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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趋于极限管理》在总结唐山钢铁集团公司高速线材厂成功管理经验的基础上，给出了一种新的
管理模式——赵于极限管理模式，它也可以作为一种企业基本竞争战略。
　　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唐钢高线厂以降低成本为目标，通过实施行业对标管理，不断完善管理休系和
提高管理水平，逐步形成了独特的趋于极限管理模式的过程；归纳了趋于极限管理的基本理念、基本
原理、基本内容和实施方法，并通过对科学技术、管理科学以及竞技体育等领域进行一般规律的总结
，论证了趋于极限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有用性和对企业的广泛适用性。
　　《趋于极限管理》特别适合于那些与竞争对手生产同样产品和提供同样服务的企业使用，可作为
提升企业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一种管理工具；同时，它也可以作为学者在研究有关企业管理创新路
径和管理科学进步的一般规律性等问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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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6高线厂的企业文化体系　　高线厂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经济环境，自觉地、系统地建立和推进企
业文　　化建设，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氛围，进而促进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　　实现思想意
识上的凝聚、经营管理上的统一、规章制度上的规范、生产组织　　上的秩序、行动行为上的高效、
企业运行上的活力，从内到外、从上到下、　　从大到小实现整合，推动企业稳步发展。
　　高线厂以"如何将企业文化展示出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切入点，开展　　各种文化活动，创造
大文化氛围。
近年来，高线厂相继开展了企业文化年、　　运动会、管理年、建厂周年文化节等大型企业文化活动
，极大地鼓舞了职工　　的工作热情，增强了职工凝聚力，特别是运动会、文化节等活动，给了职工
　　一个紧张工作后放松心情的环境，还增强了集体荣誉感。
　　高线厂设立了"企业文化建设推进委员会"这一机构，全面负责推行企业　　文化建设工作。
它不是从属于工会的一般性群众组织，而是一个专职进行企　　业文化建设的职能机构。
由厂长、书记任会长，综合办公室主任任副会长，　　由一个综合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的安排
、落实。
"企业文化建设推进　　委员会"的建立为高线厂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
　　经过几年的建设，高线厂的企业文化工作得到了全面展开，形成了适合　　自身特点的文化特色
。
　　（1）以建章建制为手段，建立系统完善的"企业法典"，保证规范化管理　　，推行标准化作业，
创造"制度文化"环境。
　　企业各部门、各岗位必须权责分明，不能互相重叠，更不能互相牵扯，　　否则会导致效率低下
。
建立完备的管理制度，是防止互相扯皮、提高工作效　　率的惟一正确的手段。
因此，形成"制度文化"尤为重要。
　　为了全面、系统地打造"制度文化"。
2004年初，高线厂将2004年确定为　　"管理年"，在厂企业文化建设推进委员会的指导、组织、协调下
，设立以下　　五个专项管理组，即人力资源管理组、工艺管理组、生产安全协调管理组、　　信息
化管理组和机电设备管理组，由副厂长、厂长助理任组长。
各管理组依　　据生产经营需要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使企业"法典"逐步完备。
　　（2）以培养"多能工"为前提，实现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充分挖掘职工潜　　能，形成"素质文化"
氛围。
　　不断提高职工对岗位技能再教育的认识程度、提高参加教育培训的主动　　性，极大地改变了职
工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人力资源的能力得到充分　　发挥。
　　要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进行职工教育，培养"多能工"。
高线　　厂建立起了"凭素质上岗"的竞争氛围，使职工产生"不提高素质就要被淘汰"　　的危机意识，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全员性的职工培训。
仅2004年一年，就举　　办专业培训班46个，职工接受培训率达100％，有20％的职工年受培训时间　
　超过100小时，还重点对科级干部进行计算机知识培训，并进行了结业考试　　。
　　对部分骨干进行学历教育。
如与大学联合举办了机电一体化大专班，选　　送了92名生产骨干入校学习，同时鼓励在职职工参加
其他形式的学历教育。
　　开展技术比武。
例如，2004年春季举办轧钢工、钳工，电工、天车工、　　焊工、加热炉工技术比武，120名职工参加
比赛，秋季又选送56名职工参加　　公司的技术比武。
　　组织技术工种资质考试。
轧钢工20％取得了钳工、焊工操作证；钳工35　　％取得了焊工、起重工操作证；天车工70％取得了
