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武提出，“要以子公司对标找差实践促进宝武建
设世界一流伟大企业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对标找差”
是促进宝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宝武面对国内外
复杂经济环境、市场形势日益严峻的态势下，拓展视野
谋发展、眼睛向内抓变革的有力举措。
各子公司干部员工在对标找差行动中，有怎样的直观

感受？在学标杆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在对标中获得了怎样的启迪？本版推出“对标找差启示
录”栏目，请干部员工谈谈对标找差的实践体会。通过学习和实践，为助力宝武加快创建世界一
流企业作出新贡献。

为丰富员工实战经验，加快创建工业品

生态平台头部企业进程，今年以来，欧冶工业

品强化人才培养力度，采取一总部、多大区、N

基地协同模式下轮岗锻炼、复合锻炼、异地锻

炼等方式，以管理优化激发队伍活力，真正锻

造“硬功夫”、锤炼“真本领”，助力人才强企。

根据2023年度培训计划，公司全年赴总部

及各大区轮岗的技术人员共计56人，现已组织

来自西南、华南、华东等大区22人，分三批赴运

营管理部、人力资源部、资材品类中心、备件品

类中心、设备品类中心、平台运营中心、智慧物

流中心、欧冶采购等部门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轮

岗学习。

在公司的精心组织下，轮岗人员参观“欧

贝元宇宙”，深入了解“全场景、全品类、全流

程、全链路、全数据、全透明”“六全”欧贝生态

平台运营以及生态平台发展战略，将个人发展

与公司战略紧密结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采

购、销售等课程集中授课，促进轮岗员工全面

了解公司重点工作及相关业务知识，进一步拓

宽视野，丰富知识储备，增长技

能才干。轮岗人员细化学习内

容，相关部门结合轮岗人员学

习需求，安排带教师傅进行业

务辅导、客户走访等实战学习，

提升岗位技能，培育适应公司

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队伍。

轮岗交流是欧冶工业品完

善队伍梯队建设、激发队伍岗

位活力的重要举措。按照年度

培训计划，公司后续将组织五批36人到相关部

门开展轮岗交流。通过开展轮岗锻炼、岗位实

习，完善人才培养载体，促进人才快速成长，为

支撑公司党建品牌创建、助力公司战略发展提

供更加优秀的人力资源保障。

（侯丽丽）

欧冶工业品

以轮岗锻炼培育创新创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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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建设中，材料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从古至今，我国建桥的

主要材料经历了由木、竹、石、砖到

砼的历史变迁，目前“定格”在钢铁

上。钢铁强度高，韧性好，可以弯曲

又不易折断，在严酷的条件下，也拥

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因此，钢铁独

步群雄，一举成为建造现代桥梁的

“主心骨”。

世界上现存的唯一最古老的铁

索桥叫霁虹桥，建于公元 1475 年，

在澜沧江畔兰津渡口上。上海外白

渡桥是我国首座全钢结构铆接桥

梁，历经百年风雨，风采依旧。上世

纪30年代，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主

持设计监造的我国首座钱塘江公铁

两用桥，翻开了中国现代桥梁的新

篇章。遗憾的是，旧中国钢铁工业

落后，桥梁用钢全部依赖进口。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钢铁与中

国桥梁同生共长，相依为强。1957

年“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

大桥建成，其桥梁用钢实现国产化，

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翌年，被誉为

“共和国钢铁长子”的武钢投产，为

国内桥梁用钢提供强力支撑。1968

年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人自行设计

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树立中

国桥梁建设史上新的里程碑。目

前，长江上已经建成的跨江大桥110

多座，悬索桥、斜拉桥、钢拱桥等长

虹卧波，争奇斗艳。滔滔江水见证

了中国桥梁的沧桑巨变，倾述着钢

铁与长江大桥的深情厚谊。

宝武大家庭中的重庆钢铁、马

钢以及宝钢股份旗下宝山、青山、梅

山等钢铁生产基地，分布在长江沿

线，桥梁情结与生俱来，其桥梁用钢

产品不仅广泛应用于江、河、湖、海

之上，天堑变通途，还成功登上“世

界最高桥”——北盘江大桥，当惊世

界殊。宝武还是被誉为“现代世界

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最大

的钢材供应商，产品覆盖桥、岛、隧

三大主体工程，约50万吨。

现代桥梁，堪称钢铁与艺术的

完美结合。一座座现代桥梁仿佛一

件件空间艺术品，雄伟壮观。宝武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钢铁力量和中国

桥梁之美！

(李国甫)

现代桥梁的
“主心骨”

见贤思齐，实现高质量发展
——宝武干部员工对标找差启示录（六)

