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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起， 首钢京唐公司学习实践
一系列工具方法， 借鉴一批国际先进企
业的精益管理做法， 对原有管理模式进
行大胆革新， 创造了适用于全员参与的
QTI精益管理体系 ， 形成了以现场标准
化管理、 全员快速改善为核心， 以精益
教育培训、 快速激励机制为支撑的管理
模式 ， 固化了以问题识别 、 实施改善 、
成果评价、 快速激励为循环的成熟的管
理流程。

京唐公司的QTI管理构建了积分+绩
效+精神的三级激励模式。 积分激励为部
门级激励， 系统实时自动匹配相应积分
激励， 按季度实施奖品兑换。 绩效激励
为公司级激励， 设公司级优秀改善提案、
改善金点子、 改善课题绩效激励。 精神
激励方面， 设置公司、 部门两级改善名
人堂， 同时结合改善金点子， 由公司领
导以季度、 半年为周期到现场对职工实
施激励， 包括倾听职工改善讲解、 与职
工就具体改善进行交流、 颁发荣誉证书、

奖杯及现金奖励等。 其中， 两级改善名
人堂在公司及部门公共场所设有固定展
示区域， 每期组织由公司领导及部门领
导参与的名人揭牌仪式。

QTI精益管理体系凭借管理严谨 、
竞争公平、 奖励多元， 在很大程度上激
励了职工全员创新的意愿和热情， 推动
京唐公司涌现出一批精英人才和精英团
队。 冷轧部酸轧一作业区甲班轧机主操
鲍常闯， 是公司里名副其实的 “点子大
王”。 他在2021年针对酸连轧生产工艺和
设备运行中的技术难题提出了90多项QTI
改善建议， 改善积分达到23900分， 一举
摘得京唐公司2021年度 “改善名人 ” 和
“技术能手 ” 两项桂冠 。 鲍常闯坦言 ，
“冷轧部每月评选改善明星， 公司每季度
评选优秀改善提案， 正是这些平台给了
我展示创造能力和聪明才智的机会。”

运输部港口作业区散货丁班班组长
朱延龙和他的班组，同样是QTI精益管理
体系的受益者。 疫情防控常态化对港口装

卸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改进吊具
“六瓣抓”，成为摆在朱延龙和班组成员面
前的一大难题。 核心步骤推进受阻，朱延
龙参加了公司的QTI培训班。 在专业老师
的指导下，他捋清创新思路，攻克技术瓶
颈， 研发成功 “新式六瓣抓”， 使废钢清
舱时间由四个小时缩短为半个小时，极大
提高了作业效率，他本人被公司破格晋升
为技师。 在QTI的激励之下和朱延龙的受
益实例， 让班组其他成员也加入到了改
善、创新的潮流中来。 他们在一年中共计
提出了108项改善提案、5项攻关课题，获
得国家专利授权2项， 为公司节约成本近
200万元。

QTI精益管理体系是一张企业发展
受益于全员创新， 而全员发展又因此而
受益的京唐公司 “金名片 ”。 2018年以
来， 京唐公司共培养改善型人才2000余
名， 在提升产能、 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增强质量、 改善环境等方面， 为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 “充能发电”。

18人荣获全国劳模、 北
京市劳模、 全国钢铁工业劳
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
劳动奖章等荣誉，9人荣获全
国百姓学习之星、首都市民学
习之星、国企楷模、北京榜样
等荣誉，72人荣获全国技术能
手、 北京市高级技术能手、唐
山工匠等技能人才称号，3人
享受北京市政府技师特殊津
贴，7人获评“首钢工匠”和“京
唐工匠”。 因厂区搬迁调整和
产业转型发展，首钢经历了从
山到海的跨越，在河北省曹妃
甸建起了 “新钢城”———首钢
京唐公司。

目前，首钢京唐公司的生
产操作人员占总人数的71%。
公司自2005年成立以来，完善
职工培训机制，打通人才晋升
通道， 提升技能人才待遇，打
造全员创新体系， 为职工创
新、创业、创优培育了肥沃土
壤。

聚焦沉浸体验、立足岗位实践、着眼
能力提升， 首钢京唐公司在职工培训上，
做到了多花心思、多捞干货。 多年来，该公
司立足于建立完善的培养实训体系以满
足技能培训需要，目前已建立钳工、电工
等4个公司级、15个部门级实训基地，所打
造的虚拟仿真实训系统涵盖焦化、 炼钢、
热轧、钢轧工序，广泛应用在实操培训、技
能等级认定和技能竞赛中，既缓解了工培
矛盾，又提高了培训质量。