电工操作证；水泵工55％　　取得了钳工操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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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已有2／3以上的工人持有两种以上的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
　　（3）以高产增效为目的，做到设备良性运转，实现生产协调有序，强化"　　管理文化"的根基。
　　高线厂还重点加强中层干部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建设。
要求　　中层干部不做领导与基层之间的传声筒，要"想、干、督促"，即认真领会领　　导意图，脚
踏实地干工作，安排、督促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要求科级干部和　　一般干部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反对做表面文章，搞好调查研究，把工作做　　
深、做细、作出成效，并通过科技人员、科级干部考评制度，调动其积极性　　。
发现问题，马上解决，只要解决的问题多于发现的问题，积少成多，工作　　就会不断改善，指标就
会趋于优化。
正是中层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促使基　　层工作质量的全面提高。
　　在全厂开展工作"四化"，即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不但企　　业的生产、维修活动
要实现工作"四化"，甚至科室、后勤人员的日常工作也　　制定、执行严格的工作标准。
实践证明，工作"四化"是适合高线厂实际情况　　的管理方法，促使了各项工作的优化，促使了企业
的知识积累，培养大量技　　术和管理人才。
　　（4）以凝聚职工、积蓄力量为目标，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深入进行现场　　管理，解决职工后
顾之忧，打造"隋感文化"空间。
　　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职工对精神生活的要求逐步提高。
高线厂与时俱　　进，致力于为职工创造爽心悦目的工作环境，搭建平台让职工展示才华，举　　办
活动、采取行动满足职工精神需求，努力打造"情感文化"空间。
　　加强企业标识、企业形象的宣传。
企业标识包括厂标、厂徽、厂旗、厂　　歌、员工誓词、企业精神等。
高线厂先后设计了厂徽、厂旗、厂歌，并在职　　工中征集厂区道路名称，确定了《高线厂职工文明
守则》，对职工进行全员　　军训，实行了职工集合整队上岗，使职工的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意识明
显增　　强。
通过厂报、电教中心等媒体对企业标识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还编辑印制　　企业宣传画册。
企业标示和企业形象的宣传极大地增强了职工对企业的认同　　感。
　　不断深化现场管理，将全厂进行区域划分。
将厂区划分为生产区、生活　　区、办公区、活动区四部分，针对四个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了100余项
治理　　重点，并围绕提高职工环保意识拟定了具体措施，明确了责任人，各项工作　　全面展开。
深入的现场管理工作，为职工创造了整洁、舒适的工作环境，从　　而大大提高了职工的工作效率。
　　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以职工思想意识的升华来促使其自觉地规范和约　　束行为。
统一制作了工装，使职工有了明显的标示。
确定了《员工誓词》，　　组织了宣誓仪式。
创办了名为《高线文化》的厂报。
发挥职工协会的组织作　　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组建了厂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羽毛　　球队、游泳队、象棋队；还组建了音乐协会、文联、
摄影协会、书画协会、　　驾驶员协会等组织。
丰富的职工文化生活使员工们有了一个放松、娱乐的场　　合，使他们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工
作中去，也增进了职工的集体荣誉　　感。
　　2004年高线厂举办了第二届企业文化节，文化节确定了14个活动项目，　　先后有1200人参加了
活动。
文化节开幕式上，职工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台　　文艺演出，并在唐钢电视台进行了全程播放，为
唐钢的职工家属献上了一台　　文化大餐，开辟了高线厂对外展示的新窗口，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利用厂报、电教中心、局域网等各种媒体方式，增进企业与职工以及职　　工之间的信息和感情
沟通，宣传企业经营理念和精神。
　　做好"送温暖"工作，为职工办实事，从而凝聚人心、积累力量。
高线厂　　认为企业应保持必要的社会职能，不能一味地推向社会，而应为职工提供必　　要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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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使职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来，提高企　　业的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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