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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记者围绕“青海高质

量发展”调研走访了我省多家企

业，其中来到位于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格尔木市的青海盐湖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时感触颇深。

因为，在座谈时和其他企业

流程一样，盐湖股份亮出了重组

以来的经营成绩单，作为全国盐

湖产业的龙头企业，成绩颇为“亮

眼”，产品供不应求。但不同的

是，这个“涅槃重生”，手握察尔汗

盐湖先天优势资源，拥有成熟氯

化钾和碳酸锂生产技术，仅凭这

两项产品就能在行业立足的盐湖

产业“天选之子”，却在座谈中直

接阐述了自己的发展“瓶颈”：我

们目前最大的难关以及突破口就

是在“资源恒定的情况下，如何实

现可持续发展？”

“早已突出重围的盐湖股份

还需要变革？打好氯化钾和碳酸

锂‘两张牌’足以保证企业目前向

好的发展态势。”随即记者提出了

疑问。

企业负责人回答说，虽然盐

湖资源是青海第一大资源，捧着

“聚宝盆”，吃着“资源饭”的日子

是不错。但是企业 65 年间，起起

伏伏、磕磕绊绊，一路走来深知变

革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和动力。今

天，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我们不能

输，也输不起。

其实，企业负责人有这样深刻

认识不足为奇，仔细研究盐湖股份

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这个企业的

发展史，展现的是一个产业的发展

史，每一次绝处逢生，每一次破茧重

生的历程，都在诠释—今天的经济

市场，创业不易，守业更难，持续发

展，唯有变革。

企 业 产 品 如 何 得 到 市 场 认

可？企业如何创造发展优势？如

何在经历了漫长的蹉跎岁月之后

找到基业长青的密码？时代背景

下又如何在跨越产业周期时彼此

互 动 …… 这 些 都 是 伴 随 企 业 成

长、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不仅是盐湖股份，很多

传统企业在初始阶段突破瓶颈后

顺风顺水，但是在发展到一定规模

之后，原始的积累被缓慢消耗，新

的发展路径无处找寻，企业开始陷

入停滞、萧条……为此，未雨绸缪，

找准方向，持续变革，才能让企业持

续具备活力！

目前，代表青海特色产业的

盐湖股份发展已然蒸蒸日上，但

企业目光长远，积极谋划未来，以

创新驱动发展，探索循环经济模

式，不断推动盐湖资源综合利用，

从而焕发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芈峤

创业不易创业不易，，
守业更难守业更难！！
持续发展持续发展，，
唯有变革唯有变革！！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手记

2022 年 5 月，一封来自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的感

谢信，跨越两千多公里来到青海盐湖股份，信中说：

面对 2022 年黑龙江省备春耕钾肥供应紧张的不利

局面，青海盐湖公司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

舍小利、顾大局，彰显国企使命担当，积极调拨货源，

有效弥补了春耕期间钾肥缺口，为助力黑龙江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顺利起步不仅昭示着

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步调，春耕的顺利进行，更保障

了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牢牢端住了自己的“饭碗”。

无可厚非，农业是立国之本，而高效的农业发展离

不开钾肥的供给，由此，钾肥被称作“粮食的粮食”！

回首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经济基础几乎为零，

面对硕大的国家农业需钾，工业需钾，钾资源开采迫

在眉睫。我国的盐湖产业就是在盐湖人 65 年的耕

耘下为祖国生产钾肥 7000 多万吨，为国家粮食增产

4亿多吨。

此时此刻，远在青海的瀚海戈壁上，察尔汗盐湖

中的一滴滴卤水正在转变成白色的钾肥，滋养着千

里以外的河南、安徽、山东等我国粮食主产区的绿色

作物，竭尽所能提供国家发展所需。

60 余年光阴已过，我国粮食问题在科技与钾肥

的支持下产量大幅提升，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环境污染治理和“双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调

整进入关键阶段，发展新兴产业是应对能源资源紧

缺与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

国内无机盐领域学者为此曾公开表示：推进国

内盐湖资源的科学高效开发与综合利用，可保障能

源资源与新材料的安全稳定，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新的增长点。

据统计，盐湖股份主产区察尔汗盐湖，氯化锂储

量达 1200 万吨，占全国盐湖锂资源总储量的 50%以

上。同时，随着盐湖锂资源的高效开采，为我国新能

源储能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

蓝 科 锂 业 公 司 党 委 副 书 记 米 占 胜 告 诉 记 者 ：

“2022年随着蓝科锂业 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沉锂

装置全线完成试车，产品主含量达到电池级标准，代

表着年产2万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工艺全线贯通。”

