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人才强企”战略 奋进“千亿机电”新征程

机电集团探索“123”机制开创人才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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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实
施“人才强企”战略，对企业保持长期
竞争优势意义重大。重庆机电控股
（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机电集团”）
深入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全
面落实市委人才工作会议部署，按照

“123”人才工作思路，实施一个人才
战略规划、用好两类人才、推进三项
措施，不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持续
优化人才结构，人才环境明显改善，
人才发展成效显著，推动企业发展提
档升级。

健全机制
创新人才强企优势

强企关键在人才，激发和释放人
才创新创造活力关键在体制机制。

面对企业人才总量冗余、结构失
调、管理体制不活等问题，机电集团畅
通人才引入、流动、使用渠道，着力健
全人才体制机制，不断推动人才队伍
结构合理，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
新动力。

以“三项制度”改革为切入点，首
创“四定三机制一通道”管控模式，“一
企一策”，指导企业健全和完善人才资
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以“解决体制、
机制不活问题，解决人浮于事、效率低
下问题”为突破口，人才环境得以不断
优化。

截至 2021 年底，机电集团在岗
员工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达到28.9%，
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压减到52.7%，
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调整
到了71:29。

基本达到了人员总量可控、薪酬
分配激活、人才结构改善的目标。人
才队伍建设成效彰显，为企业发展提
供强力支撑。

内外兼顾
坚持人才引领发展

机电集团着眼于内部、外部两类
人才，提出人才建设总体目标，提升人
才总量、优化人才结构。

针对存量人才，强化人才鼓励支
持。建立科技创新“两年一表彰，一年
一推进”的工作机制，重奖企业科技成

果和技术研发人员（团队），至今共评
选并嘉奖了19位科技带头人，112位
首席工程师、57位首席技师。

针对增量人才，积极搭建发展平
台。机电集团以项目为纽带，促进集
团内、外部人才有效联动，进一步打造
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人才队伍，目前已
建成国家级技术中心6个、市级技术
中心29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0个。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全覆盖推行
企业经营管理团队成员任期制和契约
化管理，薪酬激励实现了“上不封顶、
下不保底”；搭建竞赛机制，让技能人
才“跑起来”，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长。

分级管理
助力人才引育创新

机电集团党委统揽人才管理全
局，企业则作为用人主体，具体实施开
展人才建设工作，逐步建立起人才分
级管理体系。

鼓励企业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
中发挥积极作用，获得竞争优势。机
电集团所属重泵公司，通过直接引进
为主，柔性引进为辅等方式，初步形成
了高层次人才引领、技术团队支撑、人
才梯队完备的技术人才队伍构架。

出台培训规划、每年制定培训计
划，以“能力提升工程”为载体，系统开
展“三支人才队伍”的培养。

机电集团还与国内知名高校合
作，开设领导人员培训班。企业领导
干部创新理念、科学决策、战略思维等
方面的能力素养得到显著提升。

此外，机电集团制定《人工成本管
理办法》，探索多元激励改革，创新开
展国有科技型企业期权激励、混合所
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员工模拟持股激
励等。

提升保障
夯实人才集聚环境

机电集团始终坚持“党管人才”原
则，深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优化完
善一个机制、探索创立一个基金，持续
加强集团人才队伍建设能力，为人才
集聚提供有力保障。

针对前沿尖端技术、关键核心技
术和通用共性技术等领域，集团加大投
入，形成高端工程技术人才互通、共用
机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建平
台、强协同、优激励，构建人才集聚生态
圈，打造集团高质量发展人才高地。

设立机电集团人才发展基金，以
“投、贷、补”多种方式助力集团人才发
展，按照市场化规则，向高层次人才和
紧缺人才提供免息或低息贷款、专项
奖励等，帮助解决住房等需求。

未来，机电集团将锚定“千亿机
电”目标不动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适应集团“十四五”战略规划对人才总
量匹配的要求，以培育“五支核心人才
队伍”为重点，以优化人才总量素质结
构为主线，厚植“近悦远来”的人才沃
土，最大程度激发人才的奋斗动力和
创造活力，助力加快建设全国重要人
才高地，为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
高品质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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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冶建工 以科技赋能支持商砼绿色发展
2021年底，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西彭混凝土生产基地（下称“西彭基
地”）正式投产运行。崭新生产设备的
引进投产、智能环保技术的研发应用、
商砼金字招牌的持续打造，在西彭基
地，中冶建工混凝土迈出了聚焦绿色低
碳，走智能化转型发展道路最为坚实的
一步。

