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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发展和行业的竞争中，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全国钢
铁产能增长快于产量，产能过剩矛盾
逐渐形成并累积。2015年，钢铁行业
陷入了全面亏损的境地，昆钢也未能
独善其身，亏损达35.6亿元。

“昆钢在云南钢铁行业‘一厂独大’
的风光已不复存在，省内民企逐渐壮
大，其总量已超过昆钢。昆钢产品在省
内的市场份额逐步下滑；由于进口铁矿
石价格大幅下跌，昆钢原有的铁矿石资
源优势被削减，东部沿海钢企凭借低成
本进口矿优势大举进军西南市场，受行
业不景气和多方挤压。”昆钢公司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杜陆军分析道。

“昆钢的出路在改革，昆钢的希望
在创新”。在极端困难时期，昆钢制定
了“钢铁筑基、多元并举、产融结合、绿
色发展”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产业结构
转型、管理转型“两个转型”的思路，并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和勇气，进行历史上最大力度
的改革调整。

2016年，昆钢对安宁本部、草铺
新区、红河、玉溪4个生产基地的组织
结构进行优化，化解 280万吨粗钢产
能，承担了云南省 75%以上的钢铁产

能化解任务。
同时，昆钢对 115个子（分）公司

和业务进行拆分、重组和整合，处置了
大量低效亏损企业，盘活不良资产，成
立了新的八大产业集团，形成了传统
产业、现代物流、节能环保产业、新材
料产业、装备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六大
产业板块。

2017年，昆钢实现全年钢铁与非
钢营业收入 933亿元、利润 10亿元的
目标，一举摘掉亏损帽子。2018年，昆
钢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利润超过
15亿元。

2018年 3月，昆钢与招商局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区域综合开发、
综合物流、高速公路与智慧交通、金融
服务与投资、大健康产业等多领域开
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投资总额预计
将超过1800亿元。

2018年5月，昆钢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战略部署整合重组云南物流产业
集团，并以此为契机，努力将现代物流
产业打造为昆钢新的支柱产业。

昆钢还引入全球知名的麦肯锡公
司和罗兰·贝格公司，优化管理、制订
规划，并围绕“昆钢本部环保搬迁转
型”和“昆焦转型”两大项目，全方位绘
制了“安宁草铺新区绿色智能制造基

地”“昆钢本部工业遗址文化旅游及大
健康基地”“昆明宝象临空国际物流产
业基地”的发展蓝图。

“三大基地”的打造将使昆钢脱胎
换骨，实现华丽转身，成为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的新标杆。

面向未来，昆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赵永平满怀信心：过去是昨天的
精彩，未来将从今天启程。新时代、新
担当、新气象、新作为，在“十三五”宏
图徐徐展开之时，昆钢将继续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围绕“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主
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昆钢产业和管理两大层面的转
型，为国企改革谱写新篇章，为服务云
南经济社会发展策马扬鞭！

黄沙淘尽始见金。80年的逐梦路
程、80年的嘹亮回声，与未来的期盼
水乳交融，在时光的穿梭变幻中破茧
成蝶！继往开来、革故鼎新的昆钢，奉
献给云南大地的，是财富、是底蕴、是
豪情。

