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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东盛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忠凯。 （资料图片）

左图 哈东盛研发的铝型添加剂样品。

右图 哈东盛金属添加剂制造工厂。 （资料图片）

在铝合金添加剂这个领域，哈尔滨东盛

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东

盛”）董事长张忠凯默默耕耘了 20 多年。他

带领企业在行业内深耕，打破国外对铝合金

添加剂产品的技术垄断，产品应用从神舟飞

船到 C919客机，乃至小小的易拉罐。

“自主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张忠凯回顾哈东盛发展成为制造业单项冠

军示范企业的历程，“正是因为认定目标就

不回头的韧劲，坚持创新驱动，打造自主品

牌，才能带领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创业充满挑战

1996 年，25 岁的张忠凯与父亲一道创

办 哈 东 盛 ，从 事 铝 合 金 添 加 剂 的 研 发 和

生产。

铝合金是仅次于钢铁的第二大金属结

构材料，但铝合金添加剂却是个不为人所

熟悉的“冷门”行业。纯铝质地较轻、强度

低，只有在纯铝中添加不同的金属添加剂，

才能制成满足各种要求的铝合金。虽然这

些添加剂仅占铝合金材料比重的 1%到 3%，

却是铝合金制造业中不可或缺的材料。

谈起创业方向，张忠凯说，“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铝合金添加剂关键技术被国外

少数几家公司掌握，国内市场几乎是一片

空白。未来铝合金添加剂肯定有市场”。

“创办企业充满风险和挑战，我当时想

法很简单，就是把企业办起来。父亲曾是

高级熔铸材料专家，他主要负责研发生产，

我就跑市场。”张忠凯说。

既然干，就一定要干好。“为了对铝合

金添加剂有更深入的了解，张忠凯向技术

研发人员讨教，看他们在工厂里进行产品

试验，在产品技术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

张忠凯说，经过近两年多努力，公司成功研

发出铝合金金属添加剂。

虽然在产品研发上取得突破，但市场

培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是一个专业性

极强的行业。一炉铝水仅添加少量添加

剂，如果添加剂质量有问题，整炉铝水都浪

费了。因而铝合金加工企业会和他们信赖

的添加剂生产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不会轻易‘换人’。”张忠凯告诉记者。

为打开市场，张忠凯曾扛着 20 公斤重

的添加剂样品，走访全国各地的铝制品企

业，一年最多有 200 多天在外出差。金属添

加剂销售方式有些另类：销售人员要与客户

的技术人员一起守在生产线合金炉前，随时

解决技术与工艺障碍，待现场实验数据出

来，谈论销售才具备条件。有一次，张忠凯

在一家企业跟了 10 个炉次，3 天只睡了 6 个

小时，最终靠过硬的产品质量取得订单。

用张忠凯的话说：“努力的过程很辛

苦，但收获也很大，取得成绩的过程，是不

断坚持的过程。”在他看来，开展业务没有

捷径，关键还是靠专业精神，以及产品质

量。“企业在 2001 年开始赢利。”张忠凯说，

我们随后一边大力拓展市场，一边寻求产

品技术的突破。

目标国际市场

“虽然产品在国内卖得不错，但国际市

场才是我们的目标”。张忠凯不仅敢想敢

干，还勇于对标高标准，一定要做到全球

领先。

喊口号简单，但在国外打开市场谈何

容易。

全球著名铝业集团——力拓加铝，对

添加剂品质的要求十分苛刻。从 2003 年开

始，张忠凯带领团队自主创新，历经 3 年多、

5 轮审核，最终以过硬的产品品质敲开这家

公司的大门。自此，哈东盛成为力拓加铝

的核心供应商。

2010 年，国外一家铝合金添加剂巨头

看好哈东盛的创新能力和产品品质，抛出

一年数千吨、约近亿元订单，但对方的要求

是，为其贴牌生产。

“在我国，为国外品牌代工的企业不计

其数，但我们还是拒绝了。”在张忠凯看来，

“虽然坚持走的是‘窄门’，但是路会越走越

宽。我们要在世界铝加工领域创立中国

品牌。”