对标是永远进行时
新钢技术中心

钢轧检测作业区作业长 刘 敏

新钢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瞄准行业一流水平，全方

位对标找差，大力度挖潜增效，通过多年不懈努力，有力

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提升，取得了良好成效。

以快分系统为例，早在2016年，新钢结合行业发展

趋势，着眼国内一流炼钢检测系统，组织有关人员先后到

太钢、迁钢、宝钢等快分检测成熟企业开展对标考察，分

析生产现状，研究现场客观条件及未来发展计划。按照

“顶层设计、先易后难、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实效为先”的

工作思路加快数智转型，快分系统方案经过八次修改。

最终，系统在2022年7月顺利投用，有效解决了炼钢化验

班人员紧张、设备老化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快分系统的运行，对标找差的脚步并没有停止，

2022年8月又到湘钢对标。进入湘钢快分系统实验室，

墙上悬挂的两块屏幕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屏幕上清晰显

示了来样位置、来样编号、光谱号、化验时间等信息，这些

信息可更加快速、准确了解设备运行情况，并且利用这些

数据，不同班组之间形成赛马机制，督促员工做好设备维

护工作，保障快分系统的正常运行。

同时，我们还了解到，湘钢快分系统的设备材料费以

年包方式非常节省成本。以湘钢1200万吨钢的产量，三

条快分线的铣刀消耗为例，原来是通过采购部进行采购，

后来由湘潭的一家公司进行承包，由最初的年包费用90

余万元降至后来的42万元，非常值得借鉴。回去后，立

即组织自动化相关人员开展攻关，2022年10月份，快分

系统的数据也在大屏幕上滚动播放了。此外，撰写了快

分系统大宗耗材年包项目建议书提交公司审核，争取在

今年实现该计划，最大限度降本创效。

如今快分系统已运行9个多月，管理高效集中，分析

准确，是目前国内一流的检测分析系统，成为了同行业对

标的目标。我们依然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在继续对标

的路上，将努力学习同行的管理方法，调整管理模式，力

争将快分系统优势发挥到极致。

应对挑战，创造最优业绩
宝钢包装河南宝钢制罐

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施小兵

宝钢包装的两片罐业务面对近年来原辅料价格波动

和行业内激烈竞争态势，如何应对挑战，加强一体化管

控，充分发挥“一总部多基地”管理模式的优势，不断突破

自我，是我们一直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自 2021 年起，我们与战略合作伙伴开展了交流互

鉴活动，促进双方合作共赢，并结合宝钢包装多年来积

累的生产管理经验、最佳实践，融入宝钢包装两片罐业

务的管理体系，形成一套具有宝钢包装特点的工厂管理

体系。

2022年6月，在充分调研各生产基地现状基础上，宝

钢包装启动两片罐“标杆工厂”建设，围绕安全管理、环境

管理、质量管理、工厂管理、设备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

六大方面建立“标杆工厂”管理体系，确立“质量、效率、创

新、可持续发展”四大对标找差方向，设定 8 项公司级

KPI，通过对标找差达成月度、年度KPI。经过试点运行，

公司取得了日均产量提升7.8%、客户投诉降低46%、水单

耗降低21%、天然气单耗降低4.5%的成绩。

2023年，将坚持对标找差，向最优指标看齐，开展优

秀实践案例评选并快速推广，以点带面，营造“比学赶超”

的氛围，不断创造最优业绩。

以海外见识谈认识
宝武智维韶钢工程设计院

院长 黄智斌

宝武党委一届七次全委（扩大）会、纪委一届七次全

委（扩大）会、二届一次职代会暨 2023 年度工作会议指

出，“积极践行国际化战略，推动公司全球化发展。国际

化是宝武未来发展最大的瓶颈和障碍。今年在国际化方

面要加快步伐，同时多元子公司要跟钢铁协同走向海

外。”近期，我和相关人员出行东南亚，协助某公司项目建

设选址，深切感受到了国际化的潜力。

在此过程中，我们与某国一家公司进行技术交流，调

研该公司及当地投资环境等。该国钢铁工业要发展，需

要上游的炼铁、炼钢，也需要下游的板材、型材。正是因

为需求的存在，才充满商机。此次行程让我感受到，这个

国家有发展潜力，政府也希望发展经济和钢铁工业。宝

武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化方面可以帮助其进一

步发展。

以本次海外项目为背景，设计院给院内每个专业“留

作业”，要以经济发展为导向，以绿色、智慧、精品、节能、

节地、低成本为原则，深入思考总图布置、工艺流程、物料

平衡、能介平衡、水电气管网搭建等内容。按照宝武“三

高两化”要求，一定会鹰击长空、有所作为。

当前，设计院的运作状况与宝武发展要求还有差距，

今后，设计院将发挥自身优势，挖掘技术型人力资源潜

能，深耕专业领域知识，以钉钉子精神研究技术，以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拼搏创新，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助力

