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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隆铜业公司坐落在长江之滨，和
万里长江只有一路之隔，是一座年产电
解铜46万吨、硫酸110万吨的大型冶炼
厂，雄踞于长江“1公里红线”范围内。
多年来，该公司不仅没有发生过环境污
染事件，而且凭借着工艺的提升，厂区的
绿化亮化美化，使花园式公司成为铜陵
滨江生态圈的一道亮丽耀眼的风景线。

一直以来，金隆铜业公司怀着一种
强烈的国企担当精神，在企业发展过程
中，始终坚持环保先行。公司党委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

色低碳发展道路，积极响应国家节能降
耗、清洁生产号召，在碳达峰、碳中和的
道路上深入实践，为国家和集团公司早
日实现“双碳”目标做出了来自金隆的贡
献。近几年来，金隆铜业公司投入数亿
元资金用于各种环保设施的建造、提升
与维护，相继完成了环境烟气综合治理、
硫酸尾气脱硫、清污分流、光伏发电等环
保项目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冶炼之
路越走越宽，其中“PS转炉工艺条件下
的硫酸低温余热回收项目（HRS）”就是

“双碳”节能的典型代表。
“PS转炉工艺条件下的硫酸低温余

热回收项目（HRS）”涉及铜冶炼和制酸
两大工艺。所谓低温位余热是指硫酸生
产装置中经转化工序回收高、中温位热
能后，降级转入干吸工序的热量，以及在
干吸工序内产生的硫酸生成热、蒸汽冷
凝热、硫酸稀释热的总和。低温位余热
在硫酸生产过程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冶炼烟气制酸工艺主要包括烟气中
二氧化硫的净化、氧化和三氧化硫的吸
收三个过程，其中氧化和吸收这两个过
程均伴有大量的化学能释放出来。传统
的烟气制酸装置对二氧化硫氧化产生的
高中温位热能尽可能地进行了回收利
用，对于吸收过程中的低温位热能都是
用循环冷却水移走而间接排入大气。当

前金隆铜业公司硫酸系统转化工序的中
高温余热已经回收，但干吸工序低温余
热还是由循环水带走，未能有效回收利
用，这部分余热约占总量的30%。低温
余热回收技术则正是将这部分原先白白
浪费掉的热量再加以回收，生产低压饱
和蒸汽，再通过发电机组将低压蒸汽的
热能转化为电能用于生产，从而达到节
能减排的效果。金隆铜业公司属于传统
的PS转炉吹炼工艺，这种工艺虽然在冶
炼过程中具有很多优点，但冶炼期间产

生的进入制酸系统的烟气量和二氧化硫
浓度周期性波动较大，低温余热回收装
置的稳定性很难保证，目前国内还没有
成功运行的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双碳’目
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不是轻轻
松松就能实现的。”要想在PS转炉工艺
条件下实现硫酸低温余热回收利用，绝
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但敢为人
先、勇于创新是金隆人的秉性，为实施这
一项目，金隆铜业公司党委经过研究，确
认硫酸低温余热回收利用节能属于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取得更好效益的难点和堵
点，决定将“在PS转炉工艺条件下的硫
酸低温余热回收项目（HRS）”作为公司
党委2023年党建攻关项目，召集党员和
技术骨干开展重点技术攻关。

项目攻关期间，金隆铜业公司党委
全流程参与，扎实做好项目实施调度工
作。公司党委在项目建设现场悬挂党建
项目攻关行动看板，组织党委委员、项目
组成员在党建项目攻关行动看板上签名
承诺，接受全体员工监督。党委定期召
开专业组会议、项目调度会议，研究协调
项目攻关工作，实施挂图作战，制定实施
计划推进表，按计划时间节点要求，将工
作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一个人，及时进行
跟踪分析，协调解决有关问题。该公司
成立了安环消防、硫酸工艺、动力工艺、
设备保全、施工管理、综合保障六个工作
小组，明确工作职责，定期召开项目推进
会，研究影响项目进程的解决方案，保障
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项目组为保证工程万无一失，前期
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对金隆铜业公司目
前制酸系统两套制酸装置实际工况下的
烟气条件进行检测，收集整理技术数据；
多次和国内低温余热回收装置专业厂家
进行技术交流论证，同时邀请集团公司
硫酸生产专家，结合金隆铜业公司PS转
炉吹炼烟气制酸工艺特点及国产耐高温
浓硫酸腐蚀材料的成熟应用案例，对“项
目建议书”“低温余热回收装置改造工艺
流程设计”的可行性进行深入论证，最终
确定在制酸II系统设置低温余热回收装置
取代现有一吸塔的技术改造方案，并确定
了项目建设规模及投资额。该公司在硫酸
II系列干吸工段增设低温热回收装置取代
现有一吸塔循环系统，年产饱和蒸汽
237000吨；新建一套30-50吨/每小时

