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調查，這些智障工人都來自四川渠縣
一家「乞丐收養所」。13日，工廠老板攜10
餘名僱工乘火車逃往四川，警方將飛赴四
川抓捕。官方將追查有關部門監管責任。

做工無報酬 懈怠即體罰
12月9日，有知情者向媒體反映：該廠

打出「殘疾人自強隊」的旗號招人做工，
殘疾人一旦進廠，不僅得不到任何報酬，
而且在毫無防護措施的條件下沒日沒夜從
事超負荷的勞動，稍有懈怠，就會遭到監
工皮帶抽打，或者是體罰、餓飯等形式的
懲戒。該廠只管「智障工」能夠填飽肚

皮，所發「工資」全部被匯往四川渠縣
「殘疾人自強隊」負責人曾令全的手中。

這位知情人還透露，該廠老板宣稱工人
們是「智障工」，怕出問題實行集中管
理，平時不讓工人走出廠門。因為吃不
飽，導致有些「智障工」逃出廠門要飯
吃，「逃跑者」抓回來後會在毒打後用鐵
鏈鎖住，讓其以後「聽話」。

吐魯番地委 令救人徹查
13日上午，吐魯番地委獲悉此事後，地

委書記劉新勝批示：迅速徹查此事，解救
全部工人。行署副專員帕爾哈提．依不拉

音帶領地區相關部門立即趕赴托克遜縣庫
米什鎮處理事件。
13日20時，吐魯番地區托克遜縣有關部

門召開發布會，通報了該事件的最新調查
處理情況。托克遜縣常務副縣長楊錦說，
13日上午得知這一事件後，托克遜縣召開
專題會議，並責成庫米什鎮各部門主要負
責人立刻前往現場查明情況，解救工人。
目前，托克遜縣庫米什佳爾思綠色建材

化工廠已被查封，老板李興林本月12日7
時許已帶領十幾名僱工乘上開往成都的列
車。托克遜縣公安局已經與鐵路公安部門
取得聯繫進行沿線查堵，並派出公安幹警
飛赴四川。楊錦說，經初步調查核實，該
企業用工主要是經過四川渠縣曾令全負責
的「渠縣社會福利院乞丐收養所殘疾人自
強隊」以勞務派遣的方式獲得的。
楊錦說，托克遜縣組織部、紀檢委已組

成工作組，追查相關部門的監管責任，根
據調查結果進行責任追究。

張春賢：上天入地也要緝拿
當日，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做出

重要批示，要求依法嚴懲不法分子：「即

專門小組協調相關省份，即使上天入
地，也要把不法分子緝拿歸案，依法嚴
懲，公開處理，還人民群眾一個公道」。

2名犯罪嫌疑人被抓獲
14日晚，托克遜縣委、縣政府召開新聞

發布會稱：警方已將托克遜縣庫米什佳爾
思綠色建材化工廠法人李興林及其子抓
獲，並成功解救12名智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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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活如牛似馬 吃飯與狗同鍋

疆智障工遭奴役 張春賢促嚴懲
據中通社14日報道 新疆吐魯番地區托克遜縣有一家佳爾思綠色建材

化工廠，10多名工人（其中8人為智障者）三四年來在這裡遭到非人待

遇。近日，周邊鄰居向媒體反映，這家工廠的工人逃跑就遭毒打，幹

活如牛如馬，吃飯與狗同鍋，還領不到工錢。目前，涉嫌非法用工的

佳爾思建材廠已被查封，老板娘被控制。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

要求「即使『上天入地』，也要把不法分子緝拿歸案、依

法嚴懲、公開處理，還人民群眾一個公道」。

16歲以下流動童
內地將登記管理
據新華社14日電 14日在京召開的「受人口流動

影響的兒童問題研討會」上了解到，內地已在北京
等流入地試點城市建立16周歲以下流動兒童登記管
理制度，包括信息登記系統的開發與建設。同時，
嘗試用「一卡通」、「隨行本」等方法和途徑為流動
兒童提供管理和服務。
據介紹，國務院婦兒工委辦公室與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合作，分別從2001年和2004年開始實施「流動
兒童權利保護」項目和「留守兒童社會支持」項
目。2006年，將兩個項目合併為「受人口流動影響
的兒童」。歷時5年，在內地12個省市的19個市縣區
建立試點，嘗試探索解決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問題
的有效方法和途徑。
據悉，隨 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

加快，中國人口流動呈快速上升，受人口流動的兒
童數量也急劇增多。隨父母流動的兒童達到2,700多
萬，父母外出打工後，留守在農村由親戚照顧或無人
照顧的留守兒童達到5,500萬。

