到下个月老机型派上用场时， 再把这些电缆用

上。

铺设好电缆，接下来的工作，他们轻车熟路，开始往电

控柜里接线了。

尽管在短短一上午的时间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意外状

况，不过他们一点也不埋怨，总是耐心地寻求最好的解决办

法，不放过任何优化的可能，不浪费一点儿边角工料，由此

看出，“全能班组”的创新，尽在小事之中。

13:30

———继续流水线上的忙碌

班组里临时来了新成员，刘涛既要赶工作进度，又要手

把手地教新人如何接线。 他给自己想了个两全的办法，把正

确的线路图用手机拍下来，先嘱咐新成员一遍，然后让他参

照手机图接线。 安排完这些，他迅即转身，爬到横梁上巡查

作业流程。

“刘师傅，你看看这主轴的旋转方向，与机排水方向似

乎不同向。 ”正在安装主轴的小王丝毫不敢懈怠，如果方向

弄错，就会造成很大麻烦，他一边小心的启动开关，一边仔

细观察主轴的运动方向是否和排水方向一致， 经过仔细观

察，最后确认是视觉误差引发的一场虚惊。

“全能班组”还和别的班组有点不一样，因为干的基本

都是新产品，所以需要改进的地方比较多，他们很多人经常

外出安装，对产品的市场应用非常了解，有的时候因为一个

孔的位置，甚至部件结构的改进，他们都会及时提出来。 每

当他们的修改意见得到应用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

由于产品在制作过程中经过了反复修改，因此，一款新

品从试机到下线，有很多优化改进的地方。 比如滑架，成型

后比原先厚重了很多， 上下连接板也由原来的钢件焊接改

良成生铁铸件，不仅减小了变形，稳定性也得到了提高，这

款产品可能会让石材机械公司在市场“火一把”。

17:30

———下班也有个范儿

紧张而忙碌的一天工作，随着下班时间暂告一段落。

因为这天没有急活，所以对“全能班组”来说，今天不会

有加班安排， 也就是说可以按时下班。 随着下班钟点的到

来，大家并没有拔腿就走人，而是各守各的工作区，不约而

同地归置起自己的工具、物件等，此时虽然大家都很疲惫，

但“清场”工作大家个顶个的“范儿”，摆放的工具一定整齐，

码放的物件必须成型， 挂放的东西确保牢靠……按他们自

己的话说，忙活了一天，不差这点劲儿，再说，事情做踏实

了，回到家心里也踏实。

“全能班组”的一天

同质化竞争倒逼华兴钢构成功转型

在进入重钢领域之初，工艺和技

术成为必须要过的两个坎儿。

做好内引外联，工艺和技术两部

门协同跟进，管理人员全程参与掌握

关键技术，再培训带动车间员工。 由

点到线，再由线到面，他们称之为重

钢技术之“链式反应”。

“我们不仅引进了高层次技术、

高级焊工等人才， 还通过行业协会，

合作伙伴找老师给我们的员工进行

培训。 ”生产部经理许力说，新接的每

个工程，从生产、工艺、技术各部门，

抽调专人成立项目组，这些人组成新

技术“学习先遣队”。 仅在 2013年，他

们就通过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聘请高

级焊工技师开展培训 15 次，2014 年

更是通过猎头公司高薪聘请两名高

级技术人员。

说转型都转， 管理人员要转，车

间一线员工更要转。

随着工程量的增加和工程形式

的变化，格构柱、箱型柱、圆管柱、十

字柱等构件逐年增多， 较大 H 型钢、

厚板焊接等构件占了主要部分，五六

十吨的构件已屡见不鲜，如果还像过

去那样，将构件翻转后再进行平焊已

很难实现。 已经习惯了做平焊的员工

对此感到非常不适应。

“以前都是构件就人， 现在是人

就构件。 ”说起焊接方式的转变，重钢

车间的员工深有体会。 就拿瑞丰工程

吊车梁来说，截面超过 4 米，单件重

量近 40 吨，不可能翻转，立焊、仰焊

就成了必修课。

“过去很少用到立焊、仰焊，干重

钢的这两年这些活儿， 对我们来说已

经是家常便饭。 ”焊接班组长张雪锋谈

起重钢焊接转型感慨万千，“干重钢就

是逼着我们再学习、再锻炼，刚开始我

们一下班就利用废旧边角料练习焊接

技能。 ”重钢工程在造就企业上台阶的

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焊艺高超的员工。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