打造自主品牌、提升品牌价值，关键在

于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张忠凯对此有着

清醒的认识。

2018 年，张忠凯带领团队研发出 93 锰

添加剂，添加剂成分中锰粉与助熔剂比例

为 93∶7，这是一款高含量锰添加剂，也是哈

东盛的第五代锰添加剂。在此之前，锰添

加剂中锰粉与助熔剂的配比为 60∶40。助

熔剂主要帮助目标金属快速熔化于纯铝之

中，含量越少，合金纯度越高。

为了研发出这一产品，张忠凯和研发

人员夜以继日奋斗了 3 年，进行了千余次

研 发 试 验 ，试 验 过 的 助 熔 剂 配 方 不 计

其数。

不懈努力迎来丰厚回报。产品一经亮

相，就被国外两家铝业公司相中，抛来 2000

万元订单。“虽然加班是家常便饭，但那段

时间一点都不觉得累。”张忠凯笑着说，目

前 哈 东 盛 的 产 品 已 占 据 全 球 35%的 市 场

份额。

面对成绩，没有自满。张忠凯心里清

楚，技术更迭的速度远比想象中快，想要稳

居世界前列，就必须时刻专注产品创新，提

升核心竞争优势。如今，他带领研发团队

自主研发了熔剂型金属添加剂、铝型金属

添加剂、速熔硅等 30 多种添加剂，获得专利

达 30 余项。

办企业重诚信

“办企业要讲创新，更要讲诚信。重信

守 诺 才 能 让 企 业 站 稳 脚 跟 ，实 现 长 远 发

展。”张忠凯说。

企业如何做到诚信？张忠凯并没有直

接回答，而是讲了一个案例。

2021 年上半年，锰剂原材料价格上涨，

海运费暴涨 10 倍，致使外贸锰添加剂每吨

成本上涨了近 2 万元。而在涨价前，哈东盛

已与全球铝业巨头签订了 3000 吨锰添加剂

供货合同，当时仍有部分合同未执行，张忠

凯面临两难选择：是按合同履约，还是要求

外商涨价。

“履约就意味着 2000 多万元的损失，这

对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严

峻的考验。”张忠凯毅然坚持，所有

产品合同都如约履行，继续按原价完成

剩余订单。这一举动得到客户的认可，带

来更为长期稳定的合作。目前，哈东盛的

产品已出口到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全球

300 多家企业保持稳定合作关系。

“我们决定履约，不是因为哈东盛多高

尚 ，而 是 与 人 合 作 必 须 信 守 承 诺 。”张 忠

凯说。

张忠凯一直将“诚信是企业生存之本”

作为公司的重要发展理念，他说：“守信，对

国家体现在依法纳税，对员工体现在兑现

工 资 等 承 诺 ，对 客 户 则 体 现 在 按 合 同

履 约。”

一轮红日从海平面升起的图案是哈东

盛的标识，寓意前景和希望。张忠凯告诉

记者：“它更像一只侧身前行的蜗牛，象征

哈东盛在铝合金添加剂领域里一步一个脚

印，踏实向前，稳步发展。”

哈东盛在迈入高速成长期后，面对很

多机会与诱惑却始终定力十足，专注在铝

合金添加剂领域，努力做到极致。如今，哈

东 盛 正 专 注 于 新 一 轮 技 术 创 新 和 新 品

研发。

“必须脚踏实地才能做好企业。”张忠

凯坦言，惟有奋斗才能走向卓越。要做永

不停歇的攀登者，带领企业走得更远、走得

更好。

在供货所需的材料价格

飙升、多家上游供货商毁约

止损的情况下，张忠凯宁可

亏损千万元，也要继续履行

合约。在张忠凯看来，讲诚

信才能让企业立稳脚跟，实

现长远发展。

人无信不立，对企业家

而言更是如此。任何一家企

业的成功经验都离不开“诚

信”二字。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

者，人之道也。”市场偏爱诚

信者。想要让企业实现长远

发展，企业家需要调动人财

物等各种资源，若没有诚信，

将寸步难行。可以说，诚信

是企业家的经营之本、立身

之魂，是最为宝贵的“隐形

资产”。

诚信之举无关大小、无

论贵贱。不管是大到上千万

元的订单，还是小到一件商

品的标签或宣传语，都不能

掺半点虚假。不诚不信，或

许会得利一时，但失去的很

可能就是企业的未来。有人

亲手把存在缺陷的货品挥锤

砸烂，虽然造成一定的经济

损失，但因重信守诺为企业

赢来了消费者信赖和市场青

睐，其价值远远超越了商品

本身。

优秀的企业家，不仅要

在为企业谋发展的过程中追赶超越、敢为人先，也

要在精神文化、行为准则上有所坚守。“以诚感人

者，人亦诚而应。”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

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也是信用经济、

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企业家应在自身做到诚实

守信的同时，勇做表率，带动全社会道德素质和文

明程度不断提升。

诚信是最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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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过程中，

