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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合规经营底线不能破

李万祥

青拓集团构建全产业链——

专 注 炼 就 绿 色 不 锈 钢
本报记者 薛志伟

直径 1 毫米的环保型“笔尖钢”、轻轻一

撕就能分成两半的“手撕钢”⋯⋯在青拓集

团有限公司展厅的玻璃柜里，各式各样的

“高精尖特”不锈钢产品展示着近年来公司

持续开展科技创新的丰硕成果。

“公司 2008 年入驻福建宁德福安市湾

坞半岛以来，专注于不锈钢的冶炼制造，持

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形成从红土

镍矿、不锈钢冶炼、不锈钢热轧与冷轧、不

锈钢深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始终保持

行业领先地位。”青拓集团总裁陈庆科说。

2022 年，青拓集团实现产值 1830 亿元，位

列福建省民营企业 100 强第一位、制造业

500 强第一位。

提升核心竞争力

走进青拓集团 1780 热轧车间，大型机

器有序运转。“1780 热轧生产线能把上游厚

度为 220 毫米的不锈钢板坯碾压成 2 毫米

至 16 毫米的钢卷。如果是 1 块重量约 25 吨

的不锈钢板坯被碾压成 2 毫米钢卷，仅需

2 分钟。”1780 热轧部副部长郑彬说。

1780 热轧生产线是青拓集团以创新为

引擎提升竞争能力，引领企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公司从零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创

新生产工艺、拓展产业领域，通过超前谋

划、精心布局，逐步建立起具备不锈钢产业

全链条生产能力的现代化工厂，发展成为

大型不锈钢生产及深加工基地。

提升核心竞争力，从工艺突破开始。

青拓集团成立了青拓冶金新材料研究院、

青拓研究院、瑞浦科技特种钢研究院等研

究中心，积极整合产学研资源，搭建战略性

研究平台，开展不锈钢新产品新工艺开发、

质量改善及用户使用技术研究。

通过深入研究材料、反复进行试验、整

合研发资源，青拓集团将镍铁生产和不锈

钢冶炼工艺打通，研发出 RKEF+AOD 双

联法冶炼工艺技术，大大提高了炼钢速度，

减少了热能损耗和冶炼成本，达到行业领

先水平。

针对市场需求，青拓集团开发了高氮、

高耐蚀、高强度节镍奥氏体不锈钢，并实现

镍含量下降 60%、成本降低 20%。产品问世

后，迅速在板带、装饰焊管、盘条、钢棒、型

钢和无缝管坯等领域得到推广应用。在此

基础上，公司又开发了各项性能进一步提

升的 QN 系列不锈钢产品，并制定了中国

钢铁工业协会相关团体标准和行业标准。

在不断开发新工艺的同时，青拓集团

将打造完整产业链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

着力点。在青拓集团营运中心周边，福建

青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福建甬金金属科

技有限公司、福安奥展实业有限公司等配

套企业如棋子般分布，形成了以不锈钢冶

炼为核心的综合性不锈钢产业园区，实现

各系列不锈钢板、棒、线、管等产品全覆盖。

“通过拉长产业链、掌握矿山资源、建

立物流码头等多种方式，我们逐步拥有了

从不锈钢上游原材料镍铬矿开采、镍铬铁

冶炼、不锈钢冶炼，到下游棒线板材加工、

钢管制造、精线加工、运输物流、大宗商品

交易、国际贸易等完整的产业链，市场竞争

力逐步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陈庆

科说。

目前，青拓集团形成年产镍铁 180 万

吨、不锈钢粗钢 560 万吨、不锈钢冷轧板带

220 万 吨 、不 锈 钢 无 缝 管 材 70 万 吨 的 生

产能力，同时还拥有 3 个 5 万吨级码头、3 个

1 万吨级码头，年吞吐量超过 2000 万吨。

瞄准高精尖技术

一根通体黑色点缀着银边的钢笔上，

印有“青山笔尖钢”的字样，打开盖帽，记者

在本上随意画了几笔，干净、流畅的线条跃

然纸上。

小小笔尖看起来简单，却蕴含不少高

科技。5 条引导墨水沟槽加工精度要达到

千分之一毫米，笔头如碗口状的关键部位

尺寸精度为 2 微米，表面粗糙度为 0.4 微米。

“我国是圆珠笔生产大国，但作为原材

料的笔尖钢曾经长期依赖进口。为此，青

拓集团专门组建了研发、技术、生产和营销

联合攻关团队，从 2019 年下半年正式启动

笔尖钢研发项目。”全程参与笔尖钢研发生

产工作的福建青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总经理孙勇伟告诉记者，研发初

期，技术人员毫无头绪，只能不断试验、积

累数据、调整参数，边试验、边总结、边生

产、边测试、边改进。

笔尖钢生产的难点主要集中在炼钢环

节和轧制环节。针对这个难题，青拓集团

创造了基体合金设计、环保型易切削相设

计和生产工艺技术路线，并进行全流程精

益化管控。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公司

研发出了环保型笔尖钢，产品直径规格包

括 2.3 毫米、1.6 毫米、1.3 毫米和 1.0 毫米。

“通过高性价比的基体合金设计，在确

保耐腐蚀性相当的基础上，我们将钼元素

添加量减少 50%，大幅降低了合金成本。”

