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開沙鋼的「十五」規劃和「十一五」規劃，沈文榮
和所有沙鋼人的追求躍然紙上：「將沙鋼建設成為

資源綜合利用、生產與環境和諧友好的綠色鋼城。」他這
樣告訴記者：「百年老廠應該是綠色的！」

5年30億變廢為寶
固體廢渣基本全利用，98%廢氣得到綜合利用，95%廢

水重複利用，沙鋼95%以上的工業「三廢」實現了循環利
用。有位外地鋼鐵廠的老總來沙鋼參觀，特地多帶了一雙
皮鞋，因印象中鋼鐵廠到處是煤渣和粉塵。沒想到直至離
開，他那雙皮鞋也沒派上用場。五年裡，沙鋼在節能減排
和資源綜合利用上投入了30個億，沈文榮伸出三個手指。
61歲的沈文榮對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有 深刻的理

解：「企業家把企業搞上去，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但污
染了空氣，弄髒了水源，不僅企業和職工自吞惡果，我們
也會是社會的罪人。」
目前，沙鋼三分之一以上的經濟效益來自循環經濟。談

到最近的工作重點，沈文榮告訴記者，在企業內部，節能
減排與調整產品結構以及循環經濟是重點，目標是建設好
「綠色鋼城」，這也是沙鋼新五年規劃的重點。外圍方面，
緊緊圍繞中央關於不斷提高鋼鐵產業集中度的政策要求，
通過併購聯合，資產重組，做好、做強、做大企業。沈文
榮說，「至2010年爭取年銷售收入超1,000億元，奮力躋
身世界500強。」
談起創業的艱辛，沈文榮顯得很淡然：「小到一個家

庭，大到一個企業，再大到一個國家，做好一件事情都
不容易。」80年代缺資金，困難的時間把自己的工資拿

出來，還發動企業的職工掏錢出來，「不這樣就生存不
下去。」他感觸地說，「原始積累的過程是艱苦的過程，
其實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所有的企業都是一樣的。」

辦企業難不過長征
90年代企業要做大規模，想得到有潛力的項目，在審批

上難，他用「千磨萬磨」來形容這階段的難，他笑 說，
「萬里長征難不難，最後順利到達陝北，還有什麼比這更
難呢？」他認為現在發展和壯大起來的企業都不是很輕鬆
地走過來的，「其中的細節都可以寫成精彩驚險的小說故
事。」他鄭重而認真地說，「中央政府也難，要照顧到方
方面面，要權衡得失，要實現共同富裕，要讓13億人民都
接受，這比一個企業的選擇更難。」
還有一個思想障礙上的難，雖然沒有更多的展開，但看

得出，30年來的思想鬥爭在沈文榮身上一直沒有停止過。
對民營鋼鐵企業沙鋼來說，過去30年來，它一直以「鯰魚」
的方式生存在一個強敵環伺的競爭環境裡，就在離它所在
的張家港不足200公里的上海，雄踞 中國最大的國有鋼
鐵集團——寶鋼集團。
沙鋼正是在國有公司和跨國資本的雙重壓力下，憑藉

驚人的成本控制能力與靈活的市場應變能力，從一個45萬
元起家的鋼鐵作坊頑強成長為一家年銷售收入587億元人
民幣的民營鋼鐵公司。
話又說回來，再難也走過來了，「我就是對改革開放有

信心，工作苦不苦不要緊，有機會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表現
自己，充實地工作，幸運的是困難之中做成功了，這就是
最大的欣慰很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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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 沙鋼多年來一直專注於鋼鐵主業。
沈文榮根本沒有考慮過多元化經營，
「你的企業在本行業做到了全國第一、
世界第一了嗎？你所從事的行業沒有
發展空間了嗎？如果沒有，你就應該
堅持下去。因為對我來說，做企業不
單是賺錢，還是一種使命感。」

砸家底求發展
沈文榮告訴記者，近期沒有上市的

計劃。無論是自身發展，還是搞投
資，沙鋼現在的融資都沒有問題。
「在最近的三五年內，我們沒有上市的
計劃表。」
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是，1988年

