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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记者在北京东六环入地改

造段工程地下 27 米深的始发井里看到，总

长 145 米、开挖直径超过 16 米的“运河号”

盾构机犹如一条威猛的钻地巨龙蓄势待

发。“运河号”盾构机是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旗下中交天和为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量身

打造的又一国之重器，这是我国完全自主

研发设计制造的国产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

构机。

“改革是中交集团的天然基因和鲜明

底色，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中交集团做强

做优做大再次注入了强劲动力。”中交集团

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孙子宇说，今年上半

年，集团三大指标（新签合同额、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比前 3 年同期最高值均增长

40%以上；“一带一路”项目三大指标（新签

合同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增长也在

40%以上。

构建科技创新格局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

来的。

对于这句话，中交疏浚副总裁刘树东

十分赞同。此前，国内疏浚技术落后，国外

对我国进行了重重技术封锁。中交疏浚致

力于核心疏浚技术和装备的研发，经过多

年努力，特大型自航绞吸式挖泥船“天鲸

号”“天鲲号”先后横空出世，核心装备“卡

脖子”技术接连获得突破，“国轮国造”的关

键核心技术终于全部掌握在中国人自己

手里。

“中交集团是第二批‘交通强国建设试

点单位’，担负了一系列重大专项任务研发

和前沿课题攻关。”孙子宇说，中交集团将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加快打造原创技

术策源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方面，中交集团创新平台攻关核心

技术。加快水环境、水下隧道、长大隧道掘

进装备、自动驾驶等方向的行业和集团创

新平台建设，建设了西非和南亚两个海外

研发中心，新增青藏高原多年冻土、跨海桥

梁长期性能等 4 个交通运输行业野外科研

观测基地。

另一方面，塑链强链打造原创技术策

源地。确立了长大桥隧、疏浚技术与装备

等集团优势技术领域，围绕现代综合交通

基础设施、疏浚吹填、港口机械设备制造、

隧道掘进机械设备制造四大产业链，开展

现代产业链链长打造行动。

此外，集团深入实施“数字中交”战略，

推动信息化穿透工程，实现了 42 个统建系

统和各单位 600 余个自建系统集成共享，

生产调度指挥、生产经营数据采集、智慧工

地覆盖所有在建项目。

“依托自身科技创新优势，中交集团已

初步构建了科技创新大格局，形成了科技

创新大智库、大绝技、大装备、大兵团。”孙

子宇说。

促进队伍“瘦身提能”

在推行三项制度改革过程中，干部能

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是一个重要指标。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国

明介绍，他们通过定岗定编、循环考核、赋

能培训、末位退出，对人员进行全方位精准

识别，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对于淘汰下来的干部职工，中交一公

局集团开展赋能培训，合格的重新上岗，不

合格的继续参加培训，连续两次赋能仍不

能胜任的予以退出。29 个赋能基地累计

培训员工 1165 人，其中，876 人经过培训重

新上岗，289 名员工因连续两次赋能培训，

仍未达到上岗要求而退出岗位，促进人才

队伍“瘦身提能”。

从子公司到集团总部，改革已经成为

中交集团从上到下贯穿全级次的任务。

中交集团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何建波介

绍，今年年初，集团总部率先启动“三定”工

作，总部部门由 27 个削减至 18 个，内设机

构和岗位编制数量较改革前分别缩减 21%

和 31%。

孙子宇表示，通过抓机制、强治理，具

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

型。目前，中交集团董事会建设完成率已

达 91.88%。集团坚持“一企一策”授权放

权，理清总部对出资企业管控事项。集团

已经授权放权的企业有 5 家，“一企一策”

印发了授权放权方案，实现“放得下、接得

住、管得好、动态调”，让子企业成为真正独

立的市场主体。

在 混 改 方 面 ，中 交 集 团 改 革 力 度 更

大。他们充分考虑所出资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的优势和短板，通过“一企一策”进行

打分评估，选择最优战略投资者。

振华重工是中交控股的一家 A、B 股

上市公司，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振华重

工立足上市公司特点，提出 28 项改革任

务 ，运 营 指 标 不 断 改 善 。 2021 年 1 月 至

5 月，生产指标较去年同期增长 8%，业务

指标增长 9.5%，治理能力和发展质量稳步

提升。

葡萄牙莫塔公司是中国交建参股的一

家境外混合所有制企业。今年以来，中交

集团党委前置研究形成《莫塔公司管控方

案》，制定了配套制度，完善了莫塔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明确了各治理主体权责，规范

