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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重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内的智能加工配送中心下料车间在太重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内的智能加工配送中心下料车间，，分拣手臂机器人正在工作分拣手臂机器人正在工作。。 王泽龙王泽龙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太 重 突 破
（上接第一版）

太 重 还 能 活 吗 ？ 能 ！ 还 有 活 的 价 值 吗 ？

有！怎样才能活下去呢？

太重新一届领导班子拿出了清晰方案：力争

5 年实现“求生、脱困、新生”三步走。

距离老厂区 50 公里外，山西转型综改示范

区潇河产业园区内，太重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已

拔地而起。在这里，太重所有装备制造都能实现

以工序为单位的连续生产。各种机器人设备夜

以继日“上班”，智能导引搬运车来回穿梭、自动

取送货，一张钢板经过全流程生产线后，即可最

大程度地切割出各类高质量零部件，智能产线上

“只见物，不见人”。

退城入园，是太重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

笔。这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搬迁，更是完成了对几

乎整个产业技术周期的跨越。凭借这一跃，太重

在智能高端装备制造赛道上抢占了一席之地，也

为进一步发展赢得了市场空间。

重整旗鼓，谋划新生

求生不易。越是身处低谷，越要让向上攀爬

的每一步都踏实、有力。

“全体干部职工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当影

响不了外部环境的时候，内因就要起决定性作

用。”韩珍堂心里盘算着“三本账”，与新一届领导

班子一起，统一思想、锚定方向、谋划新生。

一是“政治账”——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算好“政治账”，这是太

重的安身立命之本。

白鹤滩水电站，我国最大水电清洁能源走廊

上的“超级工程”。2021 年，太重集团自主研发制

造的 1300 吨桥式起重机，犹如一只巨型手臂将

水电站“心脏”——全球首批单机容量百万千瓦

的水轮发电机组吊装就位。自此，丰富的水能源

源不断地转化为电能。

“我们承接的很多项目都是首创，它们的共

同特点是研发难度高、投入成本大，产品需求却

很小甚至是唯一。但是，这些代表行业最高水平

的关键技术，再难也要义无反顾地去攻克，将关

键技术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太

重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陶家晋说，

“这正是我们这些老牌国企应有的责任和存在的

意义！”

矢志造重器，为国增底气。70 多年来，从卫

星飞船发射到南水北调施工，从矿山深海开发到

“复兴号”高铁驰骋，太重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重

大项目紧密相连。这是太重人的责任，更是太重

人的情怀。“对于几十年来积淀的传统优势和职

责定位，不但不能放，而且要更加牢牢抓在手

中。服务国家需求，太重不能缺席。”太重集团党

委专职副书记、副董事长张新伟说。

太 重 之 于 国 家 ，是 保 障 战 略 需 求 的“顶 梁

柱”；之于山西，是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领头

羊”。一方面，太重先试先行，以老牌国企的改革

实践为山西省国企改革积累经验、打造样本；另

一方面，作为山西高端装备制造和风电装备产业

链唯一的“双链主”企业，太重稳稳抓住产业链关

键环节，牵头成立山西省风电装备产业联盟和高

端装备制造（工程机械）产业联盟，积极与链上企

业开展战略合作。

“我们看一家企业，不能只看其自身利润，还

要看其承担的重大战略任务，以及对行业发展乃

至国计民生起到的促进作用。”太重集团总经济

师、党委改革办主任苏伟中认知清晰。

二是“经济账”——

“经济账”是企业的生命线。不仅要会算，而

且要算好、算精。

求生路上，如何止损、扭亏、盈利，是必须闯

过的关口。论家底，太重在重型机械领域 70 多

年的积淀不可谓不深厚，但如果故步自封，不求

新求变，老牌国企也会举步维艰。

“就大环境而言，科技进步催动产业变革，行

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必须用新思路新

技术去重塑流程和产品。就太重自身而言，传统

的单件小批本身就不可能创造可观的利润，只有

实现规模化，才能赚到支撑发展的足够‘口粮’。”

