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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刘汉章刘汉章：：钢铁钢铁““炼炼””成的改革先锋成的改革先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在工业战线树立了两个典型，
一个是大庆，另一个是邯钢。

在上世纪 90 年代，时任邯钢总经理的刘汉章把市场
机制引入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推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
本否决”经营机制，使邯钢实现跨越式发展，利润总额连续
4年保持全国同行业前三位。

“邯钢经验”不仅使邯钢由一个地方钢铁企业跻身国
家特大钢铁企业行列，还在全国千万家国企掀起了一场企
业管理模式革命，邯钢也被誉为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
红旗”。

在中央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刘汉章被授予
“改革先锋”称号。

□记者 周聪聪 实习生 张元元

5 月 20 日，在邯郸市农林路邯钢生活
小区一间老年人活动室，笔者见到了一枚
珍贵的纪念章——奖章正面中间的丰碑上
镌刻“1978-2018”。

去年，党中央、国务院将这枚奖章颁授
给 100 位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中作出杰
出贡献的改革先锋，“邯钢经验”的创造者
刘汉章位列其中。

“上世纪 90 年代初，刘汉章创立并推
行了‘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经营
机制，打开了一条直面市场的道路。”耄耋
之年的原邯钢党委书记王国兴说。

1984 年 1 月，刘汉章出任邯钢总厂厂
长。在他的锐意改革和管理下，邯钢成为河
北省的4个利税大户之一。

但是，上世纪90年代，火爆的钢铁市场
急转直下，原本2000元一吨的钢材几乎在

一夜之间降到1600元，与此同时，燃料、运
费、原材料等价格却突涨。双重夹击下，
1990年邯钢28种产品26种出现亏损。

“当时，一道无形的墙把企业和市场隔
开了，墙外风激浪涌，墙内却风平浪静。总
厂领导天天发愁，但 28 个分厂的职工工资
照发，奖金照拿。”王国兴介绍。

这种逼迫让刘汉章想通了一个现在看
来很简单的道理——是市场适应我还是我
适应市场。“当时我们就吃准了一条，解放
思想、大胆改革、转变企业内部的经营机
制，走向市场。”

于是，刘汉章给总会计出了个题目：做
一个保证邯钢所有产品都不赔钱的成本指
标。经过几个月的严密测算，邯钢 10 万多
个成本指标，落到 2.8 万名职工头上，形成

“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责

任体系。这一算，被邯钢称作“模拟市场独
立核算”，成为之后“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
本否决”的“邯钢经验”的滥觞。

“邯钢经验”究竟有怎样的魔力？邯钢
展室里的两张示意图足以说明问题。

一张示意图显示，1990-1996 年，表
示生铁、钢、商品坯材线条线均为匀速上升
的直线，但表示利润的折线上升角度却远
远大于前三者，1991 年邯钢利润 5020 万
元，1994年7.8亿元⋯⋯

另一张 1996 年度的示意图显示，邯钢
职 工 人 数 占 全 国 冶 金 行 业 职 工 人 数 的
0.84%，钢产量占 2.33%，却创造了 17.8%
的利润⋯⋯

突出重围后，刘汉章和班子成员在实
践中不断拓展完善“邯钢经验”，生产一线
核算成本，后勤管理也要计算成本。后来，
基建、技改都实行成本否决，邯钢在实践中
尝到了成本否决的甜头。

邯钢曾经从英国引进一台 45 度无扭

控冷高速线材轧机，但总重2800吨的整体
设备，邯钢通过谈判只引进了 104 吨核心
设备。

“每个项目的上马我们都是精打细算，
当时同行整条生产线引进花了 2 个亿，我
们只花了 5000 万。”曾与刘汉章搭班子 13
年的王国兴，现在说起这事仍是一脸自豪，