在这片熔铸了峥嵘岁月、铁骨柔
情的热土上，一个用80年厚重历史打
造出来的长青基业正蓬勃发展，一个
壮阔、美丽的新昆钢正呼之欲出，稳步
向着百年品牌进发！

铁 血 初 心 云 岭 钢 魂
——昆钢80年发展历程实录

本报通讯员王晓江王天俊陈正华记者杨建华

当历史的指针，从1939年2月22日转到2019年2月22日，昆钢，红土高原上最大的钢

铁联合企业，走过了29000多个激情燃烧的日夜。在这片被铁水浇灌、钢花点缀的土地上，一

代又一代昆钢人怀揣梦想，在奋斗和探索中前进，使昆钢从一个小小的钢铁厂逐步发展成为产

业多元、技术与装备先进、综合竞争力跻身中国500强的大型国有企业。

战火烽烟中诞生，百废待兴中建设，改革春风中崛起，多元发展中前进，转型升级中做强。

八十载风雨兼程，冬去春来峥嵘岁月，昆钢的奋斗史，就是在彩云之南奏响的一曲雄浑、豪迈、

壮美的交响乐……

——钢铁救国

周仁，中国钢铁冶金学、陶瓷学的
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作为 1910年清华大学留美公费
生，周仁虽然在数学和文学方面的造
诣颇深，但他却选择了机械和冶金专
业，因为他坚信“强国必先利器”，并认
为“一个国家没有钢铁就像人没有骨
架”。毕业后，这位成绩优异的海外学
子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以及美国
公司重金聘请的机会，毅然回国开启
钢铁强国之梦。

1928年，周仁在上海创立国立中
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领导建成了三
相电弧炉，炼出不锈钢、锰钢、高速钢
等铸件，成为中国电炉炼钢的创始人
之一。

1937年 8月上海陷落后，周仁为
了保护科研成果，将工程所大量的仪
器设备和书籍资料装成 700个大箱
子，于 1938年秘密乘邮轮离开上海。
历经一年的长途跋涉，辗转香港地
区、越南，最后从滇越铁路抵达昆明，
将研究所迁到云南。之后，周仁积极
筹划，不断奔走呼吁，希望借研究所
现有的设备和技术力量，为云南建一
个钢铁厂。

在时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缪

云台以及其他爱国资本家的联合支持
下，公私合股的中国电力制钢厂应时
而生。1939年 2月 22日，公司在重庆
召开创立大会第一次股东会，推举缪
云台任董事长，周仁任董事、总经理兼
总工程师。

考虑到既能避免日本飞机的轰炸
以及对昆明市造成的干扰，又能在交通
和电力方面获得便利，厂址选在了当时
安宁县桥头村附近的山沟里，距昆明23
公里，也就是现在的昆钢桥钢厂原址。

同年 11月 7日，为进一步满足抗
战和民用钢材需要而筹备的云南钢铁
厂也正式成立，周仁任筹委会副主任
委员。自此，作为昆钢前身的中国电力
制钢厂、云南钢铁厂就承载起“钢铁救
国”“钢铁强国”的梦想，在炮火纷飞中
谱写下动人心魄的壮丽篇章。

一年多的生产备战，白手起家困
难重重，在最艰苦的时期，周仁的夫人
聂其璧甚至把自己的嫁妆全部捐出。

1941年 6月 9日，一吨电炉终于
建成；8月 28日，炼出第一炉钢水，浇
出了9根钢锭。

曾任昆钢公司总经理的祁山，如
今已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他经历
了一个时代的洗礼，见证了昆钢的发

展历程。
“在安宁县连然镇螳螂川畔建立

的云南钢铁厂，一开始便引起了日本
侵略者的注意，在炮弹空袭、机枪扫射
中屡次遭到破坏；直至 1943年 5月 24
日，历经3年断断续续焊接拼凑起来，
通过人拉马驮运原料的 71立方米高
炉才冶炼出了第一炉铁。至1945年抗
日战争胜利，中国电力制钢厂和云南
钢铁厂为著名的滇西战役、为云南的
和平解放奉献了 1万多吨铁水、4000
多吨钢材，并培养了首批工程技术人
员，为支援抗战作出了贡献。”祁山说。

尽管瘦小的炉膛里奔涌而出的
铁流如涓涓溪水，但盛开在战地之中
的鲜红铁花却格外炽热和美丽。在这
个遍布弹坑的土地上，云南钢铁工业
以云南钢铁厂这座小小的高炉和中
国电力制钢厂的小电炉为标记延伸、
展开来。