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

钢构公司还和国内知名钢构企业建

立起技术协作，对重点工程开展技术

指导。 拿 2014 年的郑州潮河桥工程

来说，开工之前，工艺上、质检上安排

专人去大型钢构企业参观学习，了解

焊接参数，工艺流程，做出来的工艺

交底，既符合自身实际情况节约了辅

材，又提高工作效率，工程质量还在

此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链式反应”带来的聚变效应，让

钢构公司一跃成为江北重钢领域的

技术领先者。 鲁丽工程格构柱单件达

62吨、中豪写字楼工程板厚达 100 毫

米、 洛阳恒河商务中心高 222 米，数

字的背后是技术能力的提升，更是钢

构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转型引“聚变”

钢

构公司作为长江以北重钢领

域的技术领先者，至此已和国

内知名钢构企业建立起技术协作。

在工艺和技术上，做好内引外联，管

理人员全程参与掌握关键技术，再

培训带动车间员工， 工程管理人员

对重点工程开展技术指导。

转型转出了效益，更转出了企业

的发展动力。

2014年，当众多轻钢结构企业受

金融危机困扰，没有活儿干、没有订

单之时， 华兴钢构的订单却应接不

暇。 北京地铁六号线、天津陆家嘴金

融大厦工程、郑州潮河桥工程、阿联

酋万吨钢构出口工程陆续到手，一个

个大单让华兴钢构尝到了主动转型

升级的甜头。 就在这一年，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授予钢构公司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一级总承包资质，山东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授予钢构公司山东省建

筑产业化示范基地，这既证明了华兴

钢构在行业的实力和影响力，又是国

家主管机构对华兴钢构率先进行转

型升级，引领我国钢结构领域技术进

步的肯定。 这让华兴钢构从以建材一

业为主走到建材建筑混业经营。

有梦想就有舞台，有转型就必能

带动升级。

“2015年， 我们进一步加快转型

升级，重视品牌建设，加快经营模式

的转变和产品转型工作。 ”钢构公司

总经理张在勇在规划着钢构公司下

一步的目标，他介绍，未来的重点是

高层和超高层、桥梁、出口、空间结构

等，兼顾轻钢，做精轻钢产品，做强设

计和施工，向建筑工业化推进。

转型升级没有尽头。 在华兴钢构

人心里有这样一组数据，2014 年全球

共有 97 栋高 200 米或 200 米以上的

摩天大楼竣工，其中 58 栋花落中国，

占全球总数的 60%。 中国也连续 7年

成为竣工高楼数量最多的国家。 预

计，至 2022 年，中国摩天大楼总数将

达 1318 座， 是美国 536 座的 2.3 倍，

其中 80%将建在中小城市。

华兴钢构已经把眼光瞄向了这

一领域，天津陆家嘴 200 米的金融大

厦钢结构工程成为华兴钢构进军高

层建筑领域和产品市场标志性工程。

“巨柱是超高层建筑的核心基础，已

知世界最大的超高层单根钢结构巨

型柱截面尺寸是 24 米×22.8 米，钢板

厚度 100毫米，重量 100多吨，华兴就

是要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建筑工业化， 是指设计施工一体

化的生产方式，从标准化的设计，到构

配件的工厂化生产， 再进行现场装配

的过程。国务院下发的《绿色建筑行动

方案》中明确规定，从 2014 年 1 月份

开始， 政府投资的学校、 医院， 超过

20000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推行以

钢结构为主体的绿色建筑。 以钢结构

为主体的建筑工业化， 不仅可以大大

节省施工时间，盖一栋几十层的高楼，

甚至只需要几十天甚至十几天就可以

完成， 还可以减少建筑垃圾和建筑粉

尘等对环境的污染，给人带来舒适感。

在全国来说， 建筑工业化也是一个趋

势，国务院住建部非常重视，并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未来市场潜力非常巨大。

未来有“巨柱”

国

务院下发的《绿色建筑行动方

案》中明确规定，从 2014 年 1

月份开始，政府投资的学校、医院，

超过 20000 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

推行以钢结构为主体的绿色建筑。

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建筑工业化，可

以大大节省施工时间， 施工不受季

节影响，而且绿色节能环保，施工周

期只是目前钢筋混凝土的 30%。

（上接第二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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