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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鞍钢集团博物馆大厅内的

劳模群像浮雕。

图② 中国工业博物馆内铁西馆

保留了完整的沈阳铸造厂车间，被评

为国家重点工业文化遗产。

图③ 中国工业博物馆是国家级

教育基地，也是工业遗产保护地。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还记得中国工业

的来路吗？新中国短

短几十年的大工业化

时代，完成了旧中国

想 也 想 不 到 的 奇

迹 ——构筑较为完

整的工业体系。曾撑

起新中国六分之一家

底 的 辽 宁 老 工 业 基

地，其凝淀的顽强拼

搏、艰苦奋斗精神，似

永动机般不曾停歇，

历久弥新。

20 世 纪 初 最 早

沐 浴 现 代 工 业 文 明

的辽宁，最早向国家

建设提供钢、电、煤

和不可或缺的装备，

同 时 也 像 老 大 哥 一

样 向 全 国 无 私 地 输

送 技 术 和 人 才 。 对

辽 宁 数 百 万 产 业 工

人来说，轰鸣的马达

声 中 诞 生 的 还 有 更

重 要 的 产 品 —— 荣

耀 。 你 的 改 革 曾 经

先声夺人，你的辉煌

曾经令人仰望，你的

落寞曾经让人慨叹，

而 你 的 重 生 则 让 人

怦 然 心 动 、再 燃

期许。

在 沈 阳 铁 西 区

的中国工业博物馆，

在 鞍 山 的 鞍 钢 集 团

博物馆，所展示的丰

厚工业遗产，正是新

中 国 工 业 激 情 岁 月

的 缩 影 。 它 是 几 代

中国工人的情感记忆和精神家园，是工业文

脉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辽宁工业基地在

工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既有对“根”的尊重，

又有对“魂”的坚守，其用无私、忘我、奉献的

劳模精神构筑起的工业精神高地，散发着辽

宁工业文化的独特汗香。

合上功劳簿，眼光向未来。锚定先进生

产力的方向，站在时代前列，矢志打造数字

经济智造强省的辽宁，前路不是一片坦途。

还有一处处激流险滩要过，还有一个个雄关

险隘要闯。

改革创新需要双轮驱动齐头并进。

一方面，大胆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

力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倾力创新，

推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融合发展，抓住工业互联网等

发展机遇，加快推进优势产业数字

赋能，促进制造业向智能、绿色、高

端、服务方向转型升级。新时代召

唤新的工业精神，它是披荆斩棘、

艰苦奋斗精神的一脉传承，也需

要来一场锐意创新、勇于担当的

“头脑风暴”。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创

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建设智造强省，首先要善用

智慧资源，有汇聚天下英才的

好环境和磁力场。尊重知识

技术的创造力，给创新以大平

台大舞台，呵护人才奋斗拼搏

的积极性，让贡献与所得相

称，这些都是培固工业精神

的重要依托。

唯有精神力量永续。辽

宁，再扬工业风帆，再燃创业

激情，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定能迈向全面、全方位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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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土地，新

中国第一炉钢水、第一台机床、第一架喷气式飞

机、第一艘万吨轮船等上千个“第一”诞生于斯。

这里就是辽宁，共和国工业长子，新中国的

工业摇篮。

奉献精神从未离开

天安门城楼上，国徽熠熠。新中国第一枚

国徽就诞生在沈阳第一机床厂。

曾参与铸造国徽的退休老职工吴嘉祜今年

已 99 岁高龄。回忆那段激情岁月，老人吟咏了

自己写的小诗——“国徽国徽闪金辉，笑看中华

展神威……”