鍾南山膺十佳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
據中新網14日電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14日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舉行「中國科協會員日暨『全國優秀科技
工作者』頒獎大會」，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呼吸疾
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和西藏自治區農牧科學院農業
研究所經濟作物研究室主任尼瑪卓瑪研究員等10位科
學家，被授予「十佳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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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中國的「有色金屬之鄉」，其產業主要集中在
鉛、鋅、銻、鎢，唯獨鈦在湖南一直屬於空白。

成立於1996年，2006年後才準備進軍鈦業的湘投金天科
技無疑是這個領域的後來者。
2007年5月30日，中國第一個熱軋大盤重寬鈦帶卷誕

生，這個被中國有色專業媒體驚呼為「開創中國鈦工業
的里程碑」的事件，卻是由這個鈦工業的後來者主導完
成。湘投金天科技由此成為中國大盤重寬鈦帶卷核心技
術和系列產品開發的領跑者。
鈦被譽為「全能金屬」，是僅列鋼、鋁之後的「第三

金屬」，以其優異的抗腐蝕性、極高的比強度，在航空
航天、核電、國防軍工、海洋開發等尖端設備上有 廣
泛應用，是一種非常貴重的戰略金屬。
湘投控股集團總裁鄧軍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一直

以來，中國是全球四大鈦材生產國之一，但只能生產鈦
材中的管、棒、線、絲、鍛件和鑄件等一些基礎鈦材，
對於大盤重寬鈦帶卷等高端鈦材，只能全部依賴進口。
近年來，隨 戰略性新興產業不斷發展，中國對鈦帶

卷的需求越來越大，而日、美等國又通過封鎖核心技術
來控制價格和供應量，大大抑制了中國相關戰略產業的
發展。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中國尋求鈦材精深加工技術的

突破刻不容緩。

鈦鋼聯合破瓶頸
掐指算來，中國從事鈦材生產的大型企業並不少，其

中不乏寶鈦集團這種行業龍頭。
但為什麼偏偏是湘投金天科技這個「新生」做到了這

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業內專家分析認為，中國突破鈦帶卷加工的「瓶頸」，

最關鍵的障礙不僅是單一的技術創新能力，而是包括合
作機制創新、資源整合能力在內的系統創新能力。
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生產鈦帶卷所需要的熱軋機組

生產線的價格高達數十億元，產能達年產幾百萬噸，這
也不是一個鈦企業所能負擔得起的，鈦帶卷等高端鈦材
儘管未來應用極為廣泛，但目前的全球年產量也僅僅2
萬多噸。
因此，要在高端鈦材加工技術方面取得突破，唯有走

「鋼鈦聯合」之路。作為佐證，高端鈦材出口大國日本
在鈦帶卷技術上的突破，即是由神戶製鋼通過鈦鋼聯合
實現的。
湘投金天科技發力高端鈦材，正是看到了其中的關鍵

所在。對湘投金天科技來說，在機制創新方面有 得天
獨厚的優勢：首先，母公司湘投控股集團是湖南國資委
監管的省屬大型國有企業，有 雄厚的資金支持。其
二，同屬湖南省國資委監管的企業名單裡，還有華菱管
線這家僅列寶鋼、首鋼、鞍鋼等巨頭之後的中國十大巨
型鋼企，鋼鐵方面的技術實力、設備水平毋庸置疑。

勇氣智慧的挑戰
2006年，湘投金天科技與華菱鋼鐵達成合作意向，共

同組建湘投金天鈦金屬有限公司（金天鈦金），由湘投
金天科技控股，全力進行鈦帶卷生產技術的研發。
經過一年多的技術攻關與實驗，在北京科技大學、中

南大學等單位的協作下，通過汲取國內外鈦工業技術發
展的經驗，2007年5月30日，中國第一卷熱軋鈦帶卷試
軋成功。
湘投金天科技深知，金天鈦金這個新公司的命運、甚

至中國攻關鈦帶卷的前途就在這一軋之下定乾坤。
且不說僅用來試軋的鈦板坯就耗資近百萬元，光使用

華菱價值數十億的熱軋設備，如果出現意外，鈦帶卷技
術攻關能否成功尚在其次，如果給設備造成任何一點損

壞，都不是這個新生企業所能承擔。這其中的巨大風
險，壓得在場的人幾乎窒息。
但湘投金天科技頂住了壓力，湘投控股集團、華菱集

團、湖南省國資委乃至湖南省委、省政府相關領導頂住
了壓力，一直以「敢為人先」為精神脊樑的湖南人頂住
了壓力。
生產線上鈦花飛濺，經過30多次模擬試軋之後，中國

第一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大盤重寬鈦帶卷終於一次試
軋成功，在場的工人、專家、領導都止不住爆發出激情
的歡呼。
值得玩味的是，鈦帶卷試製成功的次日，即2007年5