全凝式汽轮发电机组，新增一座规模为
每小时4000立方米的余热发电循环水
系统，项目投资控制在7500万元以内，
利用金隆铜业公司2023年9月份设备
大修时机完成项目对接。

金隆铜业公司设备大修三年才有一
次。为抓住这一对接时机，公司党委制定
了项目网络进度计划，按2023年9月1日
具备对接条件倒排工期，明确关键节点，
各项工作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

2023年3月，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
下，完成原硫酸石灰石球磨机房的拆除
工作，让出场地布置安装汽轮发电机组
及循环水系统设备；完成锢铍棚西侧一
跨的拆除工作，让出场地布置安装硫酸
低温回收设备。

2023年7月，完成了主体设备现场
制作及钢结构、工艺管道、防腐保温、电
气仪表等安装工作。

2023年 8月，完成每小时4000吨
的循环水系统和汽轮机及其附属设备安
装工作。

2023年9月20日，完成项目的高低
压电缆的安装及试验，项目所需的水、
电、气（汽）供用条件到位，开始进行单体
试车、联动试车，顺利完成由厂家负责的
试车过渡到业主方操作阶段，与大修同
步进入试生产运行。

2023年9月25日十八点零三分，汽
轮发电机组并网成功，宣布金隆铜业公
司“硫酸低温余热回收利用节能改造项
目”成功完成对接。

金隆铜业公司“硫酸低温余热回收
利用节能改造项目”自立项批准到完成
对接，只用了 10个月时间，创造了类
似项目最短的历史记录；在烟气量及
SO2浓度频繁波动情况下，酸浓酸温
控制在设备安全范围内，保证设备安

全稳定运行，实现了国内铜冶炼行业
“PS转炉工艺条件下的硫酸低温回收
（HRS）”的首创。这个项目运行后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
目投用后，与现有的低压管网合并，在
满足生产使用的前提下，多余的蒸汽
进入凝汽式发电机组进行发电，杜绝
了以往冬季需要启动燃气锅炉向低压
管网补汽现象，而且杜绝低压管网蒸
汽放空的“白色污染”问题，达到了硫
酸低温余热回收利用的目的，同时解
决了金隆铜业公司的蒸汽不平衡问
题。自2023年 9月至2024年 5月，不
到 9个月时间，余热发电量累计达到
2362 万度，节约电力成本 1400 余万
元。2023 年 3月至 5月，月均发电量
突破300万度，3月份当月发电量更是
创下历史最高值385万度。

通讯员 章 庆

在绿色冶炼的大道上阔步向前
——金隆铜业公司硫酸低温余热回收项目建设侧记

天马山黄金矿业公司（以下简称天
马山矿业公司）是在原铜官山铜矿关破
后，利用井下、地表有效资源重新组合，
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按照现代企业制度
组建的新模式矿山企业。2004年组建
伊始，面对资产质量差、管理基础薄弱、
经营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等重重困难，是

“破”还是“立”？牵一发而动全身。经过
各方反复研究、论证，集团公司决策层果
断决定，走重组之路。由安徽铜都铜业
和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共同出资2000万
元，组建铜都天马山硫金矿业公司。

企业能否重组成功，需要公司在用
人上、管理上、运行上大胆创新。当时，
在集团公司的支持下，天马山矿业公司
大胆改革创新、励精图治，仅用4个月的
时间恢复了矿山生产。2004年当年筹
备组建，当年生产，当年实现利润734万
元，2005年利润增加到2705.61万元，

创造了奇迹，被有色行业誉为“天马效
应”。

管理创新激发活力

创建之初，天马山矿业公司适时开
展“管改结合、再造企业”为主题的管理
创新活动，将企业改革、改组、改造、改善
技术经济指标与加强企业管理相结合，
通过实施组织再造、岗位再造、流程再造
和文化再造，努力实现公司“管理规范，
人企发展”管理创新目标。以组织再造
为突破口，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流程，按
照精干简化的原则，公司内部机构仅设
三个区队、五个部门，对所有岗位实行定
员定编，同时所有人员通过公开竞聘上
岗。

发展不止步，改革不停步。十九年
来，天马山矿业公司以激发活力、提高效
率为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要求，持续深入推进“三项制度”改
革，创新创效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天马山矿业公司发扬“敢为人先”的
优良传统，在多个领域先行先试。高效
推进集团公司中层任期制和契约化工
作，建立健全各层次组织绩效考核目标
责任制，设定个人KPI绩效考核清单。
2018年7月，对原金口岭矿实施关停，
通过实施战略调整、资源优势互补的战
略，加快矿山转型升级；同时，同步推进

“瘦身减人”，先后分五批组织对外劳务
输出共89人；推进“机关化”问题整改，
撤销两矿重叠的11个内设机构，压减机
构占比41.67%；实现“扁平化”改造，实
施“员工共享”，推行“一人多岗”“一岗多
责”，持续推进组织优化，专业和业务序
列岗位占比由53%增长至78%。2020
年10月，公司主动向机关“开刀”，对机
关32名二三线人员实施精简分流安置，

