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海运仓 2 号 邮政编码：100702 电报挂号:540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61 邮发代号 1—9 报价：每月 33 元 零售：每份 1.8 元 广告许可证：京东工商广登字 20170074 号 客户订阅电话：11185 中国邮政报刊在线订阅网址：BK.11185.CN

经济周刊 2021 年 6 月 1 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 / 潘圆 王聪聪 版面编辑 / 王国强

Tel：010-640982684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亚洲象为什么离家”“亚洲象要去哪

里”“亚洲象该如何回家”？连日来，15 头从

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片区

离家一路向北迁徙的亚洲象群，引起了社

会的高度关注。截至 5 月 30 日记者发稿时，

野象群已进入云南玉溪市红塔区大湾村附

近 ，距 离 昆 明 城 区 约 100 公 里 ，距 离 勐 养

400 多公里。

象群的迁徙是从去年开始的。

据专家介绍，2020 年 3 月，16 头野象

从勐养片区出发经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普

洱市景谷县等地，于 11 月到达普洱市墨

江县，其中一头母象产下一头小象。在墨

江县停留了约 5 个月后，今年 4 月 16 日，

17 头野象从墨江县一路往北迁徙。4 月 24
日，其中两头返回普洱市墨江县找到其他

象群。由于容易穿行，无人阻拦，15 头

象途经玉溪市元江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石屏县宝秀镇、玉溪市峨山县大维堵

村，畅通无阻向北迁移。5 月 26 日，进入

峨山县双江街道，5 月 27 日，穿过峨山县

城到达县城北 1.8 公里处。

象群异动早已引起相关部门和科研机

构的关注。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

云南大学亚洲象研究中心负责人陈明勇今

年 1 月 带 领 云 南 大 学 研 究 团 队 前 往 墨 江

县，对北迁象群进行跟踪观测。

在陈明勇看来，“此次亚洲象象群北迁

是 一 个 异 常 现 象 ”。他 说 ，云 南 峨 山 县 近

500 年来无野生亚洲象分布纪录，也无关

于象群穿越几个气候带和几个动物地理单

元的纪录。“亚洲象如此长距离北迁，在我

国尚属首次”。

专 家 分 析 ，“ 从 该 象 群 近 期 活 动 特 点

看，有继续向北偏东迁徙的趋势”“目前无

法判断野象的终点在何处，气候、食物、水

塘、泥塘、盐巴等，决定了它们的走向”。

据报道，在象群北迁的 40 余天里，它

们在元江县、石屏县肇事 412 起，破坏农作

物 842 亩，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 680 余万

元，在峨山县造成的经济损失正在统计中。

象群的继续北迁，随着村庄、城镇、人

口密度的增加，交通网密集，人象冲突风险

越来越大。亚洲象适宜的食物资源越来越

匮乏，象群将可能频繁入户寻找食物，肇事

伤人将难以控制。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的最大陆生动物，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国的亚洲象一