一粒砂，藏下光阴的沉淀，千锤百
炼方能成钢；一种精神，历经岁月，风吹
雨打幻化为韧。寻觅一方水、一方人扎
根的时代，聚焦在渐行渐远而又被时光
打磨成金色的记忆里，我们似乎还能闻
到炮火硝烟的味道，还能触摸到来自八
十年前的钢铁的温度。

——百废待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希望的曙光
照亮了华夏大地。

历经兵荒马乱的十年艰辛，昆钢
结束了蹒跚学步的幼年时代，正式迈
向成长壮大的新时期。此时的祖国大
地，百业待兴，人们的劳动热情随着建
设新中国的梦想日益高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获
得解放的云南一边开始艰巨的经济
恢复和建设任务，一边投入到“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中。前线的战斗离
不开后方的援助，昆钢也积极响应
省政府“增产节约、支援前线”的号
召，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劳
动竞赛，两个厂先后成立了中共支
部委员会，生产势头前所未有地获
得提升。

1952年 1月，中国电力制钢厂更
名为西南工业部 208厂，云南钢铁厂
更名为 209厂；在资金、材料、技术仍
然紧缺的条件下，两个厂当年产铁
7000多吨，为新中国成立前全部产量
的 59%；产钢 2400多吨，破历史最高
纪录。

这一年，昆钢正式向国家上缴利
润，一些劳动模范把所得奖金全部捐
献给了抗美援朝。

1953年，在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
五年计划、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
两个厂合并为西南钢铁分公司 105
厂。合并后，优化的生产管理带来了可
喜收获，钢铁联合企业当年即向国家
上缴利税 210万元，为推动云南经济
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个时期，钢铁生产所需的矿石
非常紧缺。

“王家滩铁矿抗战时就开始开发，

1952年开始恢复生产。从王家滩到安
宁，每天有 200多辆马车在安宁到草
铺到王家滩的路上运送矿石。到了
1954年，开始正式建设王家滩，此后
就是修铁路，速度很快，半年多时间就
建成了，到 12月 25日正式通车，矿石
就直接拉到昆钢了。”昆钢公司原副总
工程师刘世泰说。

1955 年 6 月 1 日，105 厂更名为
昆明钢铁厂，从此，“昆钢”的简称沿
用至今。

1956年 4月，昆钢召开第一次党
代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定下了
提前一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
并成功实现。

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
成为时代的标签，在这个特殊的年代，
尽管生产工艺和设备设施及其简陋，
昆钢人仍然在艰苦的劳动条件下，推
动起钢铁大规模生产的浪潮。

“当时虽然条件艰苦，大家却毫
不抱怨，积极奉献，艰苦奋斗，没有懈
怠。比如要上钢铁，没有运输工具，老
百姓拿着毡帽，端起矿石送到昆钢
来。那个时候虽然艰苦一些，但是大
家都很希望把这个钢铁产业很快地
搞上去，这不是一个人的信念，而是
全体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共同的心
愿。”昆钢公司原党委副书记、经理王
向明说。

1958年10月、1965年12月，时任
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两次
赴昆钢视察，对昆钢实现规模化大生
产给予了高度关注。邓小平同志要求
昆钢按照规模生产进行规划建设，要
求企业的新增设备要有现代化水平，
并加大对旧设备改造的力度，提高劳

动生产率。
在国家和省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昆钢210立方米二号高炉、三号高
炉，255立方米四号高炉如雨后春笋
拔地而起，一批炼钢轧钢生产线及一、
二号高炉相继建成投产。

1970年 7月 1日，五号高炉建成
投产，实现了昆钢日产千吨铁的目
标，加速了云南省钢铁工业的发展，
也是昆钢在那个特殊年代负重前行
的标志。

昆钢公司原副总工程师李锦江
介绍，参加五号高炉建设的有上海
的造船工人、武汉的筑炉工人、云南
的土建和火电安装工人、民兵连、解
放军通讯部队，昆钢工程团也在列。
7月 1日凌晨，五号高炉建成、点火。
上午 9时省里在五号高炉前举行了
热烈的庆祝大会。“晚上 9时，我下令
打开出铁口放铁，铁口打开那一刻，
滚滚的铁水奔流而出，铁水带着灿
烂的红光映红了半边天，原来的灯
火都暗淡下去，高炉四周近万人自
发地鼓掌。”

