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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六稳”“六保”中的国企力量

百年开滦调结构促转型凸显发展潜力
“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在加速拓展，新冠肺炎

疫情在对全球经济社会短期冲击后还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已有142年发展历史的开滦集团，发扬优良传统、

稳步深化国企改革、积极探索创新发展，乘风破浪、稳步前行，走出了具有开

滦特色的地方国有大集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韧性和

潜力凸显，各项经济指标稳中有增，展现了“六稳”“六保”中的国企力量。

今年前三季度，开滦集团原煤
产量完成 1911 万吨，精煤产量完成
526 万吨，焦炭产量完成 505 万吨。
从主要经营数据看，开滦集团前 9个
月实现营业收入 633.65 亿元，同比
提高 18.12%；利润总额 7.27 亿元，
同比提高 0.26%，均优于国家统计局
发 布 的 1-9 月 份 全 国 同 行 业 平 均
水平。

这些稳定增长的数据背后，正是
开滦集团多年风雨历程锤炼的“特别
能战斗”精神和深厚的经营管理功
底、应急处置能力，保证了开滦集团
在大疫面前从容不迫，疫情防控和生
产经营两手抓两手硬，实现了企业平
稳运行。

从疫情防控角度看，开滦集团的
“三多三广”客观实际，使其疫情防
控的难度非常大。“三多”，即员工、
家属和下属企业数量多；“三广”，即
人员所属社区、家属所在地区、下属
企业所在区域分布广。员工和直系亲
属总量以六位数计，在唐山市方圆
13400 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内分散
居住。不仅如此，开滦集团还在唐山
以外的多个地方建有分支，均有外派

员工。疫情防控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可
想而知。

尽管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但是开
滦集团从容不迫，迅速建立健全工作
组织体系。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精准施策，超前出台加强员工行为管
控制度措施，制订完善了疫情排查报
告、应急处置、防控包保等 13 项防控
制度。在全集团范围以不大于 20 人
为一个管理单元，实施疫情管控网格
化管理，形成了从集团班子成员到车
间班组一级包一级、一级保一级的疫

情防控包保全覆盖格局。同
时，对重点人员加强排查管
理，充分利用自有医疗资源优
势 ，为 疫 情 防 控 提 供 准 确

依据。
疫情期间，不仅要保障员工的基

本生活，还要力保能源供应。对开滦
集团而言，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
产经营，实现稳增长，不仅仅是企业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更是百年
开滦作为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

随着疫情趋于稳定，在煤化工、
电力产业始终坚持生产的基础上，开
滦集团积极有序推进其他企业复工复
产。唐山区域各生产矿井于1月27日
全面复工复产，合理组织劳动用工向
一线倾斜，确保重点岗位、关键岗位
不空岗不缺员，化解疫情对生产经营
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实现了生产作
业安全高效。到 2月中旬，唐山区域

主要生产单位复工复产率就达到了
100%。内蒙古、张家口蔚州区域各
生产矿井根据属地政府部署也先后恢
复生产。

一方面，眼睛向内提升自身经济
运行质量，另一方面，开滦集团还抓
住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保市场主
体”的政策机遇，用足用好国家减税
降费等政策，优化融资结构，落实

“压短增长、压债增贷”融资策略，
降低融资成本。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
施和对生产经营中各个环节的不断优
化管理，让开滦集团在疫情冲击下依
然能够稳步前行。

1-9 月份，开滦集团精煤和焦炭
产量分别超预算53万吨、30万吨。商
品煤销量 1569 万吨，同比增加 49 万
吨，为保障煤炭能源稳定供给、确保供
应链安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今年前
9个月，通过全员全要素全过程成本管
控，实现商品煤综合成本比预算节支
3.89 亿元，降幅 4.95%，煤炭生产同比
节支77.33元/吨，降幅13.9%。这些数
据不仅仅是开滦集团面对市场变化迎
难而上、勠力而为的结果，更是企业扎
实的经营管理基础和强大的凝聚力、
向心力的反映。

在大疫面前，以“特别能战斗”精
神著称的百年开滦，凭借深厚的文化
底蕴，牢固的组织体系、过硬的员工队
伍和有效的风险应急管理，不慌不乱、
从容应对，既科学、有效地防范住疫
情，又在最短时间内高效组织复工复
产并实现平稳提升，用实实在在的发
展成效展示了强大的国企力量。

近年来，开滦集团超前谋划实施
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战略，初步构筑
起煤炭、煤化工、现代服务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三柱一新”产业新格
局。在一系列重点项目建设的拉动
下，这座百年老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推
进，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不断迈上新
台阶，开启了新的发展征程。