般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一带，

经过 30 多年的拯救和保护，亚洲象种群数

量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93 头发展到目

前的约 300 头。

亚洲象虽然看上去可爱，但生性十分

凶猛。随着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种群数量

的不断增加，亚洲象肇事事件频繁发生。

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

提供的资料，2010 年以来，西双版纳共发

生野生亚洲象肇事事件 6674 起，累计受灾

7.5 万户,农作物受损面积 2.2 万亩、经济林

木受损 631.07 万株，损失保险补偿 1.39 亿

元。全州 32 个乡镇和街道，已有 23 个乡镇

(街道）发现有大象分布，占比 71.8%，涉及

40 余万人口安全。

面对愈演愈烈的人象冲突，西双版纳

州建立健全了应急处置机制，规范了应急

处 置 行 为 、 提 高 了 处 置 效 率 ； 通 过 无 人

机 、 视 频 监 控 、 红 外 相 机 、 人 员 跟 踪 监

测、开发手机 App 软件，实时发布亚洲象

预 警 信 息 ， 让 群 众 及 时 采 取 应 急 避 险 措

施 ；2019 年 ， 完 成 亚 洲 象 栖 息 地 恢 复 改

造项目 5800 亩；2020 年，在勐海县勐阿

镇建立了第一个亚洲象应急处置临时管控

区，现已成功管控 4 头雄性亚洲象，为当

地群众减缓了部分亚洲象肇事压力。2021
年计划在景洪市景讷乡开展 3000 亩亚洲

象“人象隔离”安全防范措施项目建设。

2019 年以来，成功捕获 3 头长期活动在勐

海县勐阿镇、景洪市景讷乡的亚洲象，并

送往亚洲象种源繁育基地进行收容救护。

目前，正在计划猎捕勐腊长期肇事的野生

亚洲象 3 头并已得到云南省林草局批准。

此外，从 2020 年以来，西双版纳州提高

了亚洲象肇事补偿，人员死亡补偿从 40
万/人提高到 60 万元/人。

值得庆幸的是，此次 15 头北迁象虽

然肇事不断，但截至目前，还未发生人员

伤亡事件。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无人机监

测小队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将象群的实

时画面和最新活动情况及时传给联合指挥

部。指挥部及时预警，为群众和象群的安

全提供了保障。在省、市、县、乡、村的

协 同 努 力 下 ， 有 效 阻 挡 了 亚 洲 象 群 向 城

市、坝区等人员密集区移动。

目前，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成立亚洲

象北迁安全防范工作领导小组和 7 个专项

工作组，国家林草局派出 5 名专家到达云

南玉溪市红塔区安哨指挥部，研究防止象

群北迁的措施。

然而，让象群返回普洱或西双版纳原

栖息地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有人建议通过

投喂食物、让野象原路返回；有人建议，麻

醉后猎捕，装入铁笼用车送回。但聪明、记

忆力极强的野象，是否听从人类安排？并且

麻醉时间过长，容易造成野象死亡。由于此

前没有过相关经验，一切都不能贸然尝试。

据西双版纳州林草局监测，近期西双

版 纳 活 动 在 保 护 区 外 的 亚 洲 象 230 头 左

右，主要活动在农田农地中。

九 三 学 社 中 央 资 源 环 境 委 员 会 副 主

任、云南大学特聘教授段昌群认为，加快亚

洲象国家公园建设，为野生亚洲象提供更

丰富的植物，减少人象混居等措施，才能更

好地控制亚洲象的无序“乱逛”。

亚洲象如此长距离北迁，在我国尚属首次

15头北迁亚洲象如何“回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丽梅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即将步入下半场，

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改革的“脉”不仅要切

得准，更要对症“下猛药 ”，多年积攒下的

“顽疾”才能好得快。

为了“啃”下“硬骨头”，不少国企加快

了改革创新的步子，也因此打赢了一场场

硬仗。

2020 年，鞍钢集团实现利润 134 亿元，

创历史最好水平。鞍钢集团党委副书记栗

宝卿表示，这是因为把深化改革作为关键

一招，把“效益有改善，员工有获得感、企业

可持续发展”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

尺，依靠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动力。

不改革就没了“生路”

作为“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鞍钢

曾在建国初期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了一半以

上的钢材，并创造了钢铁工业的 100 多项

“第一”：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第一炉坦克装

甲板用钢、第一块汽车钢⋯⋯被称为大国

重器的“钢铁脊梁”。

前些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鞍钢

向前发展遭遇了诸多挑战。一方面，“体制

机制”的短板直接导致企业内生动力不足、

职工活力不够、企业发展质量不高；另一方

面，企业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诸多历史问题，

比如厂办大集体改革以及退休人员社会化

管理两大难题长时间未得到解决。

其中，鞍钢集团朝阳钢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朝阳钢铁”）从 2010 年投产到遭遇

2015 年的“钢铁寒冬”，连续 6 年亏损近 60
亿元，被认定为“僵尸企业 ”。负债高企之

下，朝阳钢铁不得不制订 4 个停产甚至是

破产方案，已经到了生死边缘。

“那段时间，每天早晨一睁眼，甚至晚

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都在考虑企业还能不

能生存下去。”鞍钢集团众元产业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原朝阳钢铁党委书记、总经

理刘宝山说，“不大刀阔斧改革，不眼睛向

内彻底解决体质不优、机制不活、动力不足

的难题，朝阳钢铁将毫无生路可言。”

改 革 势 在 必 行 。2016 年 ，朝 阳 钢 铁 针

对企业人员冗余、效率低下等问题，以“简

化、瘦身、放权”为重点，开始了第一次“刮

骨疗毒”之旅。

首先便是优化机构。几年来，企业的

机关部门由 13 个减到 9 个，内设科室全部

取消，直接管到班组，优化核心流程 111
个，完善制定管理制度 209 个，提升了办

事效率。

同时，实施契约化经营。从公司到厂，

从工区到产线层层签约，人人肩上有指标，

让企业的每个神经元都盯着市场需求干，

盯着契约化指标算，牵住三项制度改革这

个市场化改革的“牛鼻子”。

改革以来，朝阳钢铁 64 名工人通过竞

聘走上了管理技术岗位，198 名干部落聘

到一线生产服务岗位。核减生产服务岗位

30%，削减劳务人员 1454 人，全员劳动生产

率一次性提高了 60%。

2016 年 ，朝 阳 钢 铁 盈 利 达 到 9241 万

元，之后 5 年连续实现盈利累计达到 40.7
亿元，赢得生存保卫战的胜利。

“要是没有这次改革，朝阳钢铁可能早

就完了。”朝阳钢铁能源管控中心发电工区

发 电 机 组 站 长 武 立 军 表 示 ，“ 现 在 说 到 改

革，大家都非常支持。只有不断地改革，我

们的企业才有前途和希望。”