“邯钢花钱最省，却建设最快、投产最早。”
此后，刘汉章为“邯钢经验”持续注入

了更多新的内涵。
具体而言，一是市场。企业主动走向市

场，实行内部模拟市场机制，根据市场上产
品售价和采购原料的市场价格来计算目标
成本和目标利润。二是倒推。从产品在市场
上的价格开始，一个工序一个工序从后向
前核定，直至原材料采购。三是否决。以成
本和效益决定分配和对干部业绩进行考
核，完不成成本指标，否决全部奖金。四是
全员。每个人都要分担成本指标或费用指
标，实行全员或全过程的成本管理。

在邯钢展室中，笔者见到了这样一份珍
藏在玻璃封罩中的国务院红头文件：1996
年 1 月 3 日，国务院以国发（1996）3 号文件
的形式，要求全国学习推广“邯钢经验”。

由此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邯钢经
验”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邯钢改革 13 年
间，先后有 2 万余家企事业单位到邯钢学
习取经。

当时曾有人问刘汉章，邯钢不怕培养
众多的竞争对手而妨碍自身的发展吗？

刘汉章说：“邯钢是全国人民的邯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需要兄弟企业之间
的大协作，邯钢把商业秘密、经验、技术无
偿地奉献给社会，就是想帮中国的国有企
业都搞好，让咱职工都富起来。”

刘汉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不管是企业前来上门请教，还是邯钢

派驻专家，邯钢将本属于商业秘密的技术、
成本指标等倾囊相授。

南方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来求援了，刘
汉章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不上连铸？”对
方回答“太贵了！”刘汉章说：“我给你们做
一台矩形连铸机，只收成本费！”

从 1997 年开始，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要

求，邯钢开始派出专家到亏损企业任实职、
当高参。

原隶属国家冶金部的舞钢，连续 4 年
累计亏损。邯钢重组舞钢后第 5 个月扭亏
为盈，“中华第一板”名扬三峡。

1997 年初，衡水钢管厂资产负债率高
达 114%，邯钢兼并当年就扭亏为盈，4 年
累计实现利润693万元。

贵州水钢扭亏为盈。
新疆八钢摆脱困境。
⋯⋯

“在刘汉章的心里，不管是哪里的厂，
都是兄弟厂，都是国家的厂；不论是邯钢多
炼出了钢，还是别的钢厂炼出了钢，取得了
更好的经济效益，都是为国家解了燃眉之
急。”王国兴说。

钢铁是工业的“粮食”。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钢铁工业大规模建设。“当时经过战争
创伤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新中国建设太需
要钢铁了。”王国兴和刘汉章来到邯钢时都
是 20 多岁的小伙子，让钢厂炼出钢、多炼
钢、炼好钢，这是他们表达爱国之情的方
式，也是他们此后漫长工作岁月里的情感
底色。

从最初带工人们建造一个 3 吨地坑式
空气侧吹转炉，炼出邯钢第一炉钢，从亲自
领导建起邯钢第一座完整的炼钢分厂，而
后又带领邯钢“脱胎换骨”，用大型焦炉、大
高炉、大炼钢转炉、CSP薄板坯连铸连轧等
高端装备淘汰小高炉、小转炉、小轧机，使
主体装备初步实现现代化、大型化，刘汉章
带领邯钢逐渐发展壮大。

而这种深沉的情感，也促使刘汉章超
越了个人和一个企业的利益，为众多兄弟
钢企排忧解难，为扭转全国钢铁企业亏损
局面作出巨大贡献。

据当时国家经贸委统计，到1999年初，
仅冶金行业通过学邯钢，亏损企业亏损额下
降 34 亿元，下降幅度高达 30%，其中 13 户
亏损达5000万元以上的大户已经扭亏。