其中分流管理人员15人。通过整合，职
能机构减少了37%，管理人员减少了
22%，人数由最初两矿的1160人到目前
在册仅为487人。2019年退休的原机
运工区区长万多详感慨道：“过去人浮于
事，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现在再混，恐
怕再也行不通了。”

科技创新激发动力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十九
年来，天马山矿业公司在谋求创新发展
的工作中，一直坚持全员参与的原则，让
创新形成一种风气、凝成一种文化。在
推进管理创新的同时，该公司持续加大
科技创新力度，近五年来投入重点工程
及技术攻关和改造资金达到28100万
元；2017年，295米、负335米深部开拓
工程投产，2018年10月投资18000万
元的混合井生产系统接替工程成功升
井，标志着该公司新生产系统顺利接
替。天马山矿业公司先后获得安徽省
及集团公司合理化建议16项，其中《复
杂条件下难采小矿体资源回收》《关于
降低硫精砂水分的建议》荣获2022年
度安徽省重大合理化建议项目奖；《浮
选选硫药剂及设备改造的建议》荣获安
徽省职工创新竞赛金点子。同时，该公
司持续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高度融合，
结合公司实际和应用现状，信息化在指
纹考勤系统、生产监控系统、OA办公
平台等五个业务板块应用。在生产管
理上，为避免产品单一、缺乏市场竞争
力，立足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根据原
矿禀赋，2021年开发高硫铁产品，产品
附加值提高了 33%，综合利用率为
78%。为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成效，2023
年 11月，该公司磁选尾矿中金矿物回
收技改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同步加快
工业试验研究，目前选金回收率提高了
5%，全年增加金精砂含金25千克，年
增加经济效益1000万元。同时，该公
司把节能减排、资源消耗指标目标与企
业发展目标作为刚性目标进行考核，
2023年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提高3.8个
百分点，工业用水循环利用达到98%。

安环创新激发新活力

安环是企业的生命线。天马山矿业
公司始终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统筹
发展和安全。十几年来，天马山矿业公
司始终坚持本质安全，以安全工作重点、
安全管理效果为中心，实现自上而下管

理、自下而上负责的安全管理体系。在
安全管理上盯住“三违”这个牛鼻子，
持续开展“三违”人员进课堂，对违章
员工、干部进行“面对面”谈心活动，想
办法化解违章职工怨气，让职工气
顺。自该公司大力开展“安全环保、意
识先行”、百日安全无事故等活动以
来，矿山已经连续 2095 天实现安环

“双零”目标。
构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

管、失职追责”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强化系统建设，全过程、全链
条、全覆盖强化风险防控。以厘清细化
全员责任体系为路径，在推动党的建设
融入安全生产方面，突出组织作用和人
的因素，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示范表率作
用，推行“三盯”“两加强”措施，坚持将党
建工作与安全工作一起抓，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坚决贯彻落实“两个绝
对安全”要求。

该公司始终倡导“以人为本，和谐
天马”的理念，在抓安全生产的同时，着
力抓环境整治工作。以开展创建无泄
漏工厂活动为契机，以推行标准化创
建为突破口，投资1000万元新建3万
吨井下污水处理系统，实现井下排水
达标排放。大力开展环境整治工作，

该公司先后投资 1200 万元对矿区环
境进行综合整治，2009 年投资 10 万
元建成两条近千米东村净化站污水
输送管道线，实现了生产生活水内部
闭路循环目标，年节 约 用 水 30 万
吨。同时，持续改进闭路水循环，
2010 年该公司投资 110 万元对矿区
主干道路进行了亮化，与区域 6家单
位和个体户共同签订了区域环境保
护协议，共同承诺“无污染、无泼洒、
无超载”。建立内部水循环处理系
统，充分利用原储水池的容积，并新
建 3处储水池，实行井下地表水全部
过滤净化处理、循环再利用，每年节
约生产用水38万吨。

沧海桑田，奋进有时。该公司重组
19年来，累计完成金精砂含金7155.85
千克，硫精砂309.12万吨，铜精砂含铜
3998.98 万吨，转炉渣尾铁 137.11 万
吨，铁精砂11.28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34.12亿元。该公司由组建初期员工在
岗年收入4.2万元到2023年年人均收
入达到10.22万元，增长143.3%。该公
司先后荣获集团公司卓越绩效提名奖、

“全国有色金属创建节约型企业先进单
位”“5Ａ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和全国
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

通讯员 王 文

破 而 后 立
——天马山黄金矿业公司发展纪实

图为金隆铜业公司低温余热发电机组。

图为金隆铜业公司主办公楼全景。

图为天马山矿业公司持续开展井下防洪工作。

图为2022年10月天马山硫金矿采矿延深技改工程通过专家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