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ѝഭᴹ㢢䠁



29����ᒤㅜ�ᵏ

唯有科技真实力 七秩铸梦更有色
——记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 70 周年

昆明冶金研究院已默默奉献祖国西南边陲 70 载，她心无旁骛，始终围绕“科技创新”这个核心，
始终坚守“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关键进阶，深耕选矿、冶金、材料和检验检测等四大领域科
研技术，不仅实现了自身的持续发展，更帮助无数企业实现技术更新与迭代。70 年纵然历经曲折
艰难，这一群身怀报国理想的科技工作者却始终不悔其志，并将继续勇探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

本刊记者 张小红 特约记者 杨洁 卢晓琴｜文

如果将科研院所看作企业，那么，

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

明冶研院”或“公司”）就是科研院所企业

中的“隐形冠军”。

她没有最大的经营规模，未必具有

广泛的知名度，或许也尚未成为科研“国

家队”的一员，但就是这个默默奉献于

祖国西南边陲的科技先锋，如今已经走

过 70年峥嵘岁月。70年来，她心无旁

骛，始终围绕“科技创新”这个核心，始

终坚守“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的关键

进阶，深耕选矿、冶金、材料和检验检

测等四大领域科研技术，不仅实现了自

身的持续发展，更帮助无数企业实现技

术更新与迭代，被称为企业的“贴身研

究院”，通过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成

为推动行业进步的重要力量。

昆明冶研院成立 70周年之际，本

刊记者实地采访了公司高管、科技带

头人、先进模范等人物，感受昆明冶

研院 70年自强不息的非凡奋斗史，感

受一群淳朴科技人不灭的科技报国赤

子之心。

20世纪60年代，职工在昆明有色金属研究所大门合影留念

生于使命：振兴云南经济
成为西南地区矿冶技术科研中心

按照中央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

划，为促进云南省有色金属工业发展，

1953年4月1日，“重工业部有色局西南

分局试验所”在春城昆明成立，这是昆

明冶研院最早的名字。从此，“昆明冶

金研究院”便与我国西南有色冶金工业

的发展与崛起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该试验所成立的使命，在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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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任务书中就已经明确：“主要任务

是协助西南地区各有色金属厂矿解决生

产中存在的主要技术问题，并推广有关

新技术与先进经验等。”后又在扩建设计

任务书中指出：“以铜、锡、铅锌、多

金属复杂矿的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为重

点，使之逐步成为西南地区有色金属采、

选、冶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遵循着这个使命，昆明冶研院持续

在有色金属矿冶工程技术研究与应用方

面发力，70年来贡献卓著，曾一度成为

云南省及全国冶金行业闻名遐迩的科研

院所，在西南地区的冶金史上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1987年大学毕业到昆明

冶研院工作，现任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杨毅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介绍了公司在各个发展阶段的

重点工作和主要成就。

20世纪 50年代建所初期，昆明冶

研院主要为大规模地质勘探提供分析

检测和矿床开发评价试验。配合国家

“一五”重点建设项目（如云锡、东川、

会泽、云南冶炼厂），开展工艺流程验

证或扩大试验，为新建企业或工程投产

提供现场技术服务。

20世纪 60年代，昆明冶研院开展

新工艺、新设备、新选矿药剂的研究，

如重介质选矿、锡石浮选、沸腾焙烧、

溶剂萃取等。研制处理锡细泥的重选新

设备——皮带溜槽获“国家发明奖”，还

研发了双锥重介质旋流器、湿式强磁选

机、双室沸腾炉等一批新设备，以及单

晶锗、仲辛基黄药等一批新产品。这些

成果大多应用于生产企业。

20世纪 70年代后期，昆明冶研院

开始集中力量参与云锡、金川、攀枝花

资源开发利用等国家科技攻关，取得一

批高水平成果。如云锡中矿高温氯化、

反射炉连续熔炼锡、老尾矿开发利用，

金川闪速炉熔炼渣型研究，攀枝花钛矿

选矿新设备应用和大型转炉添加锰料

等，同时还承担了越南古定铬矿及阿尔

巴尼亚红土矿回收镍钴的扩大试验。

20世纪 80年代开始，昆明冶研院

探索科技体制改革，为适应市场，改变

长期单纯工艺研究格局，增设金属材料

研发和装备与自动化研究部门，科研领

域扩大。工艺研究方面的重点是云南省

重大资源的开发利用；新产品方面，研

发了红外光学用锗单晶（其中可控球面

锗单晶生长方法获“国家发明奖”），低

锡焊料及有色金属新合金，离旋器（获

分析室荣获1958年集体奖

1973年，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到生产一线上的第一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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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明奖”），砂金矿洗选机组等新