青拓集团研究院长材开发部部长奚飞飞

说，与其他笔尖钢不同的是，公司以锡作为

易切削元素应用于生产，使青拓笔尖钢具

有环保安全的“体质”。

“我们逐年加大研发投入，去年投入 2亿

多元。”陈庆科说，青拓集团持续增加研发费

用投入，加强技术攻关，加快新产品开发。

与笔尖钢一样，手撕钢生产技术在不

锈钢领域被公认为高精尖技术，厚度越薄

对技术和工艺要求越高。2021 年 3 月，青

拓 集 团 正 式 立 项 研 发 不 锈 钢 箔 材“ 手 撕

钢”，并成立攻关团队。技术团队从设备性

能、工艺研究、辊系配合等方面进行攻关，

通过大量数据和理论分析，由点到面逐步

突破，解决了设备、工艺技术及操作技术等

方面的难题，顺利轧制出 0.05 毫米厚度箔

材。之后，又轧制出 0.03 毫米厚度的精密

不锈钢带“手撕钢”。“能把‘手撕钢’做到这

么薄，代表我们的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青拓集团子公司青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兰亮说。

目前，青拓集团拥有 700 余名研发人

员，形成集产品研发、技术服务、制造管理

于一体的创新团队，不断研发具有领先水

平的技术成果并推广应用。

探索可持续发展

古朴大气的仿古中式建筑、错落有致

的园林景观⋯⋯走进青拓集团营运中心，

很难想象，这里是一座钢铁工厂。“在研发

新技术、新产品的同时，我们积极探索绿色

可持续发展之路。”陈庆科说。

针对不锈钢冶炼工艺能耗高、成本高

以及镍资源匮乏等问题，青拓集团开展了

低能耗冶炼技术和资源节约型高耐蚀不锈

钢品种开发与应用技术的研究。

“以前，不锈钢冶炼是把镍铁、废钢等

金属放入电炉里熔化，再制成钢坯，这样容

易造成二次污染，能耗也高。现在，我们把

这两道工序连在一起，热镍铁水可直接装

到 AOD 炉冶炼不锈钢，这样不仅可以提高

效率，还能减少环境污染。”青拓集团研究

院质量管理部部长石显云说。

青拓集团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每一个

环节。通过采用余热发电、立式还原炉煤

气综合利用等节能设施，实现能量回收、节

约燃料和用电；采用皮带通廊运输原辅料

矿，解决红土镍矿汽车运输过程中跑冒滴

漏问题；建立能源管理中心，全面系统地策

划、实施、检查和改进各项能源管理活动；

完善能源消耗在线监测系统，实现降本增

效减排等举措，推进企业绿色发展。

如今，在“双碳”背景下，不锈钢领域迎

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不锈钢产品具有低碳

属性，将拥有越来越广阔的应用领域和发

展空间。”陈庆科说，“我们如今在创新研发

新产品时，力争在保持质量的情况下降低

成本，努力让不锈钢产品走向千家万户。”

在青拓集团内，到处可见印有“炼百年

不锈，筑绿色未来”的标语。秉持这一发展

理念，青拓集团将依托自身拥有镍矿资源

和技术、物流、市场等综合优势，进一步延

伸不锈钢精加工产业链，到 2025 年实现不

锈钢产值 3000 亿元。

“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的业务同比增长 80%以

上，消费复苏的感受越来越明显。”佳沃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称“佳沃集团”）董事长陈绍鹏说。

