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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用讲故事的方式传承和弘扬企业文化，是

宝钢的传统。《宝钢文化经典故事》讲述的是

宝钢建设、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故事，有的虽

然已经过去了二三十年，但读来依然那么鲜

活，让人热血澎湃。这是宝钢的一笔丰厚的精

神财富，是前辈对后人的慷慨赐予，它带给我

们前行中的激励是永恒的。

什么是文化？有人说它是一种态度，有人

说它是一种行动，也有人说它是一种力量。不

管是什么，文化的传播都要根植基层，要有血

有肉，不能大而空，不能走形式、玩概念。我

很高兴也很感动，这些故事能够以人物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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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人公不仅有领导，更有普通员工；不仅有第一代宝钢人，还有宝钢工

程的建设者。他们都无愧于“宝钢人”这个称号，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

铭记、代代相传。也许，故事中所讲述的“舍小家顾大家”、“过家门而不

入”、“不分昼夜连续奋战”等片段，在今天的宝钢青年看来，有些难以理解

甚至认为不够人性化，但在宝钢创业初期，这不仅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而

且每天都在上演。这是宝钢人的一种朴素的情怀，这就是宝钢文化的源头。

对一个企业来说，战略会调整优化，产品会升级换代，技术会创新发展，

而文化则是精神追求的积淀，是永恒的存在。它是出发点，也是企业的最终指

向。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

越纷杂，我们在二次创业的进程中，需要有一种力量来连接过去、直面当下、

挑战未来。用故事的形式传承文化，就是对文化的一种自觉坚守。宝钢建设发

展30多年来，典型人物和经典故事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已经渗透到了宝钢人的

日常习惯和行为规范中。我相信，这种力量也一定会激励我们用更坚定的信念

和行动去追求心中的梦想。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理解的

文化自觉，是有意识地去倡导、建设、营造一种文化，在践行中回望我们的历

史，反思我们的得失。编撰《宝钢文化经典故事》系列丛书，可以帮助我们照

亮通向未来的路，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放宽胸襟，开阔视野，自信前行，

百折不回。

 徐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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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文化已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先进的文化引

领，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长盛不衰。

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名著《世界是平

的》中，引用经济学家戴维·兰德斯关于文化

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话所说：“尽管气候、自然

资源和地理环境都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国家能

够从农业社会跃进到工业社会，而有些国家没

有，但是关键的原因是他们不同的文化禀赋，

特别是一个社会在勤劳、节俭、诚实、忍耐和

坚忍等方面的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深入民

心的程度。”这段话对企业也完全适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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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企业发展之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

本。人的行为是受文化支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以文化为本。企业文化凝

聚着员工的共同信念，决定着企业的价值取向。优秀的企业文化激励着员工的

事业追求，推动着企业的日益兴盛。

宝钢文化是宝钢建设和改革、发展的产物。三十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以

“严格苛求的精神、学习创新的道路、争创一流的目标”为主线、以“诚信、

协同”为核心价值观的宝钢文化——这个宝钢人创造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文

化的创新，是在坚守先进文化前提下的创新。老一代宝钢人把一个世人瞩目的

物质的宝钢交到了我们手上，同时也为我们竖立起了一座精神丰碑。如何将宝

钢文化的精、气、神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是宝钢二次创业必须解决好的重大

课题。

文化的传播是需要载体的，故事是必不可少的载体之一。约翰·科特在

《紧迫感——在危机中变革》中对故事作用的论述相当深刻。他说：“播种一

个故事，就会收获一种感觉；播种一种感觉，就会收获一种文化；播种一种文

化，就会收获一种机制；播种一种机制，就会收获一种业绩。”他并没有讲过

头。人类文明史，几千年来在大众中的传播，不是主要通过故事吗？一部《论

语》，一部《圣经》，不是都有许许多多故事吗？所以有人说，历史是由故事

组成的，因为故事的存在，文化才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宝钢文化不仅要有理论

阐述，更要有故事诠释。宝钢历任领导高度重视宝钢故事的挖掘，三十多年

来，曾经组织编写了几个不同版本的《宝钢故事》，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为了把“用故事诠释宝钢文化”的工作做得更好，党的十七大之后，宝钢党委

决定组织编撰《宝钢文化经典故事》系列丛书。几年来，党委宣传部、企业文

化部和新闻中心的有关同志，为故事编撰的策划和每一篇故事的创造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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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原创性写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党委领导和部分宝钢老领导进行了具