进 入 2023 年 ，绿 色 发 展 与“ 双 碳 ”目 标 深 入 推

进，新能源汽车成为世界成品车市场发展主流，同

时，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生产也进入高潮，而国

产新能源汽车研发的自信，离不开国内碳酸锂电池

材料的自主供给。

60余年，从国家发展需要，到今天新能源汽车产业

“底气”，盐湖股份做出了默默奉献，以及鼎力支持。

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比亚迪、蔚来汽

车研发团队已多次来到青海盐湖股份旗下的安徽盐

湖特立镁新材料有限公司，针对镁材料对汽车轻量

化和动力核心诉求进行考察交流，同时洽谈下一步

合作……今天，盐湖产业利用的广度还在继续开拓

中。

盐湖股份盐湖股份：：以变谋以变谋““变变””持续新生持续新生

一个产业，从发展所需到产业“底气”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但一个“变”字谈何容易？变革是刮骨疗毒,是破釜沉舟,是壮士断腕；变
革也是发展的唯一要义,是生存的唯一途径。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小到一个产业，一个企业，想要
把握发展大势，想要有所成就，想要历久弥新，就必须积极应变，主动求变。

在青海，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企业，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唯一性，使得一个企业代表了一个行业，一
部企业发展史展现了一个产业的开发史，这个企业就是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而探究企业的发展脉络，不得不提及“变革”二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土到洋、从弱到强，
从高调上市到破产重整，从难达共识到多方支持，从负担沉重到轻装上阵，从经营危机到涅槃重
生。

六十年一甲子，盐湖股份从共和国企业之“长子”，到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重要参与者，
一路发展，一路变革，创造了一路奇迹……

仰望青藏高原，在万山之祖昆
仑山脉以东，茫茫戈壁上镶嵌着一
颗碧绿的“宝石”，在蓝天的映衬下
显得极为耀眼，分外夺目！

这颗“宝石”叫做察尔汗盐湖，是
中国最大盐湖，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内
陆盐湖之一。正所谓美丽的玫瑰都
带有尖刺，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在
这里任何生命都无法生长长存。

不错，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生命
禁区”！

干旱、空旷、孤寂……但就是这
种环境，孕育了察尔汗盐湖镁、钠、
锂、硼、氯、溴、碘、铷、铯等多种元
素，其中，钾、镁、锂资源储量居全国
首位，潜在经济价值达百万亿元。

祖国要发展，资源要自足。第
一代盐湖人在“生命禁区”与大自然
抗衡，不仅填补了新中国无钾肥的
历史，也让沉寂已久的盐湖产业实
现了“新生”。

时至今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已走过65个年头，发展道
路上虽然成果层出不穷，但同时伴
生的还有问题、阻碍和难点。面对
问题遇水搭桥，遇山开路，但也有过
停滞，有过瓶颈，更有过绝望。一部
盐湖企业发展史，确切地说是一部
盐湖产业变革史，几次求变，几次转
变，几次蜕变，无不是在阵痛中求生
存，在绝处中逢新生。

今天，举全省之力打造“世界级盐
湖产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
工作的重大要求，是推动青海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机遇。随着《青海建设世
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行动方案(2021—
2035年)》的正式印发，盐湖股份站在风
口，又开启了一场新的变革……

2016 年 8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察尔汗盐

湖调研考察，同时做出重要指示：“盐湖是青海最重

要的资源。要制定正确的资源战略，加强顶层设计，

搞好开发利用。青海资源也是全国资源，要有全国

一盘棋思想，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搞好开发利

用。”

2021 年，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来到青海，提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的重大要求。