苏伟中说。

立足实际，太重人明确“精细化、国际化、高

端化、智慧化”的发展方向，定下心来做好两件

事：一是产品制造由手工作业向信息化管理逐步

转变，二是产品生产从单件小批向“单件小批+

规模化”延伸。

由此，“3+5+3”产品战略目标应运而生。

所谓“3”，就是做强工业起重机、矿用挖掘

机、冶金设备这 3 个传统产品，服务国家重大项

目建设；所谓“5”，就是做优轨道交通部件、新能

源装备、铸件锻件基础材料、高端液压件、高端数

控机床这 5 个战略性新兴产品，引领市场、突破

“卡脖子”技术、推进国产化；最后一个“3”，就是

做精工程液压挖掘机、智能工程起重机、新能源

智能叉车这 3 个批量产品，为公司带来效益，同

时 推 动 山 西 装 备 制 造 产 业 链 集 群 式 、规 模 化

发展。

唯有巩固传统产品的领先优势地位，才能稳

住求生脱困的根基；唯有在战略性新兴产品上实

现突破，才能抢占未来发展的先机；唯有在批量

产品上赢得市场，才能发挥规模效应，为企业带

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进而形成健康良性循环。从

某种意义上说，“3+5+3”产品战略目标与当前国

家提出的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

也高度契合。

如今的太重，上下一心谋发展，眼睛盯着市

场看，行动围着效益转，以市场为导向、效益为中

心组织资源配置，把“要算账、会算账、算好账”融

入生产经营全流程。

走进太重智能高端液压挖掘机产业园，“大

挖”“小挖”“迷你挖”等各类液压挖掘机大大小小

整齐排列，仿佛把人带入了一个挖掘机“森林”。

随着以纯电、氢能、甲醇等新能源为动力的挖掘

机产品陆续问世，其装配的全球首款、全球首创

的新能源动力装备填补了行业空白，推动科技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在城市和乡村、高原和矿

山、工地和农田展示着“太重力量”。

“随着智慧工厂投入使用，传统优势产品、

战略性新兴产品和规模化批量产品三大板块

齐发力，太重的生产能力大大提升，已经具备

生产 300 万吨装备或产品的能力。”太重集团副

总会计师、战略投资部部长邱英杰话语中透着

自豪。

三是“社会账”——

对于一个致力于求生的老国企来说，背着包

袱重整旗鼓，绝非易事。

太 重 明 确“不 向 省 里 要 资 金 、不 向 省 里 提

需 求 、不 给 省 里 添 麻 烦 、不 把 一 个 人 推 向 社

会”。在太重看来，企业与职工是唇齿相依的

关系，国有企业的使命是为国家、为社会作贡

献，为职工谋福祉。一个企业收入再高、利润

再好，如果职工没有分享到发展成果，那就不

能算成功。

2020 年，在新一届领导班子推动下，太重首

次建立社会责任工作体系，从制度上积极构建企

业和职工的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坚持“企业好职工才能好，职工好企业才能更

好”，不折不扣落实完成好民生实事，坚决扛起

“不把一个人推向社会”的社会责任。

在做好主责主业的同时，太重与用户及合作

伙伴打造了共赢生态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持

续抓好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工作，在促进社会

和谐、“双碳”目标实现中主动作为，取得了有效

成果。

“家家有本难算的账，企业也一样。只有算

好政治、经济、社会这‘三本账’，才能处理好一域

与全局、当前与长远、主要与次要的辩证关系。”

韩珍堂点点自己的记事本，“太重人心里得有个

小本本，作决定时对照着翻翻。既要算总账，又

要 算 分 类 账 、明 细 账 ，既 要 算 大 账 ，又 要 算 小

账。总之，要算细账，不算粗账；算明白账，不算

糊涂账”。

重构机制，创新突破

“希望山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

来。”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的

殷切嘱托，亦为太重的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率先”上抢先机、在“蹚出”上下苦功、在“新

路”上勇探索。

彼时的太重，回头，已没有退路；向前，才是

求生脱困、转型新生的光明大道。太重人清晰地

认识到，道路千万条，改革第一条！必须要有大

动作、动真格，这样才能真正蹚出一条新路来。

一场史无前例的全面改革在太重持续铺开。

管理体制改革打响头炮。

劳动、人事、分配制度事关干部职工切身利

益，向来是改革难啃的硬骨头。“一棋动而满盘

活。我们全面深化三项制度改革，不仅激活了人

力资源这一核心要素，还为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苏伟中表示。

其一，落实人事制度改革，职位能上能下。

2022 年 6 月，因采购的原材料表面质量严重

不合格，太重集团 2 名中层干部被免职，2 名基层

干部受到记过处分并调离岗位，2 名职工留用察

看调至共享中心。事情不大，但对干部职工的触

动很大。“不换思想就换人、不担当就挪位、不负

责就问责、不作为就撤职”，在太重，大大小小的

干部对此熟稔于心。

既要严管，又要激励。打通人才向上通道、

为干事者撑腰壮胆，太重坚持“你有多大能耐，给

你多大舞台”，积极选用年轻干部，中层干部中

“80 后”占比 65%，更有“90 后”走上子公司、分公

司“一把手”岗位，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其二，开展劳动制度改革，员工能进能出。

