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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铜陵市建陵路的铜陵有
色技术中心，迎面而来的是一栋科技感
十足的四层“U”型研发大楼。这里是安
徽铜冠产业技术研究院的所在地，也是
铜陵有色集团公司的研发机构。

2008年，集团公司体制改革写下浓
墨重笔，原位于铜陵市杨家山的技术中
心开始实体化运作，自此开启了一段披
荆斩棘、开拓进取的科创发展之路。

十六年来，技术中心砥砺前行，历
经科技更新迭代，在一次次改革中不断
嬗变，用一个个创新故事，默默述说着
科技创新事业所奔赴的“星辰大海”。

与时俱进 推进改革改制
2008年，对技术中心来说是一个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为整合
集团公司内部科技资源、加强科技平台
建设，在集团公司的统筹谋划下，科技
管理部、原技术中心、设计研究院实施
战略重组，形成“三位一体”的实体化运
作机制。

重组之初，由三个单位、部门所整
合而成的技术中心，面临着资源分布不
均、管理流程不一等问题，如何融出“1+
1+1>3”的效果？

对此，技术中心因地制宜做好顶层
设计。搭建职能完备的管理体系、统筹
谋划各片区绩效考核办法、完善干部人
才选拔……通过制度的配套和一体化，
达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融合凝聚
力。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2009年至
2016年的八年时间里，技术中心把推进
创新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积蓄成势，在
克难攻坚中练好内功，在科技经营上奋
力跨越。

研发条件上，完成采、选、冶实验室
重建、机关综合楼改造、设计办公楼改扩
建、办公自动化系统升级等建设项目；先
后建成功能齐全、装备先进的充填实验
室、3种规模选矿连选试验线以及“炼铜
烟灰浸出液中离心萃取铜锌”“冶炼厂污
酸废液中回收铼”等2条中试线，整体条
件显著提升。

科技经营上，技术研发从单一的选
矿研究发展为采、选、冶综合性的研发平
台；设计咨询从冶金设计一枝独秀发展
为矿山、冶金设计两强并进；检测分析从
单一的样品分析转变为检测服务与研究
的协同发展；新增环境监测、计量检定、
电气检测、节能服务等业务，科技实力不
断提升。

2017年，技术中心版图再次扩大。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检验、检测
管控机制，集团公司以技术中心检测研
究中心为基础，整合所有贸易类检测（化
验）资源，重组设立“铜陵有色金属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检测研究中心”，承担集团
（股份）公司内外部贸易类原料、产品等
检测业务，为政府部门行政执法提供检
测技术支撑，同时面向社会提供检测技
术服务。

自此，技术中心实现从“三位一体”
到“五位一体”的跨越，最大限度融合科
技管理、技术研发、设计咨询、检测监测、
节能服务等内部科技资源，并以此为依
托持续高质量发展。

新的转变发生在2019年。这一年，
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对于身处竞争
性行业的设计研究院而言，传统的管理
模式和经营方式，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
问题。现实呼唤，必须按照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要求，进行公司制改革。

经过深思熟虑，集团公司作出在设
计研究院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部
署，并规划“两步走”的发展目标。同年
10月，铜陵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工商注册成功，由工厂制企业改为公
司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步积极
稳妥推进骨干员工持股工作；次年实现
自主经营、独立考核。

把握时与势，是在纷繁复杂的市场
发展中找准方位、坚定抉择，譬如推行设
计院改制；把握时与势，亦是在高屋建瓴
的政策导向中抓住机遇、顺势而为，譬如
组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全力推进科技创
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从发展

全局的高度对科技创新工作进行了顶层
谋划和系统部署，提出一系列事关科技
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论断，并开创性提
出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构想。

彼时，技术中心作为集团公司研发
机构，虽代行科技管理职能，但是在政策
制度、管理运行方面仍有阻力。时与势
对集团公司创新发展提出要求，必须进
一步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建立按市场化
机制运行的研发平台。