底，沙鋼已經積累了1億多元資金，當
時業界傳言其可以「坐吃10年」。　沈

文榮還是決定把家底都砸進去，從英
國比茲頓鋼廠買下一條75噸超高功率
電爐煉鋼、連鑄、連軋短流程生產
線，生產螺紋鋼。沈文榮的這種「工作
狂」熱情也深深感染 他手下的13,000
餘名員工，外面甚至有傳聞說在沙鋼
裡，「行政人員早上7點鐘上班，工作
到下午5點半」。沈文榮對此予以否認，
但他也坦承：「加班在沙鋼是件挺平常
的事。」對沈文榮來說，「空閒時間打
打高爾夫、游泳，和在車間裡轉轉沒什
麼兩樣，都是需要出力的事。」
他是一名1974年就入黨的老共產黨

員，曾在擔任江蘇沙鋼廠黨委副書記
期間當選張家港市政協主席，後位至
張家港市市委副書記，沙鋼改制為民
營企業後他成為沙鋼集團的總裁。

無數的光環圍繞 這位全國知

名的企業家、十七大代表，當他

如約坐在記者面前的時候，給我

們的印象卻是那麼的樸素與近

人，在時間不長的採訪中，他爽

朗的笑聲和他對行業及國家可持

續發展的執 深深感染了記者。

從45萬元自籌資金起家的鋼鐵小

作坊，到全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第

23家鋼鐵企業，30年來他本色依

然，他就是沙鋼集團董事局主

席、總裁兼黨委書記沈文榮。

■本報上海新

聞中心記者：

崔清華

"

沙鋼集團董事局主席、
總裁兼黨委書記

沈文榮

"

30年來，沈文榮對所有與沙鋼發展無
關的事都不感興趣。他的辦公室、家
裡，堆滿了全球有關冶金的書籍雜誌。
香港著名冶金專家倪德麟評價沈文榮

是個「天生會賺大錢卻永遠也學不會消
費」的「鋼癡」。但鮮為人知的是，近幾
年，沙鋼用於社會福利和公益事業的資
金就近億元。
生在江南水鄉的沈文榮有一副北方人

的身板，更有北方人一樣的豪邁性格，
而更令人欽佩的是他對工作的癡迷，
「我每天至少工作十個小時。」問起他的
個人愛好，他這樣設問了一句：「生活
是什麼？我們這批從50年代走過來的人
還有什麼不滿足？有穩定的生活，有一
個改革發展的好時代，能做成一些事
情，不已經很好嗎？」「現在很流行高爾
夫，說什麼大部分生意是在高爾夫球場
上談成的，我看未必吧。」
在談笑風生的背後，是他不動聲色的

謹慎進取，鋼鐵是他不斷向上的唯一動
力。 假如有一天退休了，很難想像沈文
榮的生活會是什麼樣，他把生命托付給
鋼鐵，鋼鐵也成就了今天的沈文榮。

只會賺錢
不懂消費的

鋼癡

沈文榮說：「1991年，我擔任張家港
市的政協副主席。1992和1993年我擔任
政協主席。但是我一直都沒有離開過這
家工廠。就是到了1995和1996年，我當
了張家港市的市委副書記，我還是鋼鐵
廠的總裁。所以並不是像外界所說的棄
政從商，而是一直以企業家的身份兼任
政協和黨內工作。現在任期屆滿後，我
已不再擔任這兩項工作。」
他表示，當政協主席時，他只在政府

為自己安排的辦公室呆了10分鐘，還是
因為有關人員一定要交給他辦公室的鑰
匙。在這方面，他更看重的是政府的精
神激勵，「被認可到和張家港市領導一
個級別，政府用心良苦，目的就是鼓勵
我們繼續做好企業的事情。」

從未棄政從商

■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中）介紹企
業情況。 資料圖片

■沙鋼旗下海力碼頭年吞吐能力達6,000萬噸。
網上圖片

■沙鋼6,500萬噸熱捲板投產時組織慶祝活動。 ■熱捲板軋機。

■沈文榮的心中，還有更大的規劃。
本報上海新聞中心傳真照片

綠色鋼鐵大王沈文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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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企業要有使命感

■工人在煉鋼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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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與石家莊市全方位對接，
融入省會，借勢發展