在太重集团党委组织部员工发展室，办公桌

上与多位博士签订的协议引起记者注意，从丰富

的科研经历和研究成果来看，他们个个在装备制

造领域有着高深的学术造诣。

种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不断拓宽人

才引进渠道，也是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之一。“揭

榜挂帅”和“赛马”机制落地，“项目用才、飞地聚

才、人才引才”三向引进，近 300 名科技研发人才

汇聚太重。23 名国际一流人才加入太重，激发

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动力活力。

好的机制不仅要有“入口”，也要有“出口”。

按照“业绩考核、奖罚分明”的要求，按周期开展

全员绩效考核，以优秀 20%、良好和合格 70%、待

改进 10%的比例进行动态考核，并且按照不低于

在岗职工 2%的比例进行末位淘汰。“对于末位淘

汰的职工，我们不会直接解聘，而是会给他们再

学习重新上岗的机会。”太重集团党委组织部部

长张守一说。

其三，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收入能多能少。

“我刚刚拿到了 4 万元的奖励。”太重智能采

矿装备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采矿装备智能化所

所长岳海峰乐呵呵地告诉记者。最近，他和团队

共同开发的电铲、矿车多机协同控制系统项目完

成既定任务，获得集团 SBU（战略业务单元）奖

励，团队每个人都有钱拿！

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SBU 项

目按贡献大小分配奖励、“勇于挑战助跑摘桃”专

项激励、对“精英管理、科技创新、能工巧匠”三类

人才进行奖励等一系列举措，让企业职工有压

力，更有动力。

太重建立起“双基数、双增长”考核机制，实

施收入分配向一线、技术、营销“三倾斜”，完善了

宽带绩效薪酬升降档机制，执行“业绩增、薪酬

增，业绩降、薪酬降”的考核体系。此外，还试点

将 245 名核心骨干纳入“科改”及“双百”超额利

润分享，面向上市公司 228 名核心骨干探索实施

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强化业绩考核与激励水平

“双对标”。聚焦对生产经营和转型发展起到重

要作用的核心骨干和关键岗位，以创造利润增量

为基础，以增量价值分配为核心，真正解决“吃大

锅饭”问题，让广大职工共享企业改革发展红利。

流程再造中寻求突破。

走进太重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自动机械

臂“徒手”完成打孔、塑形、剪裁等步骤，一块块钢

板被自动加工成形状、薄厚各异的产品用料，自

动导引搬运车穿梭在生产线与堆放区之间，将加

工好的成品原料件按需运往下道工序⋯⋯这间

由机器包办的下料车间，即使黑着灯，照样能

生产。

“我们的智能下料生产线集成了各类先进

边端传感器技术，实现了排产、生产、仓储、物流

全过程协同智能制造。”太重集团智能加工配送

中心下料产线总设计师王春英介绍，太重首创

了重型装备制造行业“混合套料、集中下料、智

能控制”新模式，实现全过程智能化管控后，下

料效率提升 70%，材料利用率提高 17.6%，制造

成本大幅下降，“无论是单位产能、人均产能，还

是人员参与度，我们都是国内重装行业的最高

水平”。

与传统模式不同，如今的焊接正逐步告别

“焊花汗水交织”的传统作业模式，由机器人当主

角。在 7.5 万平方米的焊接中心，太重各个分公

司所需部件均在这里统一焊接。

“一个计算模型可以容纳数万个变量，能够

准确无误控制这条产线上复杂的工作内容。”“中

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太重工匠”樊志勤介绍说。

从一名技术工人成长为享受中层正职待遇

的“太重工匠”，樊志勤和团队创造了连接工艺

法，不仅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而且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在三维建模、数控编程与仿真技术加

持下，太重的焊接机器人已应用于重型、特大型

起重机主梁，这在全球都是首例，且焊缝焊达率

99.5%。“谁会想到呢，我们这些焊工是拿着笔记

本电脑完成工作的。”樊志勤不无感慨地说。

繁琐的工作“装”进了电脑，全集团统一配

料，自动组对、自动焊接⋯⋯“黑灯的背后，是物

联网、云计算、AI、5G 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实体

工厂的融合。”太重集团数智科技股份公司副总

经理聂景峰表示，从“传统工厂”到“智能工厂”，

从“单件小批量”到“一体化协同”，从“手工生产”