随之，组建安徽铜冠产业技术研究
院的设想被提上议程。建是必然，但是
怎么建、建成什么样？为了找到最优解，
时任技术中心党委书记的方志甫以及集
团公司科技管理部部长、技术中心副主
任的左永伟先后奔赴江铜研究院等多个
同行业院所考察交流，学习经验。

历经数次谋划，2021 年 11 月 12
日，集团公司召开会议，研究并同意“整
合创新资源，组建安徽铜冠产业技术研
究院”。

2021年12月29日，产业技术研究
院举行揭牌仪式；其后，按照会议纪要精
神，该院实行市场化的用人、项目选题立
项、薪酬激励、竞争退出和合作研发机
制。

2022年，《安徽省“十四五”新材料
产业发展规划》出台，提出要“大力发展
先进金属材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11月，安徽省有色金属新材料研究院有
限公司应运而生，承担集团公司新材料
领域新技术产业化孵化、产业发展技术
储备、技术人才培养重任。

2023 年 2月，经安徽省国资委批
准，新材料研究院在合肥市经开区注册
登记；8月，集团公司批复了研究院机构
和编制，确定了基本架构。

期间，为支撑科技创新进一步发展，
集团公司于2022年5月批准建设铜陵
有色研发基地建设项目，8月项目开工，
同年11月项目封顶。2023年12月，建
陵路研发基地正式建成并搬迁投入使
用，科研人员入驻属于自己的梦想之地！

到此，技术中心形成完备的铜矿采
选、冶炼、加工科技创新链条，与安徽铜
冠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产业技术研究院”）“一套人马”“两块牌
子”运作，代管集团公司科技管理部、铜
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检测研究
中心（以下简称“检测研究中心”），归口
管理铜陵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设计研究院”）、安徽省有色
金属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材料研究院”）党的建设。
从杨家山到建陵路，从2008年到

2024年，7公里的空间转移以及16年的
时间跨越，技术中心顺应国家发展大势，在
改革改制的道路上大刀阔斧、挥斥方遒，按
下高质量发展的快进键……

厚植沃土 建强人才队伍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据统计，对照

2024年安徽省高层次人才分级分类目
录，技术中心现有B、C、D、E类高层次
人才合计85人，在职工中综合占比高达
29%。

“人才蔚起背后，是人才强企战略在
技术中心的落地生根。”谈及在人才工作
方面的举措，技术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
左永伟神采奕奕，“聚焦人才引、留、育、
用各环节，技术中心高站位布局、高起点
谋划，不断提高人才在高质量发展中的
引领力、支撑力、贡献度。”

铜产业链科技创新链条完备、背靠
世界500强企业——铜陵有色集团这棵

“大树”，人才引进中，技术中心充分发挥
这两方面优势，询伯闻天下，引四海贤
达。

“线上线下全平台发布引才计划”
“人才引进重点锁定在采选、冶炼、铜加
工等主专业”“引才要发挥产学研优势，
开展专场，通过集团公司奋斗史、科技史
宣讲，用优秀的文化、开放的人才政策感
染、吸引人才”，这是技术中心引才工作
专题会议上，提出的三项重点任务要求。

实践证明，有的放矢的引才计划和
充满人文关怀的引才方式行之有效。
2023年，技术中心先后吸引了来自清华
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20
余名博士进行交流，经过资格审查、背景
调查、专家推荐、会议审定等程序，确定
与5名全日制应届博士签订协议。

五年来，围绕核心采选冶技术研发、

工程设计咨询、检测监测分析，共引进优
秀青年人才94人，有效支撑了重大项目
攻关、重点业务开展、创新团队建设。

人才引进是第一步，而如何留住人
才，必须上下求索，精准发力。对此，技
术中心把重点放在人才激励考核体系优
化上。

2021年，完善各单位经济责任制考
核办法，精准激励攻关行业技术难题、服
务集团公司生产经营难点的重点人才和
团队；2023年，结合市场化用人变革，下
发《产业技术研究院招录聘用研发人员
综合考核评定办法（试行）》，构建以创
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
评价标准体系；一直以来，大力推动知
识产权激励、创新团队激励等系列政策
的落实落地，激发职工创造创新；开展