呼吸治疗师需要对患者气道进行排

痰、吸痰等高危操作，因此被称为“距

离新冠肺炎患者最近的人”。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尹东，就是一位呼

吸治疗师。自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

疫情防治工作开展 2 年多来，他先后

9 次进入隔离病房，不回家的日子加

起来有 330 多个。

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首批新

冠肺炎救治专家组成员，尹东一次次

临危受命。满洲里市人民医院、赤峰

传染病医院、内蒙古第四医院等新冠

肺炎定点救治医院，都留下了他的足

迹。“跟死神抢生命，必须争分夺秒。

有一次我在医院连续工作了 80 多个

小时，但任务还没结束，回不了酒店。

上洗手间时，我找到一个凳子，靠在上

面就睡着了。”尹东说。

有一次，在救治一例危重患者时，

因为患者剧烈呛咳，将气道分泌物喷

在了尹东的面屏上。“我们冒着风险，

给这位患者做 CT，获取相关病理数

据。18 个人轮流抬着病床，维护着插

在患者身上的 8 根管子，呵护着奄奄

一息的生命。从隔离病房到 CT 室只

有几十米，对我们而言却是一次艰难

远征。”回忆起这场救治，内蒙古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晓玲几度

哽咽，“尹东抱着 30 多公斤的呼吸机，

防护服都湿透了，口罩也掉了一层，但

他仍坚守在患者身边。”令治疗小组欣

慰的是，这位入院时氧合指数处于极

低状态的 65 岁患者，在经过一个多月

的治疗后安全出院。

哪里有重症患者，哪里就是“战

场”。2021 年 10 月份，内蒙古自治区

二连浩特、额济纳旗先后暴发疫情，两

地近 200 余例确诊患者需紧急转至呼

和浩特市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集中救

治。作为呼吸治疗组组长，尹东迅速

赶到定点医院参与救治工作。救治工

作刚刚结束，还没来得及休整，满洲里

疫情又起。尹东同医疗救治小组一

道，在呼伦贝尔市定点医疗机构又紧

张忙碌了一个多月。今年春节过后，

呼和浩特市又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尹东带领呼吸治疗小组迅速开展呼吸

力学指标评估、胸部电阻抗成像扫描、

纤维支气管镜下吸痰、人工体外膜氧

合辅助管理等重症救治，为危重患者

的成功救治提供了有力保障。

呼吸治疗师是一个新兴的医疗职

业，对待年轻同事，尹东竭力做好传帮

带，积极主动帮他们协调工作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尹东还细心指导进修生

调试呼吸机，让他们更好地将学到的

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当进修生回

到自己工作岗位后遇到难题时，哪怕

是深夜打来电话，他也会悉心指导，帮

助他们解决临床困惑。随着内蒙古自

治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规范化建设

工作的开展，尹东经常辗转于自治区

各盟市的呼吸专科医联体，在鄂尔多

斯、赤峰、通辽等地，多次开展线上线

下呼吸治疗培训。

作 为 一 个“ 不 回 家 的 人 ”，尹 东

只能通过网络与家人聊天。不善言

谈 的 他 ，还 专 门 请 同 事 在 防 护 服 的

后背写了一行字——“老婆辛苦了，

儿子要加油”。尹东告诉记者，自己

只 是 做 了 分 内 的 事 。“ 作 为 医 者 ，我

们 不 是 因 为 有 希 望 才 坚 持 ，而 是 因

为坚持才有希望。”尹东说，“至于辛

苦、风险，那都不算什么，因为我就是

干这行的。”

尹 东 正 在 对 患

者进行呼吸干预。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