料仓、铸铁机等配套项目纷纷建
成，结束了露天作业、人工上料等重体
力劳动方式；焦化厂、烧结厂的投入使
高炉用上了冶金焦、熟料，告别了土
焦、全生矿炼铁的历史。一个具有 50
万吨产能的钢铁联合企业在全省人民
的热切期望中初具规模。

从第一斗矿石、第一炉铁水、第一
块钢锭、第一条钢筋、第一张薄板开
始，昆钢把铁骨柔情深深地植入共和
国的土壤，每迈出的一步都承载了昆
钢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为国家作
贡献的豪迈情怀。

——继往开来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

十里钢城十里春，一寸热土一
寸情。昆钢循着中国历史的轨迹进
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用
铁的信念、钢的意志建造起来的钢
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改革开放第一年，昆钢牢记各
级领导的嘱托，走科技振兴之路，在
已形成规模的基础上确立了“挖潜
改造和扩建相结合，滚动发展”的思
路，以矿山为基础、炼钢为重点、节
能为方向，学大庆、抓质量、重科研，
最终走出了持续亏损的低谷，全年
产铁 36万吨、产钢 31.7万吨，实现
利润35万元。

为了改变整体技术装备“老、
小、旧”的面貌，昆钢开始引进和研
制先进的生产设备。

20世纪 80年代初，从德国引进
了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小方坯
连铸机，为了节约成本，引进的只是
主机，其他所有配套设施都是自己
设计和建设，在二炼钢投入生产后
又进行了多次技术改造，年生产水
平超过了设计能力，多项技术经济
指标居全国同类机型的首位，被誉
为全国“连铸一朵花”。

昆钢炼钢厂原厂长何成绩自豪
地说：“其他企业买设备的时候，德
国设备商就推荐说，中国昆明钢铁
公司的小方坯生产管理好、产量高，
希望你们到昆钢去学习。”

创造这些奇迹的，不仅仅是设
备水平的提升，更是无数昆钢职工
默默的奉献。

何成绩说，有个补炉的普通工
人，为了保证工作质量，下班后他还
不放心，返回来看看他补炉的质量，
炉子突然喷渣了，他当时全身烧伤
面积 80%，三度烧伤 70%。何成绩去
看他的时候，他说：“我知道，像我这
样的烧伤已经治不好了，但是我不
后悔，我看到现在昆钢和二炼钢的
生产情况和职工积极性、生产效益
这么高，我很安定、很安心，我希望
领导也放心，我会正确对待的。”

1993年，昆钢提前两年实现了
“八五”目标，年产钢首次突破 100
万吨，钢铁事业进入突飞猛进的新
阶段。

划时代的成就点燃了昆钢人

更大的创业梦想，昆钢在 20 世纪
90年代后期创造出了一个个“钢城
速度”。

1995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昆钢成立铁前三厂指挥部，
开始实施有名的“三三三”工程。

“‘三三三’工程就是利用 3年
的时间，投资 30个亿，建设 3个大的
项目，第一个是综合料场，第二个是
烧结厂，第三就是六号高炉。”昆钢
公司原副总经理、副工程师尹培宇
介绍说。

一年后，综合原料场投入使用，
结束了昆钢没有大型料场的历史；
两年后，第三烧结车间两台 130平
方米烧结机点火烘炉投入生产，其
装备、自动化控制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1998年 12月 26日，从卢森堡引
进的 2000立方米大型高炉仅用了
23个月的时间进行拆卸重建，开炉
后创下 69天达产、3个月利用系数
达“2”的国内同类型高炉的最快纪
录，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先进行列，被
称为精美的钢铁艺术品、中国西南
第一炉。