了授权管理，建立了既满足公司管控要求，

又适应国际化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司治理及

运行模式。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改革不仅要提升

企业自身盈利能力，还有更高的要求。

“就是要全面对接国家战略，提升主业

优势、补全产业链短板，实现产业链供应链

系统完整、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孙子宇

说，中交集团明确了主责主业不断向重点

项目、重要区域和重大市场集中，向大交

通、大城市集中，向优先海外、优先江河湖

海方向发展。

以中交四公局为例，中交四公局副总

经理江亦元告诉记者，在区域布局方面，他

们按照“1+X+Y”模式，1 就是企业所在省

域、X 为重点区域、Y 为战略性城市，点面

结合优化所属企业区域布局，按照“东进、

西扩、南下、北上、稳中”的区域布局总体思

路，推进所属企业区域化发展、属地化深

耕，目前已基本覆盖重点战略区域和国家

级城市群，涌现出多个新的百亿元级市场

片区。

海外布局也是如此。中交集团海外业

务部总经理王京春表示，“一带一路”倡议

发出后，中交集团加快布局，持续深化“六

廊六路、多国多港”，积极构建“一干多枝”

的市场格局，大力推广中国标准、传播丝路

精神。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

和地区累计修建公路 13000 多公里，桥梁

180 余座，深水泊位 121 个，机场 17 个，提

供集装箱桥吊 760 余台，规划运作园区 23

个，新建实施和在运营铁路超过 1 万公里，

累计新签合同额超过 1000 亿美元，在建项

目 900 多个，不少项目已成为当地标志性

工程。

在新产业布局的指引下，中交集团成

功实施了一系列全球瞩目的超级工程、远

海工程，国内市场形成了覆盖十大区域、五

大城市群多层次立体化经营网络，建设了

海陆空轨、信息、金融等全产业体系；在海

外，中交集团业务网络已遍布 157 个国家

和地区，拥有中国“走出去”企业中最完善

的海外营销网络。孙子宇表示，下一步，集

团将全面对标世界一流，力争打造更多中

国品牌、积累更大中国优势、研发更多中国

技术、塑造更优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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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打趣说，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火

