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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上海，吴淞口，万里长江在此奔流入海。
1978 年 12 月 23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公报发布。同日，宝钢一号高炉打下第一
桩，开启共和国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在一片既没有矿山，也不产煤炭的土地
上，一座世界级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拔地而
起。如今的宝钢，在两年前与武钢联合重组为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后，产能规模已达到 7000
万吨，成为全国第一、世界第二的现代化钢铁
企业，有力推动我国从“钢铁大国”向“钢铁强
国”迈进。

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中国宝武正以党
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企业”的要求为指引，向着“全球钢
铁业引领者和世界级企业集团”的目标迈进。

不搞“大路货” 从“跟随”走

向“引领”

今年 10 月，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旗下的宝
钢股份邀集全球汽车板用户，召开第四届宝
钢汽车板论坛。在论坛上传出令人振奋的消
息：中国宝武在全球已率先具备汽车板三代
超高强钢研发和批量供应能力。

汽车板的突破，是宝钢从“跟随”走向“引
领”的缩影。宝钢建设之初，国内市场精品钢
材奇缺，有个顺口溜反映了当时国内钢铁业
的窘境：“桑车(桑塔纳)遍地跑，浑身进口料。
海尔满商场，没有国产钢。”

在建设初期担任宝钢董事长的黎明说，
国家建设宝钢，不是为了生产“大路货”；宝钢

人追求的不是与国内企业比，而是与世界最
优秀的钢铁企业对标。

志存高远，宝钢成为改革开放后特大型
引进项目的成功实施者。“建好一个宝钢、上
交一个宝钢、输出一个宝钢”——— 宝钢人向全
国人民交出了三份出色答卷，以优异的经营
业绩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创新的引领下，2017 年宝钢的汽车板
年生产能力超过 1000 万吨，首次进入世界前
三。取向电工钢年生产能力达到 80 万吨，产
量规模世界第一，完全满足我国输配电行业
的全部需求。

发展无止境，创新无止境。今年 10 月，中
国宝武又与百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
人工智能技术在钢铁全产业链场景中的应用。

宝钢股份硅钢部作业长宋俊说，过去的
钢铁工人，头戴护目镜、手握钢钎，那是体力
炼钢。现在，钢铁工人已经可以在电脑上操
作，这是指法炼钢。在宝钢最新投产的湛江钢
铁基地里，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
备，逐步走向智能炼钢。

“减量重组”创造“增量效应”

国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部署了一系列全
面深化改革措施。作为中国钢铁业的领头羊，
宝钢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部署，在“强身健体”
的同时引领钢铁业转型升级。

2016 年下半年，宝钢与武钢宣布联合重
组方案。宝武合并，虽说是做“加法”，但其入手

处却是做“减法”。中国宝武集团董事长陈德荣
说，坚持“企业不消灭亏损，就消灭亏损企业”
的原则，持续化解和压减过剩钢铁产能。这是
确保宝武“再出发”取得成功的根本条件，也是
行业再发展“正向动力”的根本来源。

统筹湛江和防城港基地建设，重组宝钢特
钢和韶钢长材，关闭江苏南通钢厂全部生产
线……中国宝武 2016 年、2017 年累计压减化
解钢铁产能 1542万吨，三年目标两年完成。

供给侧改革带来整个行业效益的回升。
2017 年是中国宝武联合重组的第一个完整
年，当年宝武取得中国钢铁行业最佳经营业
绩，实现钢产量 6539 万吨，营业收入 4642 亿
元，利润 140 亿元，同比增利 70 亿元，上交税
费 230 亿元，同比增加 32 . 5%，实现了“超越
自我、跑赢大盘”的目标。

在中国宝武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成绩单
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近年
来，中国宝武实施了 23 个混合所有制改革项
目，引入非公资本 17 . 3 亿元。