体指导并参与了具体修改。

我不敢说这些故事已经完美，但是我知道，故事的整理者、创作者是饱含

着对宝钢历史的敬畏，对故事主人公的敬佩、对宝钢人的深情，以诠释文化的

使命和追求完美的态度来编撰的，大家尽了心，尽了力。编撰的过程，也是践

行宝钢文化的过程。回首宝钢三十多年的峥嵘岁月，我们情不自禁地被宝钢文

化经典故事、故事中的人物、人物具有的精神所深深打动。从中我们能够体会

“85·9”精神的真谛，可以找到以“三句话”为主线、以“四个字”为核心

价值观的宝钢文化的源头，从中汲取精神滋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宝

钢一次创业的历史渐远，然而，《宝钢文化经典故事》的发行，使我们感受到

一次创业的精神离我们更近了。让每一个宝钢人都来读宝钢文化经典故事吧！

她将给正在进行二次创业的我们增添无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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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三十多年的建设史，载入了无数的荣

耀与辉煌，也记录下了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

在党委宣传部、企业文化部、新闻中心同志们

的共同努力下，《宝钢文化经典故事》系列丛

书陆续出版了。白云苍狗，世事变幻，故事的

主人公有的虽已变老，但这些鲜活的故事却没

有褪色，经过时间的打磨，反而愈加鲜亮地呈

现在我们眼前。讲述这些当年的故事不仅是为

了展示宝钢人的创业精神和人文情怀，更是为

了让宝钢文化在一代代宝钢人的手中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

今天，重温“85·9”，老一辈宝钢人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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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祖国钢铁事业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奉献精神仍深深感动着我们。一代又一代

的宝钢人，使中国人的钢铁强国之梦越来越清晰。他们的身上，有一种精神、

一种力量、一种信仰，是留给新一代宝钢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宝钢的文化

基因。在此，让我们对故事中的主人公表示深深的敬意，因为是他们的无私奉

献创造了宝钢文化；同时，也向故事的作者和编辑表示深深的谢意，因为是他

们用故事诠释和传播了宝钢文化。

宝钢建设三十多年，印证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同时也代表着青春活力、热

情向上、与众不同。正因如此，已过而立之年的宝钢，始终充满着青春活力和

蓬勃朝气。从“85·9”那时起，一支支年轻的钢铁团队将宝钢一步步推向世

界前列。“真诚、友爱和创造力”，让宝钢日益强大，并且举世闻名。带着过

去的辉煌，宝钢走到了今天，凭着今天的实力，宝钢也将创造未来，奉献下一

个奇迹。我们要在员工特别是青年员工中大力弘扬宝钢文化，让《宝钢文化经

典故事》中蕴含的精神在青年员工中继续发扬光大。

当前，中国钢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究竟谁真正具有竞争

力，需要实力来证明。在疑惑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信仰，在现实的环境中，

我们更要扬起理想的风帆。让我们向故事的主人公学习，将实力与智慧、理性

与勇气、危机感与乐观精神完美结合，激发无穷的创造力，以饱满的热情投身

到变革中去，在宝钢事业的大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体现自我价值，实

现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创造宝钢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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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迅速赶上世界同类企业的先进水

平，由传统管理模式向现代管理模式转变，

没有突破之举、非常之举是不可能的。宝钢

从我国国情和企业自身实际出发，大胆创

新，形成了适合大生产需要的社会主义现

代企业管理方式。



经典故事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我们当下这一代中国人

拥有的共同梦想。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

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梦想才有目

标，有信念就有力量。同心共筑“中国梦”，是当代中国人的

共同目标。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对于宝钢人来说，我们可以贡献的力量是什么？当“中

国梦”照进“宝钢梦”，作为现代化的大型国有企业，“宝钢

梦”是钢铁报国、争创一流的梦；作为受尊重的社会企业，

“宝钢梦”是不断追求与员工共同发展、回报社会的梦。“宝

钢梦”的实现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支撑，先进文化的培育离

不开先进管理的保证。其中，效率是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

和原则，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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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与活力

投产伊始，效率就是宝钢人始终不渝的追求。因为宝钢人知道，成就“宝

钢梦”必须效率先行，坚持走精干高效的道路。

打好“效率”的算盘

夏日的一天清晨，刚刚从意大利访问归来的宝钢“一把手”黎明，迫不及

待地踏上宝钢厂区的大道。这次在意大利参观塔兰多钢厂，黎明又一次深受触

动：马路上竟然无一人闲走。然而，此时的宝钢厂区却出现大煞风景的一幕：

一个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的小伙，正悠闲地散步。“那是谁？为什么那么

空闲？”