“铜陵有色工程师”“优秀创新团队”等
多维度评先树优，培育优秀人才先进典
型……

多措并举之下，人员稳定性逐年提
升，不同专业特长、不同职业岗位、不同
能力水平的各方面人才在技术中心这片

“沃土”各得其所、各展其长。
“人才是第一资源”，但前提是要把

人才开发好、培育好。着眼于此，技术中
心致力于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
科研帮助，多维推进人才淬炼培养。

以各级科研专项和重大项目为依
托，通过参加学术会议、科研项目、创新
团队等多种形式育才；将优秀人才放入
党建攻关项目团队，组织开展导师带徒
结对活动，引导人才潜心钻研；建立党委
联系服务专家制度、党委与新进人才谈
话谈心、党委慰问专家人才制度，把组织
关心关怀落到实处；定期开展专业技术
比武，推动青年比学赶超。

在尊才重才的浓郁氛围里，人才成
长步伐不断加快，职工干事创业动力不
断增强。五年来，累计291人次获各级
各类荣誉表彰。

“安徽省企业创新达人”丁鹏、谢经
鹏，“安徽省技能大师”杨旭忠，“集团公
司标兵”朱继生，“铜陵有色优秀工程师”
张驰、艾自华、何桂荣、马晓婷，“集团公
司劳模”董亮，“集团公司十大杰出青年”
覃星朗……

“他们”心怀赤诚、矢志奉献，或闪耀
在创新求索的攻关一线，或匍匐于规划
设计的桌前案头，或沉浸于试剂瓶罐的
检测试验，向“高”向“精”向“尖”不断攀
登。

“引进来”“留得住”“育得好”是过
程，让人才“用得上”，才是终极目标。

“用”就是要扬其长处、避其短板，把人才
放在合适的岗位上挑大梁。

产业技术研究院青年人才，依托“青
年创新增效工作室”，参与采矿、选矿、冶
炼、碳减排和碳转化、环保治理等多个领
域的重难点项目，在科技创新上勇攀高
峰，在服务集团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担当。

检测研究中心青年人才，积极参与
国际、国家、行业等标准的起草工作，在
分毫之间探寻检测分析技术的提升与革
新，用实际行动为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设计研究院青年人才，手持梦笔、以
设计为媒，在打造绿色矿山、绿色冶炼厂
以及尾矿工程治理等领域绘就高质量发
展蓝图。

人才强企、赋能发展。技术中心将
人才成长与企业发展结合，一支德才兼
备、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初步
形成；一批关键时刻豁得出去、重大任务
面前顶得上来的“勇将”，在重点项目、科
技攻关等任务中茁壮成长。

多点发力 彰显发展动能
2024年7月，在技术中心产业技术

研究院，一阵欢呼声从115扫描电镜实
验室传来。原来，是科研人员在庆贺
Apreo 2S HiVac场发射扫描电镜设
备正式投入使用。

作为研发基地建设规划中价值最高
的新购设备，该设备可用于金属材料、地
矿材料、高分子聚合物等多种样品的微
观形貌观测及成分分析，代表目前扫描
电镜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技术。其投入使
用，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研发基地硬件设
施配置，也意味着研究院的自主研发能
力更上了一个等级。

“集团公司在多次工作会议中明确
指出，要加快推动先进设备更新，‘加大
研发设备投入、提升硬件设施配置’就是
我们贯彻集团公司部署的重要抓手和着
力点。”就研发基地研发条件而言，技术
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左永伟表示，“我
们充满信心能达到匹配建设一流的科技
创新型企业目标。”

2022年研发基地规划建设以来，技
术中心在研发条件提升方面做足文章：
三年累计投入2000多万元，先后添置
Maptek三维矿山建模软件、矿物特征
参数自动分析系统、X射线衍射仪、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仪等研发仪器设备50
多台（套），用于提升各专业室水平、支撑
科研成果工业转化及应用。