以数字化打造“智能工厂”

如何将混凝土搅拌站各板块联
动起来？如何在提高供应效率的同
时实现生产成本最小化、经济效益最
大化？新形势下，西彭基地用数字化
赋能生产，将混凝土搅拌站打造为

“智能工厂”。
“下车、录入信息、分配卸料仓、

记录过磅数据、打印收料单。”对于这
套流程，材料运送专职司机王家全已
经了然于心，“以前光是过磅就得耽
误10多分钟，现在2分钟不到就可以
顺利登记进场。”

这套无人值守地磅系统是进入
西彭基地的“第一眼科技”。但西彭
基地的“智能”远不止这些。

在集控中心，墙面上的三维大屏
可以清晰看到搅拌站内三维场景展
示。物流过程监控大屏可实现车辆
调度及运输实况监督；设备监控大屏
则可以实现实时监督设备运行情
况。在技术检测车间，机制砂MB值
快速判定检测系统可自动完成样品
计量、搅拌、混合液沾取、试纸拍照和
废品回收等检测全过程，并据此进行
视觉识别分析、质量判定、结果反馈
和存储……

绿色低碳让蓝图变现

“新建这个基地，我们一次性升
级配套了全新的除尘设备、废水废浆
处置系统、粉尘噪音系统等，环保投
入近300万元。”基地研发人员吴顶
介绍。

西彭生产基地力争在绿色低碳
方面实现“五个100%”，即100%满
足项目产量设计需求、100%实现混
凝土和湿拌砂浆生产性清洗废浆水
的回收利用、100%实现生产基地场
地污水自行回收利用、100%实现生
产性固体废弃物自行回收利用、车辆
进出厂区100%清洁干净。

如今走进西彭基地，道路干净整
洁、雾化系统完善，绿植排列成行，听
不到轰鸣的噪声，也看不到扬尘。

自动洗车机及自动喷淋系统让
车底粉尘泥土“不乱跑”。在厂区车
辆出入口处加装自动感应车辆冲洗
装置，洗车机采用自动感应方式，对
进出厂的混凝土罐车、粉状物料运输
车、砂石料车等车辆进行多方位高压
冲洗，不需额外增设人员，就能达到
将车轮及底盘清洗干净的效果。

引入全封闭式机楼及料仓，把搅
拌站装进“盒子”里。第五代基于全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高标准环保型
搅拌设备的投入使用，在所有自动生
产传输的材料落料处增设除尘设备，
并对搅拌机楼和料场进行全封装管
理，将各个环节产生的粉尘、噪声全
部控制在封闭空间内部。

砂石分离污水处理系统“变废为
宝”。西彭基地引入两套全新的砂石分
离污水处理系统工艺，配合机楼卸料口
处废渣废水回收系统，将混凝土余料或
者洗车浆水里面的石子、粗砂、细沙和
含沙浆水分离后再次循环利用。

“党建+科创”擦亮商砼招牌

轨道交通一、二、三、六号线混凝
土供应方量28万立方米；来福士混
凝土供应方量11万立方米；白居寺
大桥混凝土供应方量10万立方米
……自2000年成立以来，中冶建工
混凝土早已“流淌”在重庆的各个地
标性建筑里，逐步成长为行业领域的

翘楚。辉煌成绩的背后，党建为科技
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红色动力”。

2014年，中冶集团设立的依托
中冶建工组建的中冶预拌混凝土工
程技术中心通过组建验收。为充分
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中冶建工
混凝土公司党委成立党支部，党员冲
在最前沿，扎根生产车间，打通科技
攻关的“最后一公里”：《超细粉对混
凝土性能影响及其生产应用研究》实
现用废弃混凝土超细粉替代部分混
凝土中的胶凝材料；清水混凝土、全
轻混凝土、橡胶混凝土等特殊混凝土
的研究与开发，中冶建工在混凝土专
业板块上不断向高、专、精方面扩展
前行。

2022年，西彭生产基地中云计
算被广泛应用物联网的厂区整体感
知、移动化的办公融合5G等。以党
建为引领，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中冶
建工混凝土转型发展的“杀手锏”。

站在新起点，中冶建工将继续用科
技创新助力，积极探索PC构件、装配式
建筑等高附加值产品链，在新发展阶
段努力做到集成装配化，实现和体现
集成优势，以生态效益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实现经济成果和技术成果并行，
全力打造涵盖商砼、建筑产业化、建筑
资源开发等领域的“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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