到“智能制造”，在数智赋能下，太重完成了生产

组织形式的跨越式变革。

科技创新是制胜之钥。

智能自动上料、专属“身份证”、AI+3D 视觉

技术机器人⋯⋯在太重智能高端装备产业园区

的 生 产 车 间 ，由 1.5 万 种 零 部 件 组 成 的“ 巨 无

霸”——220 吨级混合动力矿用卡车，用实力展示

了从一块普通钢板到大国重器的华丽蝶变，其背

后正是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

科技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掌握关键核

心技术是制造业企业的生存之本和制胜之钥。

为构建“一重点、一中心、多基地”全球研发

体系，太重打造了以太原本部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和全国重点实验室，以及天津、上海、西安、深

圳和德国、日本等研发中心协同发展的技术创新

格局，对接先进技术理念，深耕欧美国家市场

资源。

“借脑引智”为太重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

“我们与知名高校联合共建‘智能采矿装备技术

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与浙江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优势专业对接签

订合作协议，为的就是‘拿来’与‘首创’并举。”太

重集团技术中心副主任、智能采矿装备技术全国

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李光表示，太重正加快科

研成果转化，打造创新生态链，主动顺应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推进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创新技术与公司产品、

服务的融合应用，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

创新关乎企业生命线。太重在技术攻关和

新产品开发方面持续加大投入，连续 4 年召开

科技质量大会，累计投入研发资金 40 亿元，年

均 增 长 25%。 此 外 ，还 通 过“揭 榜 挂 帅 ”和“赛

马”机制，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攻克关键核

心技术、工艺、软件等，真正把“卡脖子”转化为

“杀手锏”。

“现在，我们在‘产品+服务’‘装备+材料’

‘智能化产品开发’‘一揽子解决方案’等方面取

得明显突破，多项研究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填

补了行业空白。”太重集团副总经理吴建华说，自

2020 年以来，太重屡获殊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的创新生态已全面形成。

今 年 4 月 ，太 重 在 科 技 质 量 大 会 上 拿 出

1854 万元重奖科技成果创新人才。“这个数额

对太重来说是史无前例，对一线科技人员是莫

大 的 鼓 舞 。”太 重 集 团 技 术 中 心 主 任 程 东 生

说 ，“ 大 会 首 次 设 置‘ 转 型 首 创 贡 献 奖 ’，体 现

出公司对高精尖技术的期望，今后我们还要提

升本领，让更多高端的科研成果从‘书架’走上

‘货架’。”

任重道远，未来可期

“你好，2050”——在太重集团展览中心，太

重人对建厂百年时的瑰丽畅想，吸引着来访者的

目 光 。 与 科 幻 大 片 的 百 年 畅 想 相 比 ，太 重 以

“2019 年亏损 9.9 亿元”为基点的逆势翻盘，同样

令人炫目。

2020 年 以 来 ，太 重 实 现 了 营 业 收 入“ 四 连

升”、经营利润“四连增”，市场信誉一年一步新台

阶，新的太重已令人刮目相看。

受客观条件、市场环境以及自身因素影响，

企业前进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起起伏伏也不足

为奇。科技进步与市场变化不会迁就任何人，在

企业发展史上许多曾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块头”

都难逃被淘汰的命运。太重几年间从绝境到重

生的变化，令人惊叹也使人追问，这家老牌重机

企业凭什么能“老树发新芽”？其经验能否为其

他 传 统 制 造 业 企 业 穿 越 周 期 、拓 新 发 展 提 供

借鉴？

在太重人看来，“千难万难，畏难才是真难！

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一条：坚定不

移搞改革，哪有问题改哪里”。

改革，首要的是改意识、换思路。市场！市

场！还是市场！太重全员调整计划经济时代旧

思路，提出“用户至上、效益导向、以人为本、改革

创新、对标一流”核心价值观，与市场近些、再近

些。再也没有“大锅饭”和“铁饭碗”，要在企业效

益上见真章，明确“以效益为中心，以结果为导

向，以成败论英雄”，同时探索开展“强激励”“快

激励”“简激励”多种激励方式。“以前是‘有活儿

就干，没活儿就歇’。现在业务员都不着家，天天

在外面跑市场、访用户，劲头可足了！”太重集团

营销中心总经理王俊伟说。

改革，关键是朝着顽瘴痼疾开刀。集团机构

臃肿、职责不清，就重构公司组织架构，职能部门

减少三分之一，内设机构减少 67%，建立起职责

清晰、精简高效、运行专业的管理机制；下属成员

单位管理分散混乱，就重塑制度流程，对财务、营

销、采购、外协四项关键业务实施集团集中管控，

构建起“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的管理体系，

实现标准流程对业务条线的全覆盖；原有的生产

组织模式落后，就重组业务板块，构建“一总部、

多园区”协同发展新格局，明确“3+5+3”产品战

略目标，实现产品智能化、产线数字化、管理信息

化，主营业务向“高”迈进、以“智”取胜、逐“绿”