资质维护扩项是生命线，标准研制
决定话语权。作为专业的第三方检验检
测机构，检测研究中心从未放弃对提升
检测能力达到行业一流的追求。

从1982年获得CMA认可到2006
年取得CNAS资质，再到现在35种产品
276个项目518个参数具有CMA资质、

35种产品280个项目326个参数具有
CNAS资质；几十年间，检测研究中心历
经了近20次CMA或CNAS现场换证、
复评审以及扩项评审。

一次评审就是一场“大考”，检测研
究中心审慎地对待每一次证明能力的机
会。提前谋划，确保方案计划、人员调
配、练习培训等安排合理；精密部署，保
障物资筹措、数据分析、样品保管等算无
遗漏，推动每一次评审工作的顺利完成，
创造了持有CMA资质42年、CNAS资
质18年的荣光。

除资质工作以外，检测研究中心在
标准起草方面也成果丰硕。2018年至
今，共主持、参与起草国际、国家、行业和
地方标准超150项，荣获有色金属标委
会技术标准优秀奖11项，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科学技术奖5项，省科技进步奖1
项。

牵头起草的《铜冶炼烟尘化学分析
方法》标准，规范了实验室铜冶炼烟尘的
检验过程，对企业确定回收工艺、提高烟
尘的综合利用率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起草的《铜阳极泥化学分析方法 铟量的
测定》等标准可有效管控铜阳极泥中铱、
铑、铟这些稀贵金属的流失，给冶炼厂带
来良好的经济效益。系列标准的发布实
施，受到同行业单位的一致好评。

内强保障，外拓市场。从2019年那
场“转型期”的改革开始，关于未来发展，
设计研究院早已成竹在胸。

成效是显著的。五年来，该院斩
获27项行业及省设计奖，2022年取得
高新技术企业，连续 4年入库国家科
技型中小企业，荣获2022年度安徽省

“优秀建筑业企业（勘察设计类）”称
号，连续获得铜陵市优秀勘察设计单
位称号。

与之呼应的，是设计研究院在全力
保障集团公司重点项目建设上的全力出
击。

近年来，该院发挥专业优势，统筹协
调，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出色完成冬瓜山
铜矿尾矿输送与固化回填、绿色智能铜
基新材料、金冠铜业奥炉协同处置危废
等项目施工图设计和现场技术服务，持
续做好米拉多铜矿项目现场技术服务及
扩建采选工程部分子项的施工图设计，
积极组织力量开展赤峰金通二期工程前
期对接和初步设计工作，为集团公司夯
实主业基本盘、加快转型升级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

举全院之力对内做好集团公司重点
项目的服务保障，同时坚持高位推动，设
计研究院在市场开拓方面阔步前行。

该院依托合肥分公司位居省会城市
有利优势，在众智之下，出色完成安徽超
威和安徽骆驼再生铅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项目投产后短时间内即达产，环保效
果、技术经济指标、运行成本等各项参数
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先后承接全国各
省市17处再生铅资源综合回收设计项
目，将“铜陵有色院”打造成为国内再生
铅资源综合利用领域一张响亮的名片，
再生铅资源回收项目设计规模份额在全
国占比超一半，并以此基础拓展了再生
锂、再生铝项目设计市场。

报告显示，五年该院组织开展项目
1100余项，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3.3亿
元，新增外部项目合同额累计超亿元，收
入、利润年均增长率保持两位数。开创
新的历史纪录！

新材料产业是安徽重点发展的十大
新兴产业和四个万亿级产业之一。近年
来，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全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作为集
团公司在有色金属新材料领域的高能级
平台，新材料研究院也成为新的增长极。

2024新年伊始，该院就迎来了“粉
体材料实验室建成，开发出粉体中试反
应釜设备，搭建了有色金属粉体全性能
检测室”的开门红。作为铜粉、银粉、银
包铜粉研究开发的主战场，该实验室的
建设完成对于项目推动开展至关重要。