尹培宇说：“当时卢森堡工程师
说，他们建这个高度用了 5年时间，
我们拆除起码两年以上才能拆除，
结果我们用了 3个月的时间，就把
百米高炉拆了 50米，他们感到非常
震惊，在会上都伸大拇指说中国人
真是了不起。”

已故的昆钢公司原董事长马玉
康生前说：“用两年的时间建成那么
大的高炉，在国内没哪家做到的，六
号高炉的建设，是我们在市场竞争
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和条
件，我肩上的责任不知道有多大，只
想着干成，没想别的。我对当时的云
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说，请放心，我
一定负责任地把这个高炉建好，建
设成国内当前 2000立方米以上高
炉的先进水平。”

昆钢炼铁厂原厂长杨光景说：
“我们从决策到建设到生产，都倾注
了非常大的精力，当时马玉康董事
长说的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忆犹
新：六号高炉干不好，你杨光景就地
免职。这句话对我是一个压力，当时
也是对我的鼓励。”

尹培宇说：“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就是
说，昆钢的钢材不得不用，但不能重
用，六号高炉建成以后整个昆钢有
突破性的发展，整个昆钢的钢产量
从 100万吨达到了 200万吨，质量也
有很大的飞跃，昆钢的钢材变成了
抢手货。”

六号高炉的建成投产，圆了几
代昆钢人的大高炉梦，标志着“三三
三”工程的全面胜利，使昆钢铁前工
艺技术装备水平空前提升，缓解了
铁不保钢的矛盾。在加快冶金设备
大型化和现代化的同时，昆钢逐步

淘汰了落后工艺，实现了全转炉、全
连铸和 100%一火成材，昆钢从此迈
上新台阶，迎来了大飞越！

一座座高炉巍然耸立，一片片
厂房与远山一起绵亘蜿蜒，勾勒出
城堡一般刚毅的曲线。夜晚，钢城是
个不夜城，点点星光与璀璨的灯火
交相辉映；车间里的设备欢快运转，
工人们热火朝天。火龙呼啸、金瀑飞
流，线材、棒材、板材、型材……从流
水线上源源不断地融入城市的建
设、千家万户的生活，搭建起道路桥
梁的骨架。

1999年，昆钢改制为昆明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激
发了企业运营活力。

在这个时期，昆钢建起了 66万
吨第三炼钢厂、50孔焦炉、80万吨
棒材生产线、240万吨氧化球团生产
线、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速线材
生产线和板带生产线，多品种、高附
加值产品的扩展使钢铁产能和经济
效益同步提升。

时任引进组组长的张九皋介
绍：“高速线材是昆钢 1993年按照
国家对外引进政策，引进的德国西
马克的设备和美国（GE）公司的控
制系统。这条生产线的轧制速度，
当时是全国第一的，单条线的产量
也是全国第一。这个项目为昆钢后
续的发展，从量的提升到质的提
升，包括进入国内 500强都起到了
很大作用。”

2002 年，在中国首次发布的
500 强企业排行榜中，昆钢成功
入围。

2004年，昆钢成为云南省第一
个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省属企
业，成为全省工业战线的排头兵。

昆钢公司原董事长郝蜀东说：
“2004年 11月末，销售收入第一次
突破了 100亿元的大关，省委、省政
府和昆明市委、市政府专门给昆钢
开了个庆功大会，向昆钢颁发了‘销
售收入过百亿’的纪念牌，这个事情
对全省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事情，到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一砖一瓦，一步一印，一幅壮
阔的钢铁画卷在云岭徐徐展开。昆
钢，从此被誉为“红土高原上的钢
铁脊梁”。

——多元并举

随着全国钢铁行业的迅猛发展，
市场竞争的压力与日俱增，制定正确
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
保证。居安思危，在这点上，昆钢从来
没有停止过探索。在新形势下，昆钢提
出了“主业优强、相关多元”的战略。