发展。

改革，归根结底是解决好人的问题。太重把

握 2020 年开始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契机，以劳

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为抓手，牢牢抓住

“人”这个关键因素。从 2020 年下半年开始，领

导干部全体“起立”，公开竞聘，重新“抢”座。改

革后，太重集团中层干部减少 25%，管理人员减

少 61%。用好用足一批人，挖掘激励一批人，再

带动提升一批人。人还是那些人，但精气神大不

一样，每个人都有机会大展拳脚，企业面貌也焕

然一新。

曾经，太重给人以“老、大、难”的刻板印象；

如今，新技术、新模式，新领域、新赛道，新战略、

新目标，已成为太重再出发的新标签。

对此，市场给出了积极反馈。2023 年 12 月

7 日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发 布 公 告 ，同 意“ 太 重

YK01”从 12 月 11 日起挂牌交易，发行规模 20 亿

元。这是山西省首单机械行业科技创新可续期

公司债券，也是同年山西省发行规模最大的可续

期公司债券。

其中，两个关键词备受关注。一是“科技创

新公司债券”，通常对企业的科技属性有硬要

求。这说明，就科技创新这一维度而言，太重在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方向的努力已经赢得

“创新型企业”标签。二是“可续期公司债券”，这

种可以延期偿付本金及利息的债券对发债主体

自身实力的要求更高。这是太重 8 年多来首次

于债券市场完成的一轮融资，真实反映出市场对

太重稳步求生脱困的认可和信心。

“今天的成绩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来

之不易、难能可贵。求生已基本解决，但脱困还

在路上。太重还在恢复期，就像一个病人刚刚痊

愈，能站起来了，但还不能去百米冲刺。”太重人

深知，未来路还很长，要脚踏实地走稳走好，依然

任重道远。

任之“重”，“重”在始终将“铸国之重器”的使

命担当扛在肩。

重型机械行业向来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一

国的重机行业发展水平，直接反映该国制造业能

力和水平。在诸多国家基础性、战略性重大工程

中，以太重为代表的重型机械企业都发挥了重要

的支撑保障作用。

70 多年来，屡屡在国家建设中攻坚克难、大

显身手的太重，绝不甘心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

技术跟跑的位置，而是瞄准世界一流水平，提出

“打造具有国际一流竞争力的现代智能装备制造

企业”的愿景。顺应发展大势，推动商业模式由

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技术创新由跟跑向

“并跑+领跑”转变、发展方式由投资向“品牌+平

台”转变、企业经营由制造销售向“产业链+生态

圈”转变，既是太重谋求新生的必然选择，又是太

重肩扛使命的主动作为。

道之“远”，“远”在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

“我国经济发展质效态势良好，为重机行业

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谁能抓住新的机遇、把握

好改革方向，谁就能形成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和

澎湃动能。”王继生说。

对于太重来说，传统产品如何做强，尽快实

现提档升级，更好服务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战

略性新兴产品如何做优，引领市场，突破“卡脖

子”难题，更好满足国家战略需求？规模化批量

产品如何做精，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不断夯实

企业更好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进而如何真正

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

作答。

当前，太重的工作重心已由过去大规模搬迁

改造项目建设转到全面推动生产经营上来。下

一步，怎样化解订单与产能不匹配矛盾，是太重

亟需思考和推动的工作。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太重召开抢市

场、抓订单动员会，提出“按照内部市场充分占

有、外部市场全面开拓的思路，让客观形势为我

所用”，要求“不断适应市场、满足用户，以广泛认

可支撑市场开拓”。

5 月 7 日，太重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行业首

创甲醇汽车起重机正式投入使用；

5 月 30 日，又一个超百吨级的“重量选手”

TZ1350 液压反铲挖掘机在太重亮相，其伸展开

来的“太重臂膀”高擎向未来；

6 月 11 日，在太重轨道交通产业园区，近万

片高端客车轮整装待发，即将发往海外。

⋯⋯

应时而变，厚积薄发。国之太重，未来可期。

（调研组成员：赵 子 忠 顾 阳 李 红 光

栾笑语 梁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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