正是在这里，研发团队夙兴夜寐、宵
衣旰食，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反复尝
试，一步一个脚印，推动银包铜粉取得阶

段性成果，完成铜粉制备试验探究并成
功制备，推动银粉项目按照预期实施。

“目前，我们制备出的银包铜粉包裹
率、银含量等指标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国
内同行研究水平，实验室小试工艺成熟，
完善了中试化生产线，已完成公斤级中
试试验。”新材料研究院副院长孙德旺介
绍该项目进展时说到。

往高处攀，向新处闯。今年来，大
力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
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关于下一步发
展，新材料研究院从四个方向进行了布
局，即：聚焦战略性新材料产业创新发
展，解决共性技术难题；以集团加工产
业技术瓶颈、高纯材料制备等为支点，
解决关键核心问题；对较为成熟、市场
前景广阔的成果，积极寻求落地转化；
以有色金属粉体材料为代表的产品，寻
求市场准入，快速推进浆料制备，形成
由粉到浆的产品线。

知责于行 攻关核心技术
从2021年集团公司整合科技创新

资源全额出资组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到
2023年研究院研发大楼在原二冶旧址
上拔地而起，作为“废墟”上建设起来的
新型研发机构，该院一成立就承担着解
决企业迫切需求和卡脖子难题的使命。

冬瓜山铜矿是集团公司主力矿山。
这座国家级绿色矿山的发展建设中，处
处都留下了该院采矿研究所攻关的身
影。

面临大团山矿床资源量减少、主力
采场消失、导致产能接续不足的困境，该
所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系列成果应
用后实现多回收矿石量累计超11万吨，
产能补充超1000吨/天，增加直接经济
效益超亿元。

针对冬瓜山铜矿老鸦岭空区治理难
题，所内科研人员连续三月在现场驻点
开展项目攻关，不仅为40万立方米可排
放尾砂找到了“新家”，同时节省尾砂处
理费用预计2400万元。

不止于此，为解决矿体埋藏深、地压
大、特大型矿体深井开采技术难题，该所
首创了缓倾斜厚大矿体三步骤回采理论
与方法，应用于冬瓜山铜矿后，使资源综
合回收率实现从70%到81%的跨越，资
源综合回收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达旦实验映日月，金珠采场伴星
空，投身科研艰难探索，上山下井采矿取
铜。铜草花开遍所到之处，炮声唤日出，
卡车装彩虹，科研工作不畏艰难险阻，难
题攻克哪管风餐露宿……”打好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战，这是项目组成员在科技
创新征途上，为了破解技术瓶颈的真实
写照，更是传承“箩筐精神”、红心向企的
满腔赤诚。

作为第24届“安徽省五四青年奖章
集体”荣誉的获得者，“从实践中来到实
践中去，把论文写在厂矿一线，让有色选
矿名片扬名国内外”，是选矿研究所的鲜
明底色。

持续攻关冬瓜山铜矿复杂难磨铜矿
技术难题，开发出复杂难磨铜矿石SAB
流程磨矿分级产业化核心技术，成功将
冬瓜山铜矿选铜回收率提高到预期目
标；完成金冠铜业、金隆铜业、金通铜业
公司不同铜冶炼工艺炉渣选别工艺研
究，针对不同类型铜冶炼渣，将目前浮选
尾矿含铜降低0.05个百分点；2024年，
开展天马山矿砷黄铁矿中金矿物回收技
术及应用攻关，将金综合回收率大幅提
高了7%，年增产黄金约25公斤；开展跨
学科联合攻关，历时两年确定深海多金
属硫化物资源综合回收选冶工艺，为我
国深海多金属硫化物资源的开发及利用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致力于科研攻关，这些都是产业技
术研究院选矿研究所在“点石成金”的科
技创新之路上的蓄力。