2007 年开年，昆钢人共同见证
了又一个历史性时刻：400万吨大红
山铁矿竣工投产，成为昆钢钢铁生
产的“大粮仓”，171公里控制技术居
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管道开始输送铁
精矿浆。

昆钢公司原副总经理陈子刚说：
“由于资金紧缺，大红山是继续建还是
停建，公司专门召开了专题会议，给我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公
司的副总工程师刘世泰同志说了一句
非常感人的话，他说如果公司的资金
困难，他愿意把家里面的积蓄拿出来，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他的这句话讲出
了昆钢矿山人的创业热情。最后会议
快结束的时候，马玉康做出最后决策：
公司的资金再困难，大红山矿的建设
也要保证。”

2007年 8月 1日，昆钢引进战略
合作者，与世界 500强的武钢集团战
略重组昆钢股份公司。虽然距离现在
已有10多年时间，但很多人对当时的
情况仍历历在目。

昆钢公司原总经理严锡九说：

“2003年，昆钢把钢铁主业拿出来，组
成了昆钢股份，目的就是要在香港上
市，募集发展基金，但是，由于香港股
市发生变化，昆钢放弃了在香港上市。
转过头来看，跟武钢合作，在那个时候
是历史的选择。”

重组后，昆钢进一步提出了“纵向
延伸、横向拓展、打造核心”的多元化
发展思路，彻底改变单一产品经营模
式，为进一步拓宽产业布局、降低钢铁
主业风险开辟了道路，也为重组后的
长期、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钢铁、水泥、煤焦化工的产业层次
不断提升，自营矿山资源综合利用水
平不断提高；重型装备制造、国际贸
易、节能环保、文化旅游、电子商务等
板块快速成长，工程建设、地产开发、
现代物流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非钢
产业收入占比稳步提升。

2011年，由昆钢公司控股的云南
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

在新材料领域，昆钢利用现有设
备，在国内率先走出了一条“钢—钛”
结合模式发展钛材加工的道路，成功
轧制出中国第一卷冷轧钛卷，建成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第一座大型
电子束冷床熔炼炉，填补了国内空白。

昆钢公司原总经理李幼灵说：“一
定程度上讲，转型发展不是短时期的，
它需要一个过程，这些产业正在发展

的过程中、道路上。相信今后，这些产
业一定会越来越壮大，形成昆钢集团
新的产业支柱，形成云南地方经济结
构调整中的亮点。”

2015年 9月，昆钢与华润水泥签
署增资扩股协议，这是继引进武钢集
团战略合作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
重组，组建了云南省规模最大、最具竞
争力的水泥企业。

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昆钢公
司原董事长王长勇表示：“面对激烈的
市场竞争以及产业周期的变化，调整
产业结构，在突出主业，做优做强做大
钢铁主业的同时，适度发展相关产业，
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推进制造业
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是昆钢必须积极
面对的选择，唯此，才能发展昆钢，化
解市场风险，确保企业的基业长青，实
现全体员工的进一步发展，这也就是
昆钢发展自营矿山、水泥建材、现代物
流、钛合金、装备制造、电子商务等相
关多元产业的动力所在。”

昆钢逐步成为集钢铁主业、资源
型产业、新材料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为
一体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经营的现
代化国有特大型工业企业。2013年，
在全国钢铁行业大面积亏损的情况
下，昆钢成为西南唯一实现连续盈利
企业。2014年，非钢产业销售收入首
次超过钢铁主业。

——破茧成蝶

1943年建成的云南省第一座高炉

飞舞的钢花

20世纪90年代建成的第三炼钢厂、高速线材厂和后期建成的板带厂

中国电力制钢厂创建人缪云台、周仁等在建设工地。

20世纪90年代建成的六号高炉

太阳广场太阳广场

中国电力制钢厂建成的横列式轧机

高速线材以每秒90米的速度从吐丝机飞快而出

1981年从德国德马克公司引进的三机三流方坯连铸机，被冶金部领
导誉为“连铸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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