经过一道初轧机，5 道精轧机，一条火
红的钢板由厚变薄，在喷淋水的喷洒下，钢
板由红变暗，而后被卷成一轴，由吊车稳稳
地放在成品库⋯⋯

这便是 1997 年动工、1999 年投产的
从德国西马克公司引进的薄板坯连铸连
轧，简称CSP。

20 年过去了，CSP 仍是当今冶金界的
一项前沿技术，至今邯钢依然用它来生产
耐候结构钢、汽车结构钢和集装箱钢等“双
高”产品。

如果没有刘汉章，邯钢本无机会上马
CSP。当时我国批准引进三套 CSP 装备给
三家国有大型钢厂，邯钢起初并不在考虑
之列。

“国外的 CSP 是用电炉炼废钢带动薄

板坯连铸连轧，但刘汉章却提出由于国内
废钢少、电费高，用转炉带薄板坯连铸连轧
更符合中国国情。”王国兴说，刘汉章的建
议得到了国内专家的支持，最终为邯钢争
得了一个CSP名额，“这个创新方案带动了
我国十多条生产线的落地。”

“再好的办公室也炼不出钢”——这是
刘汉章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正因长
期在生产一线，刘汉章才能提出更符合生
产实际的方案。

一身工作服，脖子里扎条白毛巾，脚蹬
一双劳保鞋，在刘汉章的长子刘公道的记
忆里，除了出差，父亲几乎都是这身装束。

“工作服都是厚帆布做的，烧红的钢珠
子落上去顶多烫个黑点儿，要是普通衣服
非给烫个大窟窿，烧到皮肤发焦。白毛巾主

要用来擦汗的。”刘公道解释道。
自 1958 年进厂，不论职位如何变化，

甚至当上了董事长、总经理，刘汉章始终像
个一线工人一样，“成天围着炼铁、炼钢炉
子转”。他常说，大家信任我，党和国家信任
我，我只有像牛一样拼命工作才对得起
他们。

每当被问起这些事儿，刘汉章总说：
“这样的事情，不应该是新闻，这是我们党
的传统。当了厂长如果就想捞好处，就想享
受，肯定会败家。”

刘公道一度觉得父亲是个无趣的人，
直到十六七岁时在家里的床下，发现了一
把六弦琴和一双时髦的类似马丁靴的黑色
皮鞋。刘公道打算要来穿，却遭到父亲的拒
绝，甚至连拨几下六弦琴都不行。

“这是他真正心爱的东西，谁也不能
动。”几年前，刘公道联系上了父亲以前的
同学，在他们的口中，父亲是爱画画、爱弹

琴的地道的文艺青年。
这和自己印象中那个成天“泡”在钢厂

的父亲，差距实在太大，刘公道一度不能
理解。

但同龄人却和刘汉章有更深的共鸣。
“那个时候，大家劳动起来不讲理由，

不讲条件，是炼钢，也是炼人才。”王国兴
说 ，“ 就 这 样 ，他 把 自 己 也 炼 成 了 一 块
钢。”

2009 年 11 月 28 日，这位似乎永远不
知疲倦的“钢铁巨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他担任邯钢一把手的 18 年期间，企
业总资产由 6 亿元增加到 256 亿元，年钢
产量由 64 万吨增加到 543 万吨，为国家创
造利润58亿元、利税128亿元。

一座 55 立方米的小高炉、一座 20 吨
小转炉、一辆退役的小火车⋯⋯在十里钢
城，刘汉章最初奋斗的一炼钢厂厂址，如今
已是绿树成荫的主题公园。

“推墙入海”的改革者

想帮国有企业都搞好

把自己炼成一块钢

漫步河钢集团邯钢公司十里钢城，树木
葱茏，鸟语花香，厂区绿化率超过55%。很难
想象这是一个钢铁企业。如今，“用矿不见矿”

“用煤不见煤”“运料不见料”“出铁不见铁”，
成为我省钢企向人们展示的新面貌。

回望过去，无论是当年的邯钢，还是今天
的河钢，我省钢铁工业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
是改革激发活力的见证。

28年前，“邯钢经验”回答了一个时代之
问。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从计划作为资
源配置的主要手段逐渐变革为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过
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不
断完善的过程。