走进佳沃集团蓝莓基地，公司研发的植保机

器人穿梭在大棚间，按远程指令为蓝莓进行病虫

害防治；田间微型气象站全天候采集数据，工作

人员正在根据终端分析数据实时调控水肥，精准

灌溉，通过数字中控平台、气象系统和水肥智能

设备，进行数字农情全天候监控，指导蓝莓种植，

避 免 了 传 统 农 业 的 重 复 性 成 本 ，提 高 了 生 产

效能。

近几年，我国蓝莓产业发展迅速，离不开龙头

企业的带动。佳沃集团水果事业群总裁王海伟介

绍，佳沃蓝莓采用设施农业模式，有效提升蓝莓产

业种植效率，缩短投入产出周期。如佳沃云南蓝

莓基地能实现当年挂果、第二年丰产，而传统蓝莓

则是 3 年挂果、5 年丰产；佳沃云南蓝莓基地的采

摘季从当年 11 月开始，直到次年 6 月，年亩产量逾

2 吨。

从育种、种植、生产加工、仓储运输等到品牌

建设，用科技赋能全产业链，让百姓的“果盘子”更

丰盛。佳沃集团研发了水果品种培育管理、种植

作业管理、采收现场管理、分选加工管理等综合性

管理系统。同时，通过数字化冷链物流监控及智

能仓储管理，让新鲜水果快速送达千家万户，形成

覆盖优种培育、智慧种植、智能分储、数字营销等

的果业全产业链。

佳沃集团还不断探索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通

过就业带动、技能培训、产销对接等多渠道助农增

收。目前，公司通过蓝莓种植技术推广带动种植

面积 20 万亩，促进农民就地就业近 20 万人。

农业不同于工业生产，产业链长、影响因素繁

多，“单打独斗”很难解决传统农业生产困境。相

较于其他食品，水果的产业链更长，横跨农业、物

流、零售三大产业。业内认为，水果流通领域行业

标准化程度低、人员密集、交易频繁，因此管理难

度更大。针对这些问题，佳沃集团推出了“云链果

仓”数智化解决方案，建立非标品的标准化管理，

用标准的产品编码、交易流程和结算体系，解决好

分货、货流跟踪、结算之间的关系，用数智化手段

实现智慧化管理。

在关注全产业链发展的同时，佳沃集团开始

由生产商向产业服务商转型，构建“佳沃农食数智

大脑”，推动农业食品产业实现数字化变革。佳沃

集团正在打造智慧农业生态圈，提供数字化转型、

产业战略梳理、现代财务管理、人才梯队加强、资

本化辅导等服务，帮助其他农业食品企业实现现

代化转型。

目前，佳沃集团已拥有多支数智化服务团队，

为生态合作伙伴提供多样化数智化服务。比如，

聚焦水果全产业链，以现代化智能分选设备和软

件系统统一果品分选标准提高分拣效率；提供覆

盖种植、加工、农贸的智慧云服务；聚焦农业产业

机器人的创新研发；等等。

新消费带来新机遇，未来 3 年到 5 年农业食品

产业将迎来更多发展机会。佳沃集团将积极拥抱

数字化变革，加速推动产业数智化转型。

佳沃集团推进数智化转型——

科 技 果 丰 盛 果 盘 子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了 50

件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其中“蜜胺”

发明专利及技术秘密侵权两案的赔

偿额高达 2.18 亿元。这是目前人民

法院针对同一工程项目判赔额最高

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

凭借技术秘密得到上亿元的赔

偿 ，这 在 同 类 侵 权 判 决 中 并 不 多

见。该案终审判决充分彰显了人民

法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鲜明

态度。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创新发

展要守法经营。守法合规经营没有

内外之分，更无公私之别。在“蜜

胺”侵权案中，权利人为中外合资企

业、高新技术民营企业，侵权人之一

则是国有上市企业。最高法依法认

定国有上市企业侵害中外合资企业

和高新技术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并高

额判赔，体现了对内资和外资企业、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一视同仁、平等

对待。

守法合规经营是企业安身立命

之本。企业需要把加强合规管理作

为防范风险、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作为一种习

惯、一种素养来培育，夯实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的基石。

首先，企业要增强诚信守法意

识和合规经营理念，尊重其他经营

主体的创新成果，维护市场公平竞

争秩序，推动形成良性市场生态。

有的企业通过傍名牌、搭便车、蹭热

点等方式提升企业曝光度。一味跟

风，容易迷失自我；脚踏实地，才能

走向未来。在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上

同台竞技、持续发展，靠的是守正创

新的真才实学，而不是人云亦云的

花拳绣腿，剽窃盗取别人的技术成果更不可取。须知，采用不正当

竞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最终的结果将是损人又害己，得不偿失。

其次，企业要根据规模、行业等自身特点不断加强合规建设，

提高管理法治化水平。比如，企业内部要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制

度，健全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保护管理制度。知识产权具有鲜明

的排他性，是企业的“独门秘籍”。对于产品配方及制造工艺等，企

业往往会选择技术秘密保护，或者在选择专利保护时进行技术保

留。不管哪种方式，只要采取的保密措施得当，企业可以无限期独

占技术、独享技术红利，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避免迈入“专利悬

崖”，失去专利保护。

基业长青，合规护航。随着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日益完善，抱有

侥幸心理钻法律空子的企业必将付出惨重代价。企业要积极主动

建设守法合规的管理体系，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在依法合规经营中

提升竞争力，筑牢守法合规的经营底线，为支撑企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青拓集团子公司青拓科技有限公司的不锈钢冷轧车间。 （资料图片）

云南蒙自佳沃蓝莓基地的工人在加工分装蓝莓。 嘉 轩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