進入新世紀以來，鹿泉市認識到僅靠資源拉
動發展縣域經濟，存在 污染環境、缺乏後繼
發展能力等諸多問題，為解決這一難題，他們
提出了「主動接軌石家莊，圍繞省會做文章」的發展理
念，實現從自我發展到依靠省會加速發展的戰略調整。一
是城市對接。樹立都市理念，在城市規劃和建設標準上全
面向石家莊市看齊。一方面突出山水生態特色，高標準開
發西部山前生態型新區。另一方面抓好城市中心區舊城改
造工程，確保建成提升城市品位、展示鹿泉形象、提高鹿
泉知名度的亮點工程。二是產業對接。抓住石家莊市把五
大基地之一的信息產業基地放在鹿泉的有利時機，吸引一
批科技含量高、市場前景好、對環境無污染的大項目，建

設高新技術產業集群。三是基礎設施對接。重點抓好投資
2.3億元的槐安路西延和沿山公路工程建設；加快張石高
速連接線、京贊線改造工程建設進度，全面啟動石獲北路
拓寬改造工程，力爭年內竣工通車。

實施「龍頭」帶動戰略，
大力調整產業結構

近年來，鹿泉逐步培育了新型建材、乳業、高新技術、
製藥和旅遊五大特色主導產業，大力實施「龍頭」帶動戰
略。一方面抓住信息產業基地這個龍頭，優先發展高新技
術產業，力爭到2010年高新技術產業佔全市GDP的比重達
到25%，成為該市最重要、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支柱產
業。另一方面抓住旅遊休閒這個龍頭，大力發展休閒居住
旅遊業。近年來，該市先後建成了抱犢寨、封龍山、石家
莊野生動物園等景區，初步形成了長約五十華里的西山旅
遊帶；引進建設了翠屏山生態旅遊、西苑小區、奧克蘭小
鎮等一批居住、旅遊、服務項目，為鹿泉休閒居住旅遊業
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狠抓生態環境建設，
全力打造「省會西花園」

一是實施水泥工業戰略性結構調整。鹿泉依靠建材業起
家，近年來按照國家產業政策和「控制總量、上大壓小、
調整結構、改善環境」的工作思路，先後關停取締了90家
立窯水泥企業，建成了4條日產2500噸和1條日產5000噸環

保設施齊全、技術先進的新型乾法旋窯水泥熟料生產線，
極大地減輕了建材業對環境的污染，全市二級及以上天數
由2003年的75天增加到2006年的262天，空氣質量明顯好
轉，生態環境顯著改善。
二是切實加強環保監管工作力度。嚴把項目「准入

關」，在產業政策、能源消耗以及環保、土地等手續方面
進行嚴格審批，努力從源頭上杜絕高耗能、高污染企業；
同時，不斷加大執法監督力度，對違法排污企業依法責令
其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任務的進行停產整治，整改後仍
不達標的堅決依法關閉。
三是進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鼓勵高耗能、高污染企

業加強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強化工業粉塵污染治理，力爭
到「十一五」末全市工業粉塵排放量控制在1.89萬噸以
下，煙塵排放量控制在0.45萬噸以下，二氧化硫排放量控
制在0.2萬噸以下，空氣質量二級及二級以上天氣達到280
天以上。四是積極抓好造林綠化工作。大力實施封山育
林、礦山綠化、城區綠化、道路綠化、農田林網綠化及小
流域綜合治理工程，到2010年全市森林覆蓋率達到32%以
上。

近年來，鹿泉市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逐步培育壯大了新型建材、乳業、高新

技術、製藥、旅遊五大特色主導產業，促進了縣域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2006年，全市財

政收入完成7.5億元（人民幣，下同），農民人均純收入達5866元，綜合經濟實力居全省第8位。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從河北省、石家莊市對鹿泉發展的定位和要求出發，制定了「夯實基

礎、突出中心、和諧發展、爭先進位」的工作思路，下決心積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全力打造

一個「天藍、地綠、氣暢、宜居、宜看、宜遊」的省會西花園，切實把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

市委書記吳顯國在鹿泉考察時提出的「發展要上去、污染要下來」的要求落到實處。

關停「小水泥」培育新產業

■污水廠一角

■鹿泉市委書記安樹國（右一）、市長郝竹山（右二）視察該市山前
大道建設情況。

■幼兒園

■舞動的青春

■海山公園一角

■鹿泉新貌

傾力打造綠色GDP

（特刊）

上午11時剛過，福建副省長葉雙瑜一行，專程拜訪在
深圳發展的閩籍企業家——天時達集團董事長蔡清楚，
並參觀了天時達GSM手機生產線。
據悉，天時達是中國第一批移動電話製造商，董事