设备。同时，推广从规划、科研、设计、

投产服务的“一条龙”服务机制，设计建

成风化磷矿擦洗厂（获“国家星火二等

奖”）、重介质选矿厂等，均取得较好效

益。

20世纪 90年代，根据国家对大型

科研院所实行“一院两体”（科研与产业）

的改革精神，昆明冶研院重点抓新产品

研发和产业建设，自主开发了高档精密

合金异形材、铜铝复合太阳能板芯材料、

弥散强化铜基复合材料等一大批新产

品，其中 4项获国家级新产品，9项获

省级新产品。当时，昆明冶研院经营产

品达60类30多种，年销售收入超4000
万元，占全院总收入的70%以上。同时，

完成云南省“八五”“九五”科技攻关任

务，拓展了生物冶金、悬浮电解、真空

冶金、等离子冶金等新领域，并承担了

一批应用基础理论研究。

进入 21世纪的昆明冶研院，科学

研究与生产建设结合更紧密，科研质量

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了“加压浸

出-深度净化-长周期电解-自动剥锌”

和“富氧顶吹-鼓风炉炼渣-大极板电

解的锌、铅冶炼”新工艺产业化，上述

两项科技成果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开发了光纤用四氯化锗、高纯金

属锌、四针状氧化锌晶须、低成本生产

多晶硅等一批高档新产品；承接了云南

普朗大型铜矿选矿工艺研究、云南文山

都龙锡锌矿工艺技术研究等重大项目。

杨毅告诉记者，70年来，昆明冶研

院承担了阿波罗号月岩矿物学研究等科

技（科研、设计、开发、成果推广）项目

近3000项，现拥有有色金属强化冶金新

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科技部国际

合作基地、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

信部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4个国

家级科研平台，以及13个省级科研平

台，具有岩矿测试甲级资质等18项资质，

350余项成果获国家、省部级奖励，依

1980年，参加分析室培训的元江金矿学员在昆明冶金研究所大门合影

1956年，职工在昆明有色金属实验所原址（昆明刘家营）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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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科研成果建成260余个工矿企业或单项工

程，为云南省地方经济和我国有色金属工业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正如我国有色金属真空冶金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戴永年教授为昆明冶研院的题词

“厚德深研担重任 创新跨越攀高峰”所概括

的一样 ：70年里，昆明冶研院始终不忘最

初的使命，在勇攀科技高峰的道路上创造了

一次又一次辉煌。

长于“科学的春天”：
忠于创新 让科技研发更有活力

在就业选择时，科研院所单位曾是毕业

生向往的殿堂。1987年从北京科技大学毕

业的方树铭，在面临“到政府部门工作”“当

老师”还是成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的人生抉

择时，毅然决定返回家乡到昆明冶研院工作。

“我成绩不错，毕业时有好几个选择，但我

对科技工作情有独钟。能够进入昆明冶研院

做科研工作，我很自豪。”回忆当年，曾从事

冶金技术研究、现为《云南冶金》杂志编辑部

主任的方树铭内心依然澎湃。满园的樱花树、

整洁而规范的实验室、活力满满的同事……

这就是他理想中的科研单位的模样。

从事科技工作，让很多人向往和骄傲，

崇尚科技在我国已经蔚然成风，我们迎来

了科技创新最好的时代。“让我们科技工作

者感受到强烈鼓舞的时刻有两次，一次是

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

产力’，科学的春天来了；第二次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我们感到科学的春天又来了。”

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胥福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如果说国家重视科技创新，为科研院所

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外因，那么

作为一家科研院所，昆明冶研院自带科研基

因，与生俱来忠于创新就是内因。正是由于

内外因的相互作用，才有了昆明冶研院欣欣

向荣、生生不息的70年。

胥福顺告诉记者，今天的昆明冶研院拥

科研人员通过热-质联用仪研究铅锌冶炼渣热效应及相变情况

科研人员通过X-射线衍射仪研究铝灰、渣物相组成及含量

科研人员在选矿实验室进行矿石可选性研究，开展浮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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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加强悍的顶层设计。上级公司中铝集团