顺应传统煤炭产业新旧动能转换
的大趋势，开滦集团有序淘汰落后产
能，推进“双大”和智能化开采工作
面建设，提高安全集约高效生产水
平；内蒙古红树梁矿全面开工建设，
开启了煤炭产业科学发展的新征程；
开滦集团联合社会资本和企业，完成
了金川集团及所属矿井的整体接收工
作，就开发新疆库车资源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进一步增强了煤炭产业
发展后劲……

煤化工产业发展态势良好，13 万
吨/年沥青提质技改和4万吨/年萘法苯
酐产业链延伸项目通过省国资委审
批，开滦集团与知名石化企业合作，
1-8 月份累计销售乙醇汽油 1.65 万吨、
锅炉用醇基燃料1.46万吨。聚甲醛纺丝
中试、3D 打印耗材等项目研发按计划
实施，煤化工产业技术链条不断向高
端延伸。

生产服务业瞄准内外两个市场，
依托矿业工程和电力检修两大平台，
加大市场开发和创收力度，成功签订
吉林油页岩矿项目整体托管 6 年合同，
预计创收2.83亿元。

金融产业持续拓展业务板块和领
域，企业资金管理和风险防控能力进
一步增强，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和利
润分别实现2.06亿元和1.88亿元。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开滦集
团重点培育新材料、清洁能源、新一
代电子信息技术、物联网等产业。1-9
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完成1.2亿元。

预计开滦集团将如期完成“2020
年好于上一年度实际完成情况、经济

增速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确保目
标，并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生产经
营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国有资产运营
质量和效益。

开滦集团在运营了140余年后，仍
能保持这样的发展水平，得益于脚踏
实地的文化基因，这样的基因在新时
代双轮驱动下的每一项改革创新举措
中都得到了体现。作为传统的国有企
业，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结构调整和经
济转型，是新时代继续保持可持续发
展的必然选择。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造成的影响仍待观察，但百年开滦在历
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融合中厚积薄发，逐渐显现出持续稳定增长的
潜力。

一方面，巩固发展“三柱一新”产业新格局，为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提供了必要的产业基础。140多年前由煤炭开采起步的开滦，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煤炭生产及洗选加工、煤化工、现代物流、矿业
工程服务、金融服务、文化旅游、装备制造、热电、建筑施工等多
业并举的大型企业集团，直接设立的分公司有38家，下辖全资和控
股子公司有145家。另一方面，开滦集团依靠深化改革、优化管理
体制机制、大力解决企业办社会等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实现轻装
上阵、化解危机、应对挑战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过去几年里，改革已成为开滦集团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
匙”。在“2020改革提升年”里，开滦集团以增强企业发展动能为
目标，把各项改革工作做得更深更实。

——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13家拟混改企业中，2家完成
审批决策进入实施阶段、1家正在履行二级公司审核论证、5家企
业初步确定了意向合作方正在编制混改方案。

——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以“优化健全、理顺提效”为抓手，
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实现瘦身健体。2019年，总部部门由19个精简
为 12个、人员由 1065人精减至 177人。以此为基础，2020年全力做
好改革“后半篇”文章，精干高效、优势互补、功能优化、运转协调的管
理新格局日趋完善。加速推进内部资源整合，组建开滦实业发展公
司；以国和公司为平台完成物流产业内部整合重组，集中优势资源，

压缩管理成本，防控经营风险；进
一步做实二级公司，逐步下放 38
项职能；压缩精简机构，1-9月份
管理费用同比节支2.41亿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深化。2020 年，开滦集团退出
产能 130 万吨，涉及 2 处矿井。
2016 年以来，已经累计退出产
能 1977 万吨，涉及矿井 38 处。
涉及人员全部分流安置，没有一
名员工下岗失业。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和
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持续推进。
其中，“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基本
完成，退休人员社会移交管理工
作全面启动并取得积极进展。

——传统煤炭产业向智能化
迈进。遵循“贴近实践、适用实用”的原则，坚持自主创新，以

“两化”深度融合为基础，推进生产矿井智能化建设。到 2025年，
全集团大中型矿井将基本完成智能化建设，形成完整配套的智能化
生产、管理体系，助力百年开滦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依靠持续深入的改革创新，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提升转型发展水
平，开滦集团走上了一条集约发展、内涵发展、绿色发展的道路。

开滦集团将按照“两手抓、两手硬、两战赢”的要求，抢抓政
策机遇和市场机遇，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改革创新、
转型升级为动力，坚决打好“十三五”收官之战，确保全年利润总
额、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投资总额、研发费用等各项指标
创出最好水平，奋力开创百年开滦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李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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