经查实，这个闲逛的小伙子是一个辅助部门的员工。尽管如此，这个“闲

散身影”却触动了宝钢“人浮于事”这根最敏感的神经。自宝钢诞生伊始，黎

明心里就打着效率的算盘。对照君津样板工厂，黎明分分秒秒都在努力实践着

世界一流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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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程筹建开始，宝钢就提出了“第一线各个岗位的操作人员和各级管

理人员、技术人员，完全按新日铁提出的定员人数配备”的设想，然而，实

际操作却大大突破设想。1982年4月，国家建委批准宝钢一期劳动定员控制在

25200人之内。1986年8月，宝钢工程指挥部第289次部务会决定：宝钢一、

二期定员不能超过4万人。这在当时只相当于国内同等规模企业的三分之一。

然而，黎明对此始终不满意，他认为，宝钢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最关键

是看能不能在劳动生产率上达到甚至超过世界一流水平。提出“减员增效”并

不是为了“做减法”，而是为了“做加法”，即提升企业运行效率，实现精干

高效，减员只是提升效率的手段之一。于是，“精干高效”成了始终贯穿宝钢

的管理主线。

1988年，宝钢开始实行定员合理化动态管理，把岗位上多余的人员减下

来。执行减员增效任务的是当时的劳资处长孙迪鹏，他曾经两次东渡日本取

经，不看设备，不看技术资料，专看“怎样紧张而有效率的工作”。在日本，

孙迪鹏对一句话印象深刻：“企业人多是灾难，九龙治水大旱年。”这是日本

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常挂嘴边的话，他们这样解释：要使每个人都高效率地工

作，用人必须尽可能地少。

日本人的高效管理让孙迪鹏深受触动。回国后，一支劳动效率专项工作组

开始行动，任务是对宝钢现场每个岗位进行劳动工时利用率测定。测定标准是

每天的直接有效劳动时间（不包括准备时间）是否达到六个半小时，即80%的

负荷标准。根据测定结果，相关部门对达不到标准的岗位进行撤并，对岗位超

员的予以裁减。

“偌大中国，哪儿不是大把大把的闲人？”宝钢的职工，同样来自沃地厚

土、村野田畴，来自历来不太重视时间效益的国有老企业，减员哪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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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总厂运输部设计定员4700人，实际只有3600人，负责一个大厂的生

产运输，已经是紧巴巴的了。经劳资处测评则只需要2900人，需要减员700

人。运输部部长一看火了：这样根本无法保证生产，谁要减，让他来当运输部

部长。“减700人有困难吗？那好，再加300，减1000！”黎明的回答让这位部

长无言以对，只好硬着头皮裁减人手。

事实上，司机们倒比部长想得通：只要实行吨公里工资，你减人我就可以

增工资，何乐而不为？最终，700人减下来了，还封存了200辆车。运输部部

长释怀了：人员减了三分之一，车辆减了三分之一，任务增加了三分之一，而

且封存的车辆重新组建为一支车队，到浦东新区从事运输业务。人员减了，效

率便自然而然提了上去，由此可见，管理的潜力真是神奇。

1992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五，沉寂了一周的宝钢指挥中心大楼节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迎来了喜气盈盈、希望满满的宝钢人。十楼劳资处办公室里，

新到任的处长朱景力正在处理春节几天的报刊书信。电话铃骤响。“春节过得

好吗？我想要一份宝钢与日本君津劳动定员的对比资料，请在三天之内交给

我。”电话筒里是黎明铁一般的声音。朱景力心中一沉：宝钢定员的文章还未

做完。

这次的“突破口”在初轧厂。按照国家设计定员，初轧厂员工数为1700

人，到1992年已经只剩下1500人了，但相比日本君津工厂定员还需减员150

人。撤并改制，考核上岗，竞争上岗，转岗培训  像篦子一样篦了四个月，

初轧厂达标。紧接着，热轧厂、电厂、财务处、计划处  一路精简优化。

宝钢的减员增效工作不可思议，但又的确在理——

第一步：以每天干足六个半小时（80%的负荷标准）为基准，定岗定编，

达不到标准的进行岗位撤并，岗位超员的予以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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