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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铸造世界钼业航母－－－洛钼
据了解�目前洛钼钼矿采矿和选矿能力达到30000ｔ／ｄ；钼铁冶炼能力2000ｔ／ｙ；氧化钼焙烧能力40000ｔ／ｙ；白钨综

合回收能力30000ｔ／ｄ；钼钨深加工能力2000ｔ／ｙ；黄金生产能力30000两／年。这种生产能力�是洛钼坚持科技创新结
果。

董事长段玉贤这位高瞻远瞩的掌门人从2000年以来�始终坚持以自主创新为主�引进消化吸收为辅。为推动企
业可持续发展�洛钼集团不断建立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将年销售收入的3％作为科技创新基金�对科技研究项目
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奖励。

正是因为对科技创新的重视�洛钼一马当先走在中国钼业乃至有色金属行业的前头。如今�该公司的采、选及冶
炼规模居国内同行业第一�综合实力居国内同行业第一�已成为中国钼业的龙头企业�在世界钼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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