去年，《青海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行动方案

(2021—2035 年)》正式印发，给出了加快推进盐湖产

业培育、科技赋能、要素保障等重点工作要求。

“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青海特色产

业发展的方向，也是全球经济市场的发展主流，更是

企业再次腾飞的机遇所在。

盐湖股份随即出台《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盐湖高质量发展的行动

方案》，并提出：跳出盐湖看盐湖，积极适应科技革命

与产业革命、企业战略布局与国内外市场布局的重大

变革，构建“科技+资源+资本+市场”发展模式。

同时也给出目标：到 2035 年，现代化盐湖产业

体系基本形成，发展质量效益显著提升，战略性新材

料产业成为主要支撑，带动轻金属新材料、锂电产

业、光伏制造、装备制造等多个千亿元产业发展，盐

湖特色循环经济全面提质升级，基本建成世界级盐

湖产业基地。

这是一场变革，更是一场挑战。盐湖股份没有

坐享当下的成就，而是眼光长远，准备为了未来发

展，进行一场拼搏。

持续强化“以水为纲”。近年来，盐湖股份重点

解决固液转换、溶剂补给、原卤开采、盐田成矿等制

约钾肥生产的瓶颈问题。几经变革，通过加强盐田

工艺控制，根据高、低蒸发季节成矿点和采区卤质、

蒸发量做好蒸发预测，及时调整走水路线、蒸发面

积，确保关键控制点组分稳定。

“企业为生产优质充足的光卤石矿，盐田工艺采

用大‘S’走水，结合单元格走水工艺，合理分配卤量，

使光卤石矿有计划的均匀分布到各盐田，并定期测

矿，为采收作业提供矿厚分布图，并将理论晒矿量和

实际晒矿量进行比较，为生产决策提供依据，确保盐

田生产进入连续稳定的良性循环。”钾肥分公司负责

人马金山说。

科技是企业变革的最大推动力，去年盐湖股份

申报专利 4 项，获取授权专利 11 项（实用新型专利），

其中，《精钾穿滤粒钾回收与利用》项目为同行中首

例。并通过攻克“反浮选—冷结晶”工艺氯化钾产品

单一、精钾系统回收率低的关键技术，解决了精钾系

统回收率低的问题，降低了能耗。

除此之外，为了实现绿色发展，企业采用高效节

能的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对部分高能耗和存在环

保隐患的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其中，干包系统 4#转

筒除尘项目的顺利试车，为企业今后生态环保工作

树立起全新、更高的标杆。

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第一大资源，过去，捧着“聚

宝盆”，吃着“资源饭”的日子渐行渐远，资源在手更

多的是创新驱动发展，探索循环经济模式，不断推动

盐湖资源综合利用。

青海盐湖股份副总裁陈俊国说：“盐湖股份印发

了《“十四五”生态盐湖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进

一步细化任务，力争实现盐湖产业的科学研究，精准

施策，高效落地。同时，我们在加大变革转型的同

时，择机适时进行业务的培育发展，实现多元发展，

开发金融、生态旅游等商业服务业板块。”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越需要艰苦

奋斗，越需要变革创新。相信盐湖，将在又一次变革

中，继续创造奇迹，赢得新生。

一场挑战，从把握方向到决定未来

进入夏季，在阳光强烈的照射下盐田的卤水宛

如碧玉，这里不仅有美景，更是盐湖产业的起点。

蓝科锂业公司总经理张成胜告诉记者：“眼前的

老卤每立方米锂含量不到 100 毫克，提取难度很大，

而企业如今实现了年产碳酸锂 3万吨的突破。”

从 100 毫克到 3 万吨，两个简单的数字对比，展

示的是企业在盐湖提锂方面的技术成就。但今天企

业所取得的一切并不是唾手可得，哪怕单纯的钾肥

生产都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

“虽然我们手握宝贵的盐湖资源，但在新中国成立

初期，在没技术、缺人才、少资金的情况下，企业发展并

不顺利。”青海盐湖股份生产技术部经理包庆山说。

在建厂之初钾肥生产虽然实现了从无到有，但

由于钾肥装置是国内首次建设，始终不能稳定运行，

更别谈达产达标。虽然一路蜕变，但工艺落后，产量

依然不稳定。直到 1996 年，已经到了不采取措施，

国家近 6个亿的投资将“付之东流”的局面。

改革势在必行，技改成了企业最后一条艰难却又不

得不走的路。而这次的改革主题是企业“如何生存”？

课题的答案是十个字：产量上规模，采用新工艺。

1997 年 8 月企业一次性投料试车成功，产品品

位稳定在 90%以上。当年生产新产品 3 万多吨，生命

工程首战告捷。

随后，有了成功经验，企业变革不断，氯化钾产

品质量通过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而不断提高，生产

工艺从单一的“冷分解—浮选法”，发展到“反浮选—

冷结晶”和兑卤等多种工艺，产品一级品率稳定在

90％以上。并且，新工艺的成功投运，标志着盐湖钾

肥生产开始与国际接轨。

一场变革，给了企业又一次的新生。从第一袋

钾肥到一期的 20 万吨投产，到 40 万吨的扩能改造，

到 100 万吨的试车成功……而今，盐湖股份年产 500
万吨，占到国内钾肥产量的 60%，2022 年，更是完成

了 580 万吨的高产。在领跑国内钾肥行业的同时，

还打破了贸易壁垒，让中国在国际钾肥市场有了话

语权，形成了价格洼地。

从最初的“手拉肩扛、土法上马”生产出新中国

第一袋钾肥，到现在的“智能盐湖”顺利验收；从最初

的力争钾肥投产，到今天的碳酸锂产能不断扩张，持

续推动盐湖资源综合利用。不得不说，变革是盐湖

65 年来总结出的企业生存“要义”，更是企业抢抓机

遇、赢得市场、持续发展的“要义”。

一场变革，从生存途径到发展“要义”

视点

察
尔
汗
盐
湖
盐
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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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股份钾肥生产线。

蓝科锂业吸附塔区。

盐湖集团作业中的斗轮机。

蓝科锂业2万吨装置管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