宝武创建世界一流企业。

了解宝武

“我们采用油漆滚筒给轧辊辊颈涂抹

润滑脂，不仅可以提高装配时对辊颈的保

护，而且消除了轧辊轴承欠润滑影响，工作

效率提高的同时，还降低了生产成本。”最

近，宝武重工马钢重机技术服务分公司一

次微改善，令磨辊中心 2130 工段长李卫华

感慨不已。

一直以来，技术服务分公司磨辊中心2130

磨辊间在轧辊装配前，给轧辊辊颈涂抹润滑脂

采用传统木棍涂抹方式，每次润滑脂的消耗量

约120克。操作人员用木棍将润滑脂涂抹到轧

辊辊颈的两侧，涂抹过程中无法保证润滑脂被

均匀地涂抹至轧辊辊颈上。在随后轧辊辊颈

安装轴承座的过程中，过多涂抹的润滑脂将被

推入轴承座油水封间隙内，可能造成排油、水

孔堵塞，当乳化液进入后又无法排出。在乳化

液的作用下，使得轴承座内的润滑脂乳化变

质。严重时，润滑脂乳化失去润滑作用导致轴

承抱死而引发事故，影响精益高效生产。

如何改变这一现状？磨辊中心将此列为

“微改善”攻关课题，动员员工集思广益，开展

头脑风暴。攻关过程中，大家尝试了几种方

法，效果均不理想，不是涂抹效率不高，就是涂

抹效果不佳。

受涂料、油漆滚筒启发，有员工提出采用

滚筒涂抹的方法试试看。果然，高手在民间，

采用滚筒涂抹润滑脂时，在轧辊辊颈上形成了

一层薄薄的油膜，涂抹效率大大提升，还降低

了润滑脂的消耗量。

经测算，采用滚筒涂抹润滑脂的方式，润

滑脂消耗量由此前的 120 克降低至约 40 克。

而2130磨辊间每年换辊量约16792根，润滑脂

消耗量一年可节约1343公斤。以目前使用润

滑脂单价每公斤 31.5 元计算，润滑脂消耗降

本约 4.23 万元/年。更为重要的是，装配过程

中容易导致设备事故的现象得到有效控制，

对生产顺行、保障产品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严 珏）

提质又增效提质又增效 生产保顺行生产保顺行
马钢重机一项马钢重机一项““微改善微改善””发挥大作用发挥大作用

基层改善

人才建设

日前，欧冶链金

马钢诚兴召开“组织

精健化、经营精益化、

管理精细化”高质量

发展研讨会，公司领

导、部门负责人、生产

骨干参加座谈研讨。

马钢诚兴经过几

年的快速发展，经营

规模从 2019 年的 183

万吨提升至2022年的

577万吨，但规模的扩

张，同时也暴露出一

些存在的问题，亟需

公司上下统一思想，

拉高标杆、精益高效、

争创一流。

座谈交流中，大

家表示：采购计划要

在合理界定品类的基

础上，按计划总量执

行采购并进行偏差合

理控制；要重点开辟

长江沿线船运交通便

利的销售客户，根据

对不同客户的战略保

供 地 位 实 行 分 级 管

理；要在沿江、沿海废

钢资源丰富地区广泛

发展优质合作伙伴，

进 一 步 掌 控 前 端 资

源。要以低成本融资

等多种方式降低财务费用，进一步降

低应收款资金占用；要对部分员工实

行“轮岗”制，有利于企业培养复合型

人才，发挥员工的价值创造；通过以建

模与影响因素量化进行风险管控。

会议强调，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核

心任务是提升产品的质量，深入了解

钢厂的用料需求，制定符合钢厂的定

制化服务，实现在各个环节的成本控

制，尤其是在分选加工、团队之间的密

切沟通与协同、保证加工设备的开工

率等方面。要加强与钢厂之间的密切

沟通，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

EVI服务，根据钢厂差异化需求，提供

定制化产品服务，配合钢厂降本增

效。要始终秉持“质量是信誉的基石，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理念，加强全流程

质量管控，完善售前、售后质量服务体

系，打造马钢诚兴质量品牌。要未雨

绸缪，提前谋划，以更开放的胸怀，与

供应商、客户、协作方以及公司员工守

望相助、风雨同舟，共建高质量绿色金

属再生资源生态圈。

（杨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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