已布局形成中央研究院、专业研究院、领域

技术中心、群众性创新平台4个层次的创新

体系，昆明冶研院根据中铝集团关于“一院

一策”做强专业研究院的工作部署，进一步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依托于现有的科研平台，

构建形成“2+2+6+N”的科技创新布局，打

造国内一流、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铜铅锌

领域专业研究院。

正是基于此，随着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

的持续落地，昆明冶研院的创新机制更加

灵活、创新成效更加凸显。一是全国重点实

验室锻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22年12月，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科办基〔2022〕
13号科技部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重组国家

重点实验室体系方案》的通知要求，成功完

成“有色金属强化冶金新技术全国重点实验

室”的重组，创新体系进一步优化、创新能

力进一步提升。

二是各层级科研平台打造科技创新“硬

核实力”。除了全国重点实验室，昆明冶研

院还拥有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基地、国家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信部产业技术基础

公共服务平台 4个国家级科研平台，以及

13个省级科研平台，具有岩矿测试甲级资

质等18项资质，与相关企业共建了铝、铅、

锰、钛等9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2022年还

获批农业农村部全国土壤详查实验室、全国

土壤普查实验室，创新能力及服务社会能力

显著提升。

三是“车间实验室”做企业贴身研究院。

近年来，昆明冶研院建成8个“院企共建车

间实验室”，围绕低品位铅锌氧硫混合矿选

矿工艺优化、联合浸出及过程固废物综合利

用等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开展技术

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开发新产品30余项，

形成了“问题来自一线，解决在一线，收益

在一线，技术成果提升在研究院”的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新模式，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创新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四是多元激励机制不断激发创新动能。

科研人员开展物理消泡试验研究解决兰坪低品位氧硫混合矿资源综合利用冶炼问题

科研人员观察自主研发的铜铝复合导电头外观质量

科研人员通过pH值调控观察稀贵稀散金属浸出及提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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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中铝集团系列激励制度，梳理制定

了《科技奖励管理办法》《成果转化办法》

《分红激励实施办法》《科技成果转化暂

行管理办法》《项目收益分红激励实施

方案》等制度，实现科技项目过程激励、

科技成果奖励、产业化分红激励、科技

人员团队激励等全覆盖，持续激发创新

动能。

五是“1+3”全链条人才培育模式持

续释放创新活力。“1”即全国重点实验

室，“3”即育才、铸才、优才的人才培

养“雁阵格局”。以全国重点实验室为牵

引，相继出台《人才队伍建设方案》《职

工提升学历教育管理办法》《高层次人

才引进管理办法》《“五级工程师”实施

方案》《“五级技师”实施方案》《科技人

才技术职务选聘方案》《行政职能管理

人员管理暂行办法》，构建了较为完整

的科研核心骨干、职能管理精英及技术

技能人才的培养晋升体系，持续释放创

新活力。

六是“科改示范企业”改革注入新的

发展动力。2022年3月，昆明冶研院入

选“科改示范企业”，分4年制定了改革

的任务目标，力求通过深层次、全方位

改革，重点突破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完善的市场化经

营机制，实现治理结构科学完善、创新

机制灵活高效、创新动能充分迸发、创

新人才素质优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风风雨雨走过70年，昆明冶研院

在创新的路上从未止步，我们重视创新，

更重视对创新的激励，重视国家级、省

部级人才的培养，目的是营造正向的科

研氛围。近5年，公司入选省部级以上

人才32人，其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1人、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等省