集团公司第六次科技创新大会上，
该所“低碱选铜及复杂难选砷金矿石多
维度联合调控高效分离技术”创新团队
获集团公司“优秀创新团队”表彰。

接受采访时，该所所长蓝庆滔激动
地说：“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我们还要

‘加速跑’，前方等待我们的还有冬瓜山

低硫尾矿源头处置方案关键技术研究等
等技术难题，我们要努力提升自身的技
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把一个个目
标一步步变成现实，以实现选矿技术质
的突破。”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产业技术研究
院冶化研究所！

2020年，针对米拉多铜精矿在海运
过程中出现自燃现象，以及氧化烧结及
自燃结块较大、硬度大，无法直接进入熔
炼炉进行熔炼问题，该所通过持续的跟
踪验证、系统的研究试验，提出“隔氧－
降温－保水”的解决措施，高效解决米拉
多铜精矿运输过程中的难题。

为助推新材料领域发展，该所历时
近三年时间，自主研发了以超高纯铜为
代表的高纯金属制备关键核心技术，成
功制备出6N超高纯铜、6N高纯硒、6N
超高纯碲产品并建成3条中试线，将难
啃的“硬骨头”攻了下来，打通了铜、硒、
碲高纯新型材料开发产业化过程中的瓶
颈。

为解决金冠铜业炼铜烟灰中铜浸出
率低问题，该所科研人员系统考察了转
炉烟灰中难浸组分赋存状态及浸出行为
特征，采用双氧水-空气协同强化浸出，
完成多批次扩大规模试验，浸出渣含铜
为2.98%，渣计铜浸出率为69.6%，砷浸
出率为59%，锌浸出率为98%。

问题来自一线，解决在一线，收益在
一线，技术成果提升在产业技术研究
院！孜孜以求的科技创新，勠力同心的
攻关难题，冶化研究所致力于解决铜陵
有色下属生产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扛起
了高效绿色发展的猎猎大旗！

双碳赋能，绿色发展。在这样的方
向指引下，2023年2月，技术中心在产
业技术研究院成立了双碳研究所、环保
研究所，驱动企业向更加绿色、低碳的未
来迈进。

成立以后，双碳研究所按照“一出战
略思路、二出关键技术、三出综合示范”
目标，迅即开展双碳政策、新工艺新技术
研究。立足冶炼实际，推进“复杂工况冶
炼化工低温烟气换热新材料技术开发”
课题，通过建立区域热力系统平衡模型，
给定优化方案，分析优化前后热力系统
的降碳增效情况，提出可进一步挖潜降
碳新技术。聚焦铜铅锌冶炼、铜基材料
加工、化工等重点环节，推进“循环园区
域热力系统提效降碳可行性研究”等4
项课题有效推进并取得初步成效，为早
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智”
与“力”！

作为绿色发展的践行者，环保研究
所按照集团公司铜产业链布局全方位发
力，围绕矿山采选废水处理、固体废物处
理、铜冶炼、铜加工废水处理，对尾矿资
源化利用技术、采矿废石、选铜尾矿作为
路基水稳层对地下水（或地表水）影响风
险、废水中油污及总氮等难降解污染物
的处理技术进行研发，并对环保技术工
业应用的可行性进行试验研究，立足于
解决生产现场的实际问题，努力提升研
究成果产业化水平。

建院以来，产业技术研究院不断强
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聚焦铜产业发展
和“卡脖子”难题，累计开展技术研发项
目150余项，申请专利60余项，授权专
利30余项（其中发明21项），获省部级
以上科学技术奖一等奖5项。

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在产业研究院
不断涌现，重大攻关任务取得突破、原创
技术策源地建设扎实推进、围绕主责主
业在铜矿采选、冶炼、绿色低碳、节能环
保、新材料等领域取得多个具有重大影
响力的科技成果……在难题攻关、赋能
发展这张答卷上，产业技术研究院给出
了“满分”。

“坚持‘四个面向’，不断向科学技术
广度和深度进军。”技术中心党委书记、
副主任左永伟表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所有科研工作者的殷殷嘱托，也是我
们需要奔赴的星辰大海；在与科技创新
同行、向星辰大海进发的道路上，技术中
心永不止步！”

通讯员 陈梦秋

技术中心：打造科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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