中国宝武十分看重的新兴业务板块———
钢铁电商平台“欧冶云商”，实施了首轮股权
开放和员工持股，引进了本钢集团、普洛斯和
三井物产等 6 家战略投资者，126 名员工成
为股东，募集资金超 10 亿元人民币。

城市与钢厂共同转型

南海碧海蓝天之间，矗立着一个现代化的
钢厂———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从铁矿石、
煤炭进厂到炼铁轧钢再到产品出厂，视频实时
管控。厂区内外的 PM2.5值、二氧化硫等指标
实时显示，还有人工湿地净化焦化废水……

湛江钢铁是中国宝武探索绿色制造、智
慧制造的样本。坚持创新发展的思路，中国宝
武这个年产近 7000 万吨粗钢的世界“钢铁巨
人”，正在不断破解城市和钢厂如何协同发展

的难题。
一方面，钢铁企业正在不断加大对绿色制

造和环保生态的投入。陈德荣说，过去两百多
年钢铁工艺技术革命的核心是解决“效率”问
题，未来钢铁工艺技术革命的核心是要解决“清
洁制造”问题。

从 2011 年开始，宝钢股份就规划并重点
实施宝山基地原料、烧结、炼焦、高炉各单元的
环保装备与工艺技术改造工程，仅宝山基地炼
铁区域的累计环保改造投资超过 100 亿元。

另一方面，钢厂从单一的钢铁制造商，开
始向构建“钢铁生态圈”转型，这给城市发展带
来了新机遇和新空间。

一条长长的同济路，分开了上海宝山区城
区和宝钢特钢厂区。宝钢最新打造的“Wesocool”
孵化器，就位于昔日机器轰鸣的特钢厂区。

“拆掉厂区的围墙，我们就和对面的城区融
为一体。未来，宝钢的特钢地块，将变身吴淞口
科技城，成为上海宝山的新地标。”“Wesocool”孵
化器负责人胡翊说。之前，胡翊在宝钢科技部工
作。“科技部相当于企业的科委，主要负责内部科
研项目的立项和资金审批。现在搞孵化器，就是
给社会上的众多创业者提供‘店小二’服务”。

就像孵化器的英文名一样，胡翊认为，宝
钢的改革转型可以“很酷”。“大企业丰富的实验
室资源，给创新创业提供了温床。创新创业的
成果，又能第一时间在大企业落地应用，真正
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转型还在继续。今年 11 月底，中国宝武与
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盐城市政府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各方将研究制订梅钢区域产业转
移和新基地建设方案。

“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通
过推进绿色制造、转型发展，以宝武集团为代
表的中国钢铁业，将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记者季明、何欣荣、李荣)

新华社上海 12 月 23 日电

据新华社兰州 12 月 22 日电(记者
聂建江、张玉洁)40 年，走进约 40 个国
家和地区，累计演出 2885 场，观众达
450 多万人次。这是诞生在改革开放春
风里的中国民族舞剧《丝路花雨》的成绩
单。40 年来，这一高雅剧目常演不衰，显
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1978 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文
艺领域如同春天的大地，孕育着新的生
机，偏居西北的敦煌进入一些艺术家的
视野。

“艺术界翘首以盼新气息，要百花齐
放。敦煌艺术是世界艺术的样本，要用中
国语言讲述世界主题。”甘肃省歌舞剧院
院长陆金龙说，1978 年，艺术家们近 10
次前往敦煌学习，希望突破教条，创作出
遵循艺术规律的文艺作品。

七易其稿后，一个以丝绸之路为背
景的故事轮廓形成。敦煌画工神笔张及
女儿英娘与波斯商人伊努斯患难与共、
生死相交的故事，成为舞剧的主线。

除了主题创新，舞台上的细节也多
有突破。露脐装、喇叭裤，这些源于敦煌
壁画的演出服在当时称得上“暴露”。所
幸，当时的艺术家和地方干部解放思想，
顶住压力。第一代英娘衣裙飘飘、反弹琵
琶的造型，成为《丝路花雨》的经典瞬间。