虽然认识在不断发展，但上世纪90年代
初涉市场之海，尚未褪去计划思维的众多企
业，依然在由思想转变为实践中出现各种问
题。恰在此时，“邯钢经验”应运而生。

人民日报曾刊发文章认为，“邯钢经验”为
国有企业实行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两
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提供了借鉴。

在风起云涌、改革明星辈出的中国改革
开放40年里，刘汉章能够脱颖而出，被颁授

“改革先锋”奖章，正是因为他敢为天下先的
改革精神。

当前，面对如何加快“走出去”、拓展国际
合作新空间、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这样一个
时代新课题，不久前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的河钢集团塞尔维亚公司管理团队又走出了
一条新路。

他们因地制宜、善作善成，创造性提出用
人本地化、利益本地化、文化本地化的海外经
营策略，不仅使塞钢重获新生，也使河钢从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得了发展新空间。人
们期待，像河钢塞钢管理团队这样扎根异国
他乡、勇于担当的奋斗者们越来越多。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课题，面对新
课题，最可贵的是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自我革
命的魄力。

在上世纪90年代整个钢铁市场疲软的
背景下，刘汉章本可以像同行一样，等着政府
想办法，靠着“救济”过日子。但他选择了改
革，选择了直面难题，奋勇冲关。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河钢集团董事长于
勇曾表示：“如果我们满足当时现状的话，河
钢就是一个河北的企业，区域性和地方性的
企业，就没有现在的高度。”

时代向前，奋斗不止。
文/记者 周聪聪

记 者 感 言

用改革精神
答时代之问

刘汉章生前照片。 本报资料图片

刘汉章深入焦化厂实地解决生产问题。 河钢邯钢供图

（上接第一版）争当环境卫生标兵。
5 月 28 日，记者来到村民窦亚萍的家。

穿过干净整洁的小院，客厅、厨房里收拾得井
井有条。“改水、改灶、改厕后，咱杜村和城里
比，一点也不差哩。”窦亚萍笑着说。

村庄美了，杜村人的钱袋子还要鼓起
来。近年来，依托杜村种植西红柿的传统优
势，村里成立了禾苗种植服务专业合作社，发
展集“采摘、观光、餐饮、科普”于一体的现代
休闲农业园区，在重点打造番茄小镇的基础
上，实现了西红柿、草莓、火龙果、百香果等产
品的多样化种植。

目前，全村现代农业产业园有日光温室
218 座，年接待游客 5 万余人次，产值 500 余
万元。禾苗种植服务专业合作社已发展社员
560 户，注册了自有品牌，产品通过国家 A 级
绿色认证。2018年底，全村人均年收入达1.7
万余元。

“家里的地流转给村集体，有一笔固定收
入，我还在合作社打工，每个月能挣两千多块
钱。”村民高小国介绍。

2015 年，河北瑞川物流园也看中了杜村
便捷的交通条件，落户这里，带动村内就业
900多人。

村里开通了直达省会的班车，新建了小
学、幼儿园，还建起了污水处理站⋯⋯窦亚萍
自豪地告诉记者，“以前杜村的小伙儿说不上
媳妇，现在外村姑娘都抢着嫁到杜村来。”

评树典型，让好人好事“发芽”

5 月 25 日，村民侯新影在街上发现一名
走失的孩子，帮他找到家长；4 月 26 日，村民
杨景艳捡到一部手机，四处寻找失主；3 月 20
日，村民周娜在玉会理发店捡到一辆自行车，
物归原主⋯⋯

打开“德善杜村”微信公众号，一桩桩、一
件件好人好事记录在“德善档案”中。“德善杜
村”公众号，今年农历大年初一正式开通。

“通过网络记录、传播德行善举，让村民
随时随地都能在手机上查看。”高素娥相信，

“好事会‘发芽’！杜村一定会有更多好人好
事涌现出来。”

村民微信群的名字叫“杜村之家”，每家
每户至少有1人在群里，现有1500多名“群成
员”。“微信群里不仅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和惠
民政策，帮助村民解决难题，还把好人好事及
时记录在‘德善档案’中。”高素娥介绍，杜村
有微信群、QQ群、抖音等。通过网上交流、网

