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底，国内铁合
金行业有这样一条新闻备受
关注：位于乌兰察布市丰镇
市丰川工业园区的内蒙古景
蕾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建 成 的
36000 千伏安全密闭锰硅
合金直流矿热炉已安全稳定
运行 1月有余，各项指标达
到预期目标。如此大容量且
全密闭的锰硅矿热炉，属全
球首台。这标志着乌兰察布
市铁合金产业迈入“高智绿”
行列。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铁
合金是灰尘漫天、污染严重
又高耗能的落后工业，人称
“傻大黑”，怎么在乌兰察布
市摇身一变成了“高智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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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合金产业在乌兰察布市工业经济中
发挥着“压舱石”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随
着铁合金产业的不断壮大，其对地区经济
的贡献也日益凸显。

铁合金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物流、服务
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有效提升了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乌兰察布市铁合金企业的发
展壮大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成为带
动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解决就业的

“金饭碗”。同时，铁合金产业还拉动了矿
石贸易、运输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提高了
铁合金行业对地方的贡献率。

2024年 11月 30日，内蒙古首列铁合
金铁海快线（丰镇—新港北）正式开行，乌
兰察布市铁合金产品的运输效率得到进

一步提升。这条快捷的通道大大缩短了
运输时间，为铁合金产品的高效运输提供
了新的解决方案，也为乌兰察布市铁合金
产业的市场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实践证明，铁合金产业既不是低端
产业，也不是落后产能，而是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可以优化升级的传统产业。

中国共产党乌兰察布市第五届委员
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暨全市经济工作会议
明确：继续在技改升级和延链补链上下
功夫，加快推动已批复的 30 个绿色铁合
金项目建设，鼓励和引导铁合金与合金
钢、高品质铸件锻件等一体化发展，打
造全国装备水平领先的绿色铁合金生产
基地。

乌兰察布市的铁合金产业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只引进了几家小型铁
合金企业，产能规模小，在全区、全国范围
内可忽略不计。

铁合金是高耗能产业，年用电量以“亿
度”为计量单位。企业若想赢得行业竞争
力，必须降低能耗成本。乌兰察布市风光
富集、绿电充足，年有效风时达 7300 至
8100小时，全年日照时长超3200小时。

同时，生产铁合金需要大量的铁矿
石、焦炭、锰矿石、铬矿石等原材料。目
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石进口国之一，
主要从南非、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矿石，而

天津港则是矿石进境的主要口岸之一。
乌兰察布市距离天津港仅500公里左右，
为企业节省了不少原材料运输成本。

乌兰察布市凭借充足的电力保障、便
利的物流运输等综合优势，吸引了一批具
有行业影响力的铁合金项目入驻，铁合金
产业逐步成为地区的支柱产业。

然而，传统的矿热炉和落后的生产工
艺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为了改变这
一现状，2021年，乌兰察布市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全面实施了“三个一批”和“五化
改造”行动，即淘汰退出一批、技改升级一
批、延链强链一批以及除尘密闭化、能耗

值标杆化、资源循环利用化、智能化、绿能
化改造。

乌兰察布市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心
和力度令人震撼，成效也十分显著。

通过一系列举措，乌兰察布市铁合
金产业实现华丽转身。数据显示，2024
年 1 月至 11 月完成产量 1031.5 万吨，占
全区总产量的 72.4%、占全国总产量的
31.4%。从 2022 年到 2024 年，乌兰察布
市铁合金产量连续 3 年在全区、全国保
持领先地位，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铁
合金产业集聚地和全国最大的铁合金生
产地级市。

智能化是乌兰察布市铁合金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点。近年来，乌兰察布市
铁合金企业积极拥抱智能化和数字化技
术，不断引入新技术、新工艺，推动产业向
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走进内蒙古新太元新材料有限公司生
产厂区时，发现与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偌大的厂区只能看到零零
星星几个工人。

来到生产车间二楼，距炉台几米远的

中控室内，炉前工正在指挥“出炉机器人”
工作。让人赞叹的是，眼前所见的出炉场
景与传统印象中的截然不同，原来需要几
个人配合完成的出炉工作变得更加轻松。

企业利用 5G+、大数据、云计算等高
新技术手段，拓宽信息化应用场景建设，实
现了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可视化。
在丰镇智慧园区试点，多家企业已实施5G
智慧工厂建设，实现了机器替人，企业智能
化建设成效凸显。出炉环节均实现机器操