让拉车扛活的人有话语权

从 昔 日“ 资 不 抵 债 ”到 实 现“ 扭 亏 为

盈”，朝阳钢铁“活”下来了，但国企“一张椅

子坐穿”“论资排辈”“大家同吃一锅饭”等

“老毛病”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何才能

“活得好”，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路子是

企业需要继续深思的问题。

2020 年，朝阳钢铁开启了第二次更深

刻的“刮骨疗毒”，推出以“授权+同利”为

核心的市场化改革方式，将“权”和“利”放

下去，让员工把责任扛起来。

“授权”简单来说，就是肩上有多大的

责任，就能获得多大的权力。鞍钢集团将相

应的权力下放给朝阳钢铁，朝阳钢铁再将

权力逐级下放。比如，将机构和编制权、采

购和副产品销售权、零星项目决策权给厂

长，将选人用人权下放给厂长和工区长，将

薪酬分配权给厂长、工区长和项目团队长。

据统计，朝阳钢铁梳理权责清单共 10 类共

计 285 项，其中有决策权的岗位 186 个。

同 时 ，采 用 市 场 化 的 选 人 机 制 ，推 倒

“铁交椅”。让员工通过竞争上岗，让干部能

上能下。2020 年，朝阳钢铁 10 名管理技术

人员到了生产操作岗位，17 名生产操作人

员走上管理技术岗位，其中 8 名年轻职工

成功竞聘到厂长助理岗位。

想干事的人有了机会，干成事的人有

了“地位”。朝阳钢铁炼钢厂厂长助理宁生

龙说：“如果不是打破工人干部的身份界限

和台阶限制，我不可能从一名一线的工区

长走上厂领导的岗位。大家都在说，看到我

身份的变化，也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实行多劳多得，破解“大锅饭”不“香”

的问题。在朝阳钢铁，一线员工优先享受超

额利润带来的红利，在分配中，执行层分配

占比 71.04%，管理层和经营层副职分别占

比 8.99%、19.97%。

职工们有了干劲儿，从“要我干”变成

了“我要干”，有的职工为了达到最高生产

指标，8 小时干不完的活，下班继续干；提

前干完了，又来找活干。2020 年，在基层同

岗位的一线职工中，机床工岗位月薪最高

与最低可差距 7.4 倍；钳工岗位月薪最高与

最低可差距 5.1 倍。

让 奋 斗 者 有 票 子 、有 面
子、有发展

随着民营钢企异军突起，国内钢铁产

能过快增长，2020 年民营钢企粗钢产量占

比 达 63.21%， 国 内 排 名 前 十 的 钢 铁 企 业

中 民 营 钢 企 有 4 家 。 面 对 激 烈 的 市 场 竞

争，国企想要增强市场应变能力，成本变

革箭在弦上。

朝阳钢铁以财务为中心，设置了配煤、

配矿、铁钢比、费用管控等 9 个子模块，涉

及从采购到销售全链条，先算后干，边算边

干，干后再算，实现效益最大化。

同时，把降本目标细化、分解到每名一

线职工身上，让每名职工有机会成为项目

负责人，让坚守一线的职工成为改革的落

地者和助推者。

朝阳钢铁炼铁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谭明鑫表示，去年年初，听说

承德的 3 座高炉要轮修，团队第一时间就预

判中钛球将要大幅涨价，于是提前进行了采

买，仅这一项，降本就达到了 1233 万元。

制作工序的变革也带来了显著的降本

成效。朝阳钢铁热轧厂设备工区成本变革

小组负责人张业钢表示，经过大家仔细研

究，把原来的 37 台工作、8 台备用的模式，

改为 28 台工作、17 台后备，一年可省下 330
多万元。

多 措 并 举 之 下 ，2020 年 ，朝 阳 钢 铁 梳

理降本措施 280 项，工序降本 3.6 亿元，吨

钢降本 146 元。

用 真 金 白 银 激 励 员 工 进 行 成 本 变

革，让员工和企业实现“同利”。企业按

降 本 额 100∶1 提 奖 ， 再 对 提 出 和 实 施 降

本 项 目 人 员 按 1∶4 进 行 奖 励 。 2020 年 ，

企业共拿出 390 多万元奖励职工 930 多人

次 。 其 中 ， 三 分 之 一 员 工 共 享 超 额 利 润

带 来 的 红 利 ， 生 产 操 作 岗 位 人 均 收 入 同

比增长 39.4%。

“干到给到，上不封顶。”栗宝卿表示，

推 动 分 配 向 人 才 和 一 线 苦 脏 险 累 岗 位 倾

斜，“让奋斗者有票子、有面子、有发展”。

朝阳钢铁改革是近年来诸多国企改革

的一个缩影。栗宝卿说，“十四五”时期，站

在新的起点上，鞍钢深化改革的步子将会

迈得更坚定，力争当好国内钢铁行业高质

量发展和东北全面振兴的排头兵。

“钢铁脊梁”绝地求生记

加快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为野
生亚洲象提供更丰富的植物，减少人
象混居等措施，才能更好地控制亚洲
象的无序“乱逛”。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