下服务，网上问题、网下解决，塑造文明新风
尚，带动了村民文明素质不断提升。

6月是杜村文明素质提升月。17日，杜村
巾帼志愿服务队和青年志愿服务队20余名志
愿者走上街头，对乱排废水、乱停车等不文明
行为进行规劝。

2010 年成立的杜村巾帼志愿服务队，有
600 多名志愿者。她们分为四支队伍：“红嫂
志愿队”调解婚姻关系、婆媳关系和邻里纠
纷，“爱心志愿队”关爱困难妇女儿童、困难
家庭，“英姿志愿队”帮助妇女创业就业、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创新志愿队”对空巢老
人、单亲家庭儿童以及有诉讼请求的妇女进
行代理。

幸福路上，互帮互助。村民王立辉的妻
子谷淑兰不幸遭遇车祸，行动不便。去年春
节前夕，志愿者们主动帮着他们一家人蒸了
过年的馒头。村民李振峰夫妇体弱多病，儿
子残疾，志愿者们经常到他们家，帮忙干点儿
家务活。

杜村还组建了党员志愿服务队，采取“群
众点单、干部设岗”模式开展服务，设立科技
普及、民事调解、文体组织等 10 个志愿服务
岗；少年志愿服务队由 120 余名中小学生组

成，利用节假日开展志愿服务；今年“五四”当
天，又成立了青年志愿服务队。

仅 2018 年，全村各志愿服务队开展活动
1000余次，捐款捐物16万余元。

评选典型、树立榜样，杜村开展了“星级
文明户”“优秀志愿者”“最美家庭”“孝老爱亲
标兵”等多项评树活动，截至目前，全村已评
选各类身边典型500余名。

群众推、村里找、大家评，身边好人涌现
出来——美丽庭院标兵李雪巧，孝老敬亲标
兵刘力娟、周瑞敏，德善标兵苗翠勉⋯⋯

“人人都向好，全村定能好。”岗上镇党委
书记许彦周这样评价杜村。

乐享文化，让村民拥有“精神家园”

一棵大槐树，见证了杜村 1000 多年的历
史文化。如今，这里建起了古槐园，成了村民
休闲、文化、娱乐的乐园。

包括古槐园，杜村共有 5 个文化广场，每
个广场都设置了健身器材，为村民开展文化
活动提供了场地。

入夏了，到广场上活动的人越来越多。
每天晚上，窦亚萍都会约上姐妹们来广场跳
跳舞、唱唱歌。“大姐，走了啊，咱们唱歌去！”5

月28日晚上，她叫上了58岁的郝存茹大姐。
郝存茹是村里的女高音，嗓门亮、形象

好。《想念妈妈》《杜村之歌》⋯⋯她一开嗓就
震惊了全场。

乐享文化生活，提振百姓精气神。近年
来，杜村注重传承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在村
庄入口处建了村庄标识“璞玉”，建了村史馆，
设有图书室和便民服务中心，修缮了戏台，在
主要街道绘制了文化墙。

杜村还有一支180多人组成的文艺队伍，
包括华林乐队、北会飞龙战鼓队、杜村金钹战
鼓队和创新鼓乐队。“村里每年举办几次‘村
晚’，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十里八村的乡亲
们都来看。”高素娥介绍，农闲时节进行广场
舞表演、羽毛球友谊赛、诗朗诵表演等，每逢
重大节日，村民们表演跑驴、战鼓、萨克斯、快
板等文艺节目。

“别小看我们杜村，人人都是演员，家家
都有高手。”她骄傲地说，“窦亚萍是战鼓队队
员，还能演小品，郝存茹喜欢唱歌，卢嘉宝拉
二胡，都特别棒。”

“杜村今非昔比，变化翻天覆地！”窦亚萍
高兴地说，“和 10 年前的照片相比，我更显年
轻了。为啥呀？幸福生活比蜜甜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