部级人才23人、中铝集团科技人才8人，

各类人才总数增至49人。创新是我们

的灵魂，敢于创新、忠于创新是时代留

给昆明冶研院最深的印记。”中铝集团首

席工程师、昆明冶研院原院长谢刚如是

说，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也相信，在春城，在科学的春

天里，昆明冶研院一定可以书写更美的

科技篇章。

成熟于自我迭代：以党建引领科技
创新 以党建促进科研生产经营

继“重工业部有色局西南分局试验

所”之后，昆明冶研院陆续更名为“昆

明有色金属试验所”“北京有色金属工

业综合研究所昆明分所”“昆明有色金

属工业研究所”“云南省冶金研究设计

院”“昆明冶金研究院”等。

随着名称的变化，所属单位也几经

更迭，先后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

部有色局、北京有色金属工业综合研究

所、云南铜业、云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

局等单位和部门。2000年，作为全国首

批242家转制科研院所之一，昆明冶研

院整体转制进入云南冶金集团；2018年
进入中国铜业，融入中铝集团，于当年

11月中铝集团中央研究院昆明分院挂牌

成立；2019年10月，改制为“昆明冶金

研究院有限公司”。

由事业单位转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从运行经费全额拨款到走向市场自负盈

亏，从“温室培养”到市场化生存，这种

巨变让昆明冶研院在21世纪初遭遇了

发展过程中的最艰难时刻：人员运行经

费停止拨付而国家纵向课题却减少、开

支还不断增长；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原有

基础不强而对新领域开拓又力不从心；

配套改革措施效果不佳、内部管理制度

还不够完善；科研人员搞科研不安心、

做市场又不擅长；部分核心骨干被抽调

新公司做新项目研发、资金人员硬件均

被不同程度分离，很多人对现状和前途

充满迷茫和担忧……

“当时管理层的压力很大，面临的

是向现实投降还是想办法走出困境的两

极考验。”胥福顺说，“当然，我们肯定

不会认输，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困境。公

司党委反复研究后一致认为，必须依靠

“七一”表彰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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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以党建引领科技创新，以党建促

进科研生产经营，全员共克时艰。”

昆明冶研院党委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对中铝集团的重要批示精神，

坚持把党建与科研生产经营同思考、同

谋划、同部署、同考核，系统实施了“党

建质量提优”“战斗堡垒提效”“人才保

障力提升”“监督执纪提质”“群团合力

深化”以及“向心力凝聚”六大工程。党

委每年与各党支部签订党建与党风廉政

建设目标责任书，考核结果与科研生产

经营业绩互为“百分”系数，层层压实党

建与科研生产经营责任；组织开展的“五

新”大讨论、增强“五力”大讨论、“汲取

伟力创价值、对标争先创一流”大讨论

等为改革发展凝心聚力；通过“两带两

创”活动，聚焦重大科研项目和急难险

重任务立项攻关，5年来累计创效超过

5000万元；开展的科技创新型、成果转

化型、服务保障型“三型”党支部建设，

持续推动党建与科研工作的“双向融

合”。党支部的“一支部一品牌”“三亮

三比”（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比

作风、比技能、比业绩）“四比四看”（比

学习、看本领提升，比状态、看责任担当，

比能力、看价值创造，比服务、看群众

满意）等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党建强科研、

科研促党建的成效。

“得益于党建的法宝作用，得益于

党委领导作用、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及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5年间

我们的营业收入增长了45.6%，利润增

长了59%，工资总额也翻了一番，我们

走出了困境！”胥福顺的话掷地有声。

在艰难时刻，胥福顺曾用“鹰志”来

勉励职工，也是给自己的鼓励。鹰的一

生中有数次残酷蜕变，这种蜕变充满了

危险，极有可能使自己疼死或饿死，但

它依旧勇于向自己挑战，勇于让自己在

死亡的边缘获得重生。

昆明冶研院副总工程师、中铝集团

及中国铜业劳模包崇军对此很有感触，

党员突击队授旗

“学党史、跟党走”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重温入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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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昆明冶研院一届

届领导班子和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也正

是像鹰一样有着不屈不挠的拼劲，不达

目的誓不罢休的恒心，面对困难，没有

躺在惯性思维上“等、靠、要”，而是勇

于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锐意改革、开拓进取，使公司重

获新生。

鹰生长于残酷的环境中，但它在迎

接挑战中完成自我迭代，成就强者的地

位，而这，也正是昆明冶研院取得今天

成就的写照。

希望于担当：胸怀“国之大者”
为中国有色金属产业振兴贡献科技
力量

2018年 11月，趁着“央地合作”的

东风，中铝集团中央研究院昆明分院落

户昆明冶研院，公司的发展蓝图掀开了

崭新的一页。

2019年1月，时任云南冶金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现任中国铜业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许波在科技管理