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可见，

火锅在消费者心中的分量十足。不过，最

近火锅行业暗流涌动，一些行业领先的企

业似乎也没那么顺意。

海底捞近日发布 2021 年中期业绩报

告显示，上半年净利润仅是 2019 年同期净

利润的十分之一。主打“平价”小火锅的呷

哺呷哺情况也不乐观，对外公告显示，2021

年上半年亏损 4992 万元，并宣布将关闭

200 家亏损门店，“为的是持久的经营”。

人们不禁疑惑，曾经是消费者心头好的火

锅怎么突然被市场“抛弃”了？

营收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

个共有的特征是，门店数量的持续扩张。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海底捞

全球门店达到 1597 家，仅上半年海底捞新

开门店达 299 家，几乎每天开出 1.6 家新

店。呷哺呷哺也使出了同样的打法，上半

年，新开设品牌餐厅 40 间，湊湊品牌餐厅

9 间。

每个连锁餐饮企业，肯定都希望让门

店覆盖到不同城市和地区，让更多消费者

获得体验。然而，事与愿违，连年下降的翻

台率，背后是客流的逐渐流失。因此，扩张

也没能挽救营收缩减甚至亏损的现状。

事实上，在中式餐饮市场，火锅一直占

据着绝对领先地位。据美团点评发布的火

锅行业大数据报告显示，2021 年，中国火

锅市场规模将达 7000 亿元，是中餐市场排

名第一的品类。市场潜力巨大的同时，行

业竞争也日益激烈。火锅行业因为技术依

赖度低、可复制性强、毛利高，对创业者的

吸引力极大，不断涌现的网红门店、自带流

量的各路明星入局的特色新店就是最好的

例证。

此外，消费者的味蕾也越发挑剔，个性

化需求旺盛，热辣的川式火锅不再是消费

者的唯一追求。潮汕牛肉火锅、港式打边

炉、养生火锅等形式更符合年轻人的时尚

社交打卡需求，自嗨锅、莫小仙等自热火锅已逐渐成为很多人疫情宅

家的“新宠”。

很显然，在日新月异的市场竞争中，火锅企业单纯依靠“铺天盖

地”的门店扩张也难掩消费者出走的事实。复购率是企业的生命力，

也是持续盈利的关键，而提升消费者复购率，增强顾客黏性不是一蹴

而就的。

安全与品质是餐饮企业的立命之本，火锅也不例外。尽管火锅

行业对厨师的要求不高，但对原材料以及冷藏保鲜、清洗消毒等环节

要求始终不能松懈。同时，服务质量的好坏也直接关系着复购率。

企业应在坚持用户至上的同时，积极开展数字化布局，满足消费者多

元化、个性化的需求，还要不断挖掘和创造消费者新的需求，扩大企

业的粉丝群。此外，由于地域饮食差异，火锅企业在产品推广、口味、

定价等方面应适当做到本地化调整，让消费者体验到更具本地化的

消费体验。

总之，盲目扩张必然会快生快灭。只有在团队、系统、创新管理

的各个环节上持续改善与不断精进，去维持与加固“顾客的持续选

择”这条生命线，企业才能行稳致远。

火锅企业仅靠

﹃
铺天盖地

﹄
走不远

吉蕾蕾

近日，记者来到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

四方地工业园区一处荒坡。正值中午时

分，太阳炙烤下的土地，裸露着红土和石

块。不过，当记者继续前行来到国家电投

集团云南国际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建设的

“生态修复+光伏”微型示范项目时，眼前

却是另一番景色：一排排依势而建的光伏

面板正源源不断吸收太阳能，光伏板下，

绿草、花卉、蔬菜等生长茂盛，与周边的地

块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个项目是 2020 年建设的，试验很

成功。”项目运行管理人员范书豪说。

地处高原的云南省，日照时间长，太

阳能丰富，具有发展光伏发电的优势。同

时，云南省喀斯特地貌分布较广，也是全

国石漠化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如何将光

伏发电和石漠化生态修复相结合？国家

电投集团云南国际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主

动对接云南省打造世界一流“绿色能源

牌”战略，进行了有益探索。

为何该光伏发电项目能实现对生态

的修复？范书豪解释，这个项目占地 27

亩，由光伏板集雨、水窖储水、旱季滴灌、

分区绿植（养殖）、绿色发电五大系统工程

组成，其中的关键就是做到了对雨水的收

集利用。

“我们在光伏板下沿铺设集水槽，利

用光伏组件对雨水的承接和聚集功能，同

时在山坡设置集水沟，雨季来临时，就可

以增加蓄水量。”范书豪说。

记者看到，集蓄汇流后的雨水从排水

沟流入分区集水水窖，水窖中装有液位计

自动控制装置，可利用光伏电力驱动水泵

将水窖中集水抽至高位水池进行储存。

云南 6 月至 8 月降雨较为集中，约占全

年降水量的 60%。“此项目年总蓄水量可达

700 多立方米。当旱季到来时，高位水池

中的蓄水便通过覆盖全场的灌网滴灌系

统为区域生态系统提供旱季‘保命水’。”

云南国际滇中代表处主任赵东说。

除 此 之 外 ，项 目 技 术 人 员 还 告 诉 记

者，光伏组件架设在高 2.5 米的支架上，一

方面减少蒸发、保水蓄水，另一方面阻风

固沙与遮阴增湿作用也很明显。工作人

员因地制宜种植耐旱植物、农作物，促进

了 植 被 恢 复 、土 壤 改 良 和 局 地 小 气 候

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光伏板下建

设了先进的 5G 气象站，能够自动监测采集

温度、湿度、风速等环境参数，为旱季滴灌

系统提供智慧数据。”范书豪拿出手机进

行了简单操作，就实现了自动滴灌。

据了解，该项目总装机容量 1.0297 兆

瓦，于 202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每年可提供

131.6 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实现了农业灌溉

和智能控制系统自给自足、余电利用的“生

态—能源循环”体系。“示范项目效果很好，

除了发电，生态修复后的土地价值是无限

的，这为我们后续在石漠化土地开发的光

伏项目中提供了宝贵经验。”赵东说。

昆明市东川境内地势陡峻，生态环境

十分脆弱。如今，以示范项目为基础，总

投资约 12 亿元的东川区 280 兆瓦生态治理

及修复光伏项目正全力推进，预计两年内

将打造成“光伏+生态+综合利用”典范工

程，实现经济和生态叠加的综合效益。

国 家 电 投 发 力 绿 色 能 源
本报记者 曹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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