長蔡清楚為福建晉江人，1946年出生，之後在1974年踏
上香港打工創業，並於1984年在深圳投資發展至今，如
今已是中國知名手機商。
親不親家鄉人。在商場閱人無數，但對於家鄉父母

官的到來，蔡清楚更特意穿上筆挺的深色西裝，配上
鮮紅的領帶，以示對客人的尊重。一位員工說，平時
蔡董喜歡休閒一點的服裝，今天特別。蔡也說，今天
是天時達人的光榮和驕傲。

閩商代表 好拚才贏
儘管初到天時達，但談起天時達，葉雙瑜副省長卻

是了解頗多、如數家珍。
他表示，在深圳發展的閩籍企業家，順應時代潮

流，有膽識，敢冒風險、愛拚才贏。他們熱愛家鄉，
積極回饋桑梓，再現了閩商精神，天時達是其中代表

之一。
「改革開放初期，天時達就從香港投資內地，說明

蔡董事長對國家的開放有信心」葉雙瑜說。
他認為，在所有產業中，信息產業最具有帶動性，

是先導性產業，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所以天時達站在
了產業「火車頭」位置，前途無量。

熱愛創作 思鄉愛鄉
從深圳市內到天時達工業園，車程近1小時。「一路

聽 蔡董創作的歌曲，不知不覺就到了。」 葉雙瑜
說，自己訪遍世界各地，相識好多知名企業家，但能
像蔡先生一樣，能寫歌、作曲的還真不多見。
「家園中的一棵玉蘭樹，不時入夢來，《庭前玉蘭

花》道出了遊子創業在外的思鄉愛鄉之情。《天時達
之歌》表達的正是民族企業與國際強手過招的抱負，
百聽不厭。」葉雙瑜表示。

天時達 深圳工業百強
據悉，天時達是中國第一批手機廠商，目前有員工

2000人，有手機生產線10餘條，產能500萬台，關聯企
業——TSD松訊達公司手機產能達400萬台。在關聯企
業中，包括液晶顯示器廠、觸摸屏廠等兩家高科技企
業，所有關聯企業年產值可達40億人民幣。
在天時達二期工業園建成後，公司可形成30條GSM

手機生產線，成為深圳最大手機生產基地。天時達多
次被評為中國消費者信得過產品，從2004年至今，天時
達公司一直是深圳市百強工業企業。

在第九屆高交會召開之際，作為移民城市的深圳，正是內地參展團巧打「鄉情牌」

的好地方。10月12日，當記者來到深圳天時達集團，只見高高掛起的紅燈籠、熱

烈歡迎的橫幅，為天時達工業園增添節日的喜慶。

本報珠三角新聞中心記者 周國平

【本報訊】「深圳高交會是一個重要平台，將有力推動海峽
西岸的高科技產業發展。」副省長葉雙瑜表示，福建參展企業
和項目是新興產業中的代表，自主創新技術，以及自主知識產
權產品是最大的特點。
據悉，福建參展的行業包括：電子信息、節能環保、生物醫

藥、光機電一體化、新材料等領域。高新企業有：電子信息領
域的三優、迪控、成立吉等企業；生物醫藥領域的九二九、養
生堂、特倫等企業；新材料領域有鵬祥、晉大兩家企業。

閩自主創新技術高交會上唱主角

天時達資助閩西老區
【本報訊】9月6日，帶 對閩西革命老區人民的一片深情厚

誼，蔡清楚董事長來到福建上杭縣中都鎮都康村，為該村捐款
60萬元，興建文化活動中心大樓。此前，天時達已經為該縣的
中都中學捐款15萬元。
蔡清楚表示，能為中都的老百姓做點力所能及的實事，感到

非常的榮幸，希望文化活動中心大樓建成後，能為家鄉父老帶
來快樂和幸福。一直以來，天時達已為內地捐款近800萬元。

■福建副省長葉雙瑜（左二）參觀天時達手機技術展示廳。左三為
天時達公司董事長蔡清楚。

■在深圳高交會上，福建省展示的高新技術包括：電
子信息、節能環保、生物醫藥、光機電一體化、新材
料等領域。

深圳閩商笑迎故鄉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