1979 年，新中国成立 30 周年之际，
《丝路花雨》在京演出大获成功，成为当
时舞台艺术的一股新风。演出团队随后
频频应邀前往广州、香港、上海等地演
出。演员们没料到会去各地巡演，连衣服
都没带够，家属只好邮寄物资。

“没想到会这么火，一炮而红。”陆金
龙说，“当地媒体盛赞舞剧精美、服饰华
丽、演员漂亮，艺术原来有另一幅美好的
面孔。”

在大包容、大开放的背景下，这部由
中国西部舞蹈艺术家演绎的舞剧，成为
“改革开放的报春鸟”，并前往海外巡演。

随后，多样的剧作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涌现。仅
是敦煌题材，就产生了《大梦敦煌》《敦煌古月》等众多作品。

进入 21 世纪，《丝路花雨》剧团一度面临生存压力。“独
领风骚一两年容易，但赢得市场几十年难。光获了奖、有口
碑还不行，还要走向市场。凤凰要涅槃，艺术作品也要在创
新中传世。”陆金龙说。

2008 年和 2016 年，剧团借势而上，给经典作品动了
“手术”：配乐从民族乐队变成了交响乐队，服装不仅有古典
美也有了时尚味。

新编排后的《丝路花雨》再次掀起巡演高潮。演出以商
业形式走进了肯尼迪音乐中心等世界知名的艺术舞台。

2017 年，《丝路花雨》推出旅游版，在甘肃省敦煌市开
始常态化演出。旅游版《丝路花雨》更像是激活市场的“鲶
鱼”。在敦煌，《丝路花雨》《敦煌盛典》《又见敦煌》三台演出
在竞争中发展。敦煌市旅游局副局长贺雁鸿说，敦煌旅游
演艺的游客转化率达到 30%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除了旅游版，《丝路花雨》还演变出多种形式。从世界级
的艺术殿堂到农村的露天舞台都能演出。陆金龙称其为“既
能上厅堂，又能下厨房”。

如今，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开花，《丝路花雨》
多次前往沿线国家演出，成为沟通民心的艺术桥梁。

从“跟随”到“引领”，与城市同转型
中国宝武铸就创新发展“钢筋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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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雅加达 12 月 23 日电(郑世波)印
度尼西亚抗灾署 23 日晚证实，印尼西部巽他海
峡 22 日晚发生的海啸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已上
升至 222 人。目前，大量当地居民因海啸撤离，
抗灾署正在统计相关数据。

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在一份声明中说，截
至当地时间 23 日 16时，海啸还造成 843 人受
伤、28 人失踪，556 座房屋、9 座酒店和 60 间
餐馆遭到严重破坏，350 多艘船只损毁。死伤者

主要为游客和当地百姓。印尼万丹省板底兰
县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已有 164 人死亡、
624 人受伤、2 人失踪。

苏托波说，由军警、国家搜救局、红十字
会和当地百姓、志愿者组成的联合搜救队正
在紧急进行救援。随着搜救和统计工作的继
续，预计本次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
失还将进一步增加。

另据搜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透露，有 5

名中国台湾公民在海啸中失踪。
目前，搜救人员正在日夜挖掘房屋废墟，

争取发现幸存者并转移遇难者遗体。印尼电
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23 日下午，警方成功
从一辆被倒下的大树和废墟掩埋的汽车里救
出一名儿童，其状况良好。

巽他海峡当地时间 22日 21时 27分发生
海啸，万丹省的板底兰县、西冷县和楠榜省部
分海岸地区遇袭。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

局在 23 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由于本次海
啸并非由地震引发，当局没有发布海啸预警。

据悉，初步怀疑海啸是由喀拉喀托火山
喷发引发海底岩层滑坡和月圆引发涨潮共同
所致。喀拉喀托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
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目前处
于活跃期。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经常发生地
震和海啸。

印尼巽他海峡海啸死亡人数上升至 2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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