鞍钢集团博物馆馆长车千里对“鞍钢的第

一”如数家珍。他说，在解放战争隆隆炮声中诞

生的鞍钢，是在一片废墟上建起的。中共中央

从全国调派 500 多名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加强

鞍钢领导力量。鞍钢初建时只有 8 名党员，在

1949 年底就发展到 2722 名。这些人成为鞍钢

全面恢复生产的主力军，其中就有新中国第一

代全国劳动模范孟泰。孟泰带领工友们夜以继

日地搜寻器材，在他的带领下，鞍钢掀起了轰轰

烈烈的献交器材运动。他建起了闻名全国的

“孟泰仓库”，使鞍钢最早恢复的3座高炉的配管

材料没花国家一分钱。1949 年 4 月 25 日，鞍钢

炼出了第一炉钢水。孟泰还是刻苦钻研技术的

模范，他组织500多名技术积极分子开展厂际协

作联合攻关，最终成功自制大型轧辊，填补了我

国冶金史上的空白。

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许晓敏介绍，

新中国成立之初，辽宁不仅是新中国的重工业

基地，也是抗美援朝的总后方基地。“一五”时

期，全国 17%的原煤、27%的发电、60%的钢产自

辽宁，辽宁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装

备。那是辽宁工业基地热情如火的青春时代，

涌 现 出 大 批 响 当 当 的 全 国 劳 模 、英 模 ，有

“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有“走在时间前面的

人”王崇伦，更有“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

国家有需要，一呼而百应。在支援三线建

设中，辽宁输送了大批人才和技术，为建成独立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重大贡献。

矢志改革披坚执锐

由沈阳铸造厂

改造扩建而来的中

国工业博物馆，气势

恢宏地矗立在沈阳

铁西区。迈入其中，

顿 觉 自 身 渺 小 许

多。举架 30 米，纵

深 200 米，仅是馆内

的一个车间。

看似不起眼的

展 柜 里 ，展 示 的 都

是令 人 震 撼 的 展

品 ——全国首份厂

长 承 包 经 营“ 责 任

状”、全国首家破产

企业“通告书”、被誉

为“接通了世界金融

管子”的金杯公司最

早赴纽约发行的“美

元股票”……

改革开放春雷滚滚。从计划经济退出最

晚、负担最重的辽宁，依然不乏敢为天下先的改

革勇气。辽宁在不同时期的改革答卷和振兴探

索，一如东北虎啸，声震远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关注辽宁振

兴、牵挂辽宁发展，“四个着力”“三个推进”指明

了振兴路径，为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注入了强

大动力。滚石上山的关键时刻，辽宁上下拼搏

精神再被唤起。

鞍钢人记得浴火重生的“燃点”：2017年全国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人大辽宁代表团

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期望鞍钢“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转折由此而生：2017年，鞍钢一举结束连续

5 年的亏损历史，实现扭亏为盈；2018 年、2019

年，顶住钢铁市场下行压力，持续保持盈利态

势；2020 年，全年利润再创历史新高，净利润同

比增长 36.97亿元，利润增幅排名央企前列。鞍

钢影响力显著增强，位列《财富》世界 500 强第

401位。

“党的关怀始终是鞍钢改革发展的强大动

力。”鞍钢集团董事长谭成旭说，鞍钢全面落实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年内任务完成率 100%。企

业综合改革取得显著成效，68 项综改任务完成

率97.1%。

彻底解决国企历史遗留问题，全国看东北，

东北看辽宁，辽宁看鞍钢。厂办大集体可谓国

企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鞍山市委书记韩玉

起说：“鞍钢的历史遗留问题不能拖到‘十四

五’，鞍山愿与鞍钢共担当！”他带队摸底走访几

十家大集体企业和300多个职工家庭，剥离鞍钢

577户厂办大集体，转为鞍山市属国有企业。鞍

山市接连出台46项支持政策，坚持“以职工为中

心”的顶层设计，确保改革所涉及的 15.1万名职

工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全部平稳过渡。鞍山冶

金产业链集团公司就是蜕变转型的新企业，公

司总经理许永波告诉记者，改制后，企业不再仅

仅围着鞍钢转，眼光开始瞄准全球产业链。

长期困扰鞍钢等央企国企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十三五”时期得到妥善解决。从此，以鞍钢

为代表的辽宁重点企业轻装上阵，以崭新形象

迈入“十四五”。

数字辽宁智造蝶变

新时代辽宁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更加铿锵

有力。辽宁省发改委总经济师李新忠将辽宁之

变概括为：解开速度情结，摆脱路径依赖，摒弃

拼资源、拼速度，高投入、低产出的传统发展模

式，追求内涵式发展，数字辽宁建设正成为辽宁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推手。

日前，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长专程到辽宁

营口市参与推动共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海外

节点，在农产品进出口溯源上开展深度合作。

东南亚国家看中了数字营口的新基建：建设了

中国首个区块链“星火链网”骨干节点；探索数

字货币结算新模式；东北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上线运行，接入 139 家企业，覆盖

镁质材料、精细化工、快速消费品等多个行业。

在沈阳，2020 年年产 60 万辆宝马车的华晨

宝马已是德国“工业 4.0”技术应用的先锋和典

范。东软集团正加速布局互联网医疗，其智能

软件赋能后的 128 层螺旋 CT，大数据系统和影

像云可为患者自动提供基础诊断。

在鞍山，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超过三

分之一，达到 600 亿元，在辽宁省排名第三。深

兰科技（鞍山）人工智能研究院已与紫竹集团、

中冶集团等 9 家重点企业就人工智能应用开展

深入合作。即使像鞍钢这样的“老树”，也借助

“云翅膀”开始长出智慧炼钢的新芽。鞍钢最近

3 年投资 15 亿元，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传统产

业，制定了钢铁行业首个完整的企业信息化标

准体系。世界首个“5G工业专网+智慧炼钢”在

鞍钢实现工业化应用，应用工业机器人 176 台

套，完成15条数智化示范生产线升级改造。

辽宁最新发布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十四五”时期，辽宁省数字经济规模计划

年均增长 10%，至 2025年，全省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比重将达45%。

再看今日辽宁制造：重有重的担当，燃气轮

机、乙烯三机、超大油轮等大国重器风采粲然；

新有新的起色，高端装备制造业多点开花，高端

装备、新材料、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工业新动

能发展不断加快。

新 中 国 工 业 摇 篮
本报记者 孙潜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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