专题会上指出：“昆明冶研院要发挥核

心技术团队作用，发挥企业一线技术专

家团队作用，发挥社会科技资源作用，

出技术、出成果，为企业生产经营做好

技术服务。”

2020年 12月，中铝集团总经理、

党组副书记刘祥民到中铝集团驻滇企业

调研时，要求昆明冶研院要进一步发挥

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优势，聚焦

解决铜铅锌选矿中“卡脖子”难题，为企

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2023年 1月，中铝集团党组书记、

董事长段向东调研中国铜业时指出，要

建立强大的专业研究院，要对研发平台

进行专业化整合，用好行业唯一“国重”

平台，昆明冶研院要按照改革方案要

求融入“国重”之中，一体化推进建设，

针对不同板块、不同方向设立专业的方

向或是分院，不断建强战略单元的研发

系统。

2023年2月，中铝集团科技创新部

总经理史志荣到昆明冶研院调研时提

到，昆明冶金研究院要聚焦中铝集团建

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战略目标，准确把握

新形势下的使命和目标定位，进一步解

放思想，主动作为，做强专业研究院，

努力成为国家及行业战略科技力量。

如何贯彻落实好集团领导和部门工

作要求，奋力完成目标任务，打造世界

一流的科研院所，是昆明冶研院一代代

科研人的志向和抱负。

“到2025年，我们要进入中国铜铅

锌领域全产业链科研技术的第一方队，

2030年，成为该领域国内一流、国际

先进，2035年，成为该领域国际领先

的专业研究院。”这既是昆明冶研院领

导班子的奋斗目标，更是全体干部职

工的心声。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

无坚不入。未来，昆明冶研院将围绕科

技创新“主力军、主战场、引领者”的战

略定位，胸怀“国之大者”，树牢“打铁

必须自身硬”的信心和决心，不负重托，

不辱使命，全力做强中铜专业研究院，

打造有色金属铜铅锌“地采选冶材”全产

业链原创技术“策源地”，为中铝集团、

中国铜业和我国有色金属行业产业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绿色选矿方面，将聚焦矿山选矿关

键共性技术、磨矿增产降耗工艺、特

色专属浮选药剂与绿色低碳工艺技术开

发，实现主金属绿色高效提取、有价元

昆明冶研院马金铺试验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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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综合回收、冶金渣及中间产品资源化

及危废的无害化，引领铜铅锌锗绿色选

矿发展；

绿色冶金方面，开展铜铅锌锗资源

绿色强化冶炼新技术、共伴生稀散稀贵

金属资源高效提取、冶金过程节能减排

及绿色低碳工艺开发，建成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的低碳冶金研发中心和成果孵

化基地；

应用材料方面，聚焦高纯金属、合

金材料、粉体材料、功能材料、复合材

料的加工技术及工艺、材料基因工程等

领域开展研究，建成行业领先应用材料

研发机构；

检验检测方面，开展元素检测、物

质成分研究、节能环保、标准制修订，

建成行业领先、国内一流的铜铅锌锗产

业及有色金属行业检验检测、工艺矿物

学研究及节能环保公共服务平台。

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是为了新

的出发。在昆明冶研院成立70周年之

际寄语未来，胥福顺选择了“担当、热爱、

情怀”这三个词，他说：科技创新的星

辰大海，更值得我们期待！

昆明冶研院 70年的发展经历，反

映了新中国科技事业不平凡的发展历

史。时代的磨砺赋予昆明冶研院“包容、

专业、创新、卓越”的精神和智慧，而

我们更在其中看到了一群身怀报国理想

的科技工作者是如何爬坡过坎、完成了

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纵然历经曲

折艰难，却始终不悔其志。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所有未来皆是

可期。如今，昆明冶研院拥有了更高远

的发展平台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立潮头敢担当，让

她的梦想走出春城，走向世界。

 （作者杨洁、卢晓琴单位系昆明冶金研究院有
限公司；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黄炳金、
陈新等为本文采访、撰写提供资料、图片及
帮助，特此致谢。）

昆明冶研院2023年工作会合影留念

昆明冶研院召开年度党委工作会、一届十九次职工代表大会暨2023年工作会、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
败工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