月31日上午，湖南省政府與中航第二工業集團在北京簽
署《關於共建長株潭航空城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以組
建長沙飛機起落架工程中心為核心，建設長沙航空工業
園，目標瞄準國家大飛機項目、新一代戰鬥機、大型客
機、大型運輸機等潛在需求。
專家介紹，以飛機蒙皮、發動機和起落架等為代表的

鈦材構件成形技術正是製造大飛機的關鍵，可以說，鈦
帶卷的試軋成功，為實現中國大飛機之夢，加速發展航
空航天工程提供了強有力的材料支持。

構建湖南「鈦走廊」
2008年8月，冷軋鈦帶卷試軋成功。2009年8月，用自

產的冷軋帶卷生產出國內第一根鈦焊管。湘投金天再接
再厲，一年攀上一個新台階，三年打通了高端鈦材產業
工藝鏈。
2009年10月，由湘投金天投資14.5億元打造的年產1萬

噸鈦帶卷項目正式啟動。
據鄧軍民介紹，該項目計劃於2011年建成投產，達產

後年銷售收入可達36億元，利潤3.2億元。項目建成後，
將為中國大飛機、核電、風電、潛艇、海洋工程等項目
提供重要材料支撐，徹底改變中國鈦帶卷長期依賴進口
的格局。
該項目的開工建設，李靜安構想的湖南「鈦走廊」即

將從藍圖化為現實。
「鈦走廊」分佈在湖南常德，益陽與長沙三地，以一

條龍形佈局，常德基地主要生產鈦錠及鈦合金，益陽基
地主要生產鈦焊管，長沙基地主要生產鈦板帶等高端鈦
材。建成達產後，總銷售收入將超過100億元，使湖南

成為全球鈦工業最重要的產業基地之一。

搶佔行業制高點
走進位於長沙高新區的金天鈦金基地，經過一年的建

設，兩幢主廠房已經建好，正在進入緊張的設備安裝及
調試階段。現場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熱軋車間已基本
建成，今年6月已試軋出一塊鈦板坯，質量達到同行業
先進水平。冷軋車間土建基本完成，相關設備正在安
裝。
鄧軍民透露，工廠所採用的設備，大部分是公司的技

術專家與國內外製造商共同研發的專用設備，都是國內
首次研製，湘投金天已經形成包括設備工藝要求、產品
標準和專利技術在內的一批技術成果，構成了完整的自
有知識產權體系。
為了鞏固領先地位，湘投金天一手抓技術研發，一手

抓技術保護。目前，在技術標準方面，已取得熱軋鈦帶
卷行業標準獨家起草權和冷軋鈦帶卷國家標準獨家起草
權，並取得《鈦及鈦合金化學分析方法N和O量的測定》
和《鈦及鈦合金化學分析方法H量的測定》兩項鈦化學
分析方法標準的參與起草權和10項國家發明專利。
最讓李靜安高興的還有一點，金天鈦金採取了一種

「邊研發、邊建設、邊生產、邊經營」的創新商業模式
來發展。具體操作上，類似IT界流行的OEM模式，即
湘投金天科技利用獨家技術和其常德基地生產的鈦板
坯，委託其他企業代為生產鈦帶卷，並在市場上銷售。
這種模式的最大好處，一是可讓潛在客戶對產品品質有
所了解，為項目投產後產品大規模上市鋪平道路，二是
使產能建設的工藝設計、設備創新等風險降至最低。
記者了解到，湖南省委、省政府對湘投控股旗下的

「三鈦」產業非常關注與支持，湖南省委書記周強、省
長徐守盛、省委副書記梅克保等多次深入企業調研。今
年11月中旬，梅克保副書記又來到金天鈦金現場辦公，
當場決定從湖南省戰略性新興產業引導資金中拿出2000
萬元，以貼息的辦法支持湘投控股發展「三鈦」產業。

在董事長李靜安看來，湘投控股集團作為一家由代表政府進行投

資的事業單位改制而來的大型國有投融資企

業，在進行投資決策過程中，除了保證企

業的投資收益之外，還應該擔負起相應的

社會責任。由此，才有了湘投控股將旗下

高科技企業金天科技增資擴股至6億元，

進軍關係中國國計民生的戰略金屬—

鈦，並成功突破大盤重寬鈦帶卷生產的技

術瓶頸，開創了中國鈦工業的里程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錦屏、易新

■湖南省委副書記梅克保（左二）來公司調研並現場辦公

■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右一）在湘投控股集團董事長
李靜安（左一）、總裁鄧軍民（左二）陪同下考察湘
投集團下屬企業。

■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長徐守盛（前排右二）在湘投金
天鈦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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