在岗位实践方面 ， 京唐公司坚持
“以考促学” “以学促练” “以赛代训”。
自主开发题库， 每季度利用手机移动端
组织全员常态化考试， 将创新工作室作
为职工团队学习、 集体创新、 素质提升、

解决问题的重要载体， 同时建立以实践
练兵和劳动竞赛为基础、 以各级别竞赛
为主体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 构建了部
门级———京唐公司级———首钢集团级以
上 “三级竞赛模式”。 近年来， 共有306
人荣获首钢级以上技术能手称号。 在这
样的学、 训、 赛体系下， 很多技能人才
和创新工作室不仅结出累累硕果， 还扮
演了新人才、 新工作室 “孵化器” 的角
色。 以质检监督部原料、 冶炼分析中心
区域作业长郑明月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先
后培养出技师 、 高级技师16名 ， 首钢 、
京唐技术能手8人， 并成功孵化出王伟创
新工作室、 杨亚茹创新工作室。

此外 ， 京唐公司开展 “一岗多能 ”

复合人才培养， 择优选拔人员参加目标
岗位上岗培训及取证， 拓宽技能人才的
职业发展空间， 为大工种复合、 提质增
效奠定基础。 同时开展 “青蓝工程” 师
带徒培养， 针对技能人才职业发展不同
阶段的实际需求， 按照“成苗”“成长”“成
熟”三种培养形式开展岗位带教， 培育核
心岗位关键人才。 供料部设备室副主任
康志鹏便是一名出色的师傅， 他带领生
产组织与协调专员代帅、 集控操作员周
彦飞两名徒弟深入一线开展理论学习 、
实践操作、 专业研讨， 使得两位徒弟逐
渐由操作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班组
长、 值班长， 并在供料部2021年岗位技
能竞赛中， 由两个徒弟包揽了冠亚军。

为了让技能人才的成长有目标、 有
奔头， 首钢京唐公司为职工建立了技能
等级认定通道， 畅通了职务职级成长通
道， 打造了较为完善的技能人才薪酬激
励体系， 给予技能人才和工匠专属 “存
在感”。

结合技能人才培养需求和队伍建设
实际， 京唐公司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工作机制， 自主制定认定条件， 引导技
能人才积极参与竞赛 、 投身改革创新 、
参加课题攻关。 与此同时， 针对技能人
才建立了纵向晋升、 横向互通的成长路
径。 技能人才序列建立了路径清晰的从
操作工到技师 、 高级技师 、 首席技师 、
技能专家直至工匠的职务职级晋升通道。
同时， 技能操作人员通过努力提升自我，
可以实现向班组长、 四班作业长、 技术

管理等岗位转变 ， 打破了职业发展的
“独木桥”， 让技能人才纵向有阶梯、 横
向可转换， 成长有方向。

全国劳动模范、 首钢工匠， 钢轧作
业部MCCR作业区精轧工荣彦明2008年
入职 ， 在工作中通过不懈努力练就了
“手、 眼、 心” 合一， “稳、 准、 快” 的
精轧操作基本功， 操控70个按钮如同弹
钢琴曲， 仅6年便在技能竞赛中夺得了北
京市轧钢状元， 如今已是具有世界领先
水平的多模式全连续铸轧生产线———
MCCR的金牌轧钢工。 他说： “首钢京
唐公司给了技能人才足够的尊重， 身上
的 ‘技能点’ 越多， 荣誉越多， 在这里
的存在感就越强。”

京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京唐公
司对职工的激励是多元化的。 公司针对

技师及以上中高职务技能人才设置职务
津贴， 其中首钢工匠每月1万元， 京唐工
匠每月8000元， 这两项殊荣成为广大京
唐技能大咖竞争的 “焦点”。 同时， 公司
针对班组长队伍， 设置班组长职务奖金
系数， 加大基层骨干的激励力度。 除物
质激励外， 公司注重为高技能人才发挥
作用提供资源 、 创造条件 ， 合理匹配
“权责利”， 给予技能人才充分的尊重与
认可 。 对于技能专家及以上职务人员 ，
实施专项激励政策， 按照中层领导人员
标准给予健康体检、 通讯补贴、 差旅费
报销、 办公用房、 公寓食宿等， 有效增
强了技能人才受尊重、 被认可的获得感。
对于工匠人才， 邀请其在公司专业领域
人才晋升评审、 金牌班组长评选等工作
中担任专家评委。

培训注重“一岗多能” 赛学结合持续孵化

打造激励体系 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建立QTI精益管理体系 激励全员创新创效

荣彦明康志鹏师徒 （康志鹏左一）鲍常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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