作，其中部分企业已更换为自动化出炉机器
人，在精整环节也实现了机器替人。这些智
能化应用不仅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省了劳动
力，而且提高了出炉作业的安全保障。

2024 年，随着乌兰察布市铁合金科
技创新研究院的正式成立，该地区铁合
金产业的智能化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研究院将致力于铁合金产业的技术
创新和研发，推动产业向更高质量、更可
持续的方向发展。

乌兰察布市铁合金产业的绿色转型，
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面对企业装备水
平低、环境污染大、单位能耗高等严峻挑
战，乌兰察布市在“绿”上谋转型，以“三个
一批”和“五化改造”为抓手，全面推动产业
绿色升级。

在绿色化改造中，乌兰察布市铁合金
企业实现了除尘密闭化、能耗值标杆化、资
源循环利用化。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引入
绿色化技术，铁合金产业的整体工艺技术
装备水平、环保水平达到了全国领先水
平。如今，走进乌兰察布市各个铁合金工
业园，看不到腾空而起的黑色烟柱，闻不到
刺鼻的异味，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的厂

区、科技感十足的生产线。
固废资源循环利用是乌兰察布市铁合

金产业转型发展的秘籍。在乌兰察布市，
生产一块铁合金所产出的余热余气废渣全
部“吃干榨尽”。企业利用矿热炉余热为居
民提供冬季供暖，生产所剩的废渣变成岩
棉、吸音板等建筑材料。这些举措不仅减
少了环境污染，更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2024年 11月 15日，丰川循环经济开
发区丰镇产业园绿色供电项目成功投运，
这是自治区首个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
该项目建设新能源装机80兆瓦，同时配套
化学储能装置。内蒙古王远实业有限公司

率先用上了绿电，约占其用电总量的
30%。别小看这30%的绿电使用，可节省
煤炭6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6万吨。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乌兰察布市铁合
金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和自主研
发了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

“为了进一步推广直流炉冶炼技术、
做好示范引领，内蒙古景蕾实业有限公司
计划进一步扩大产能，再投资40亿元建设
8台 36000千伏安全密闭锰硅合金直流矿
热炉、配套 2台 36000千伏安全密闭直流
富锰渣炉的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打造百
万吨级的绿色锰硅合金企业。”内蒙古景蕾
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华宇表示。

乌兰察布市铁合金产业的高端化，体
现在每一个生产环节的精细化管理和技术
创新上。

在乌兰察布市旭峰新创实业有限公司
厂区内，12个原料筒仓高耸入云，开堵眼
机器人、翻包机、浇铸机等高科技装备和先
进工艺一应俱全。

国内首创的全封闭原料棚和原料筒仓
冶炼高硅、稳定达标排放的产尘点位、热装
热兑项目实现生产过程整体清洁化……在
吉铁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过去造成高投
入、低产出，产业结构单一、链条不长，产品
初级化低端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低
的落后装备和生产工艺早已不见踪影，取
而代之的是高科技装备和先进工艺。

为了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乌兰察布
市还通过实施“引链行动”，推动铁合金产
业低碳节能高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同时，

支持企业参与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制修
订工作，提升企业标准化水平。

此外，乌兰察布市还积极推动铁合金
产业与新能源、大数据等新兴产业融合发
展，打造多元化产业集群。推动产学研合
作，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合作与
交流，通过产学研合作，乌兰察布市铁合金
企业得以借助外部智力资源，推动技术创
新和产业升级。

在新能源方面，乌兰察布市持续推进
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力争到2027年装
机规模翻一番，突破3000万千瓦大关。同
时，加强绿电消纳应用，拓展绿电应用场
景，推动绿电制绿氢、绿氨、绿色甲醇等产
业发展。在大数据方面，乌兰察布市依托
丰富的电力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大力
发展数据中心产业，推动数字产业从存数
据、汇数据向数据运用、数据增值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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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王远实业有限公司。

吉铁铁合金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新太元新材料有限公司内蒙古新太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太钢
集团铬业低碳冶炼
实验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