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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宝钢建设贡献力量

进入上钢三厂后，我从一名炼钢工做起。即便

条件再艰苦，我也想尽一切办法挤时间去学习国外

的一些与冶金相关的经典书目，不断充实提高自

己。宝钢建设初期大量引进外方设备，机缘巧合之

下，我被推荐担任翻译，进入宝钢工作，接触到当时

世界上领先的技术工艺，一下开拓了眼界。

有一次，外方专家受邀来华授课，我担任了他

的翻译。他在授课前认为，哪怕全程使用中文，在

座的中国工程师未必能听懂这些技术。出乎意料

的是，在我逐句精准的同声传译下，现场气氛热烈，

授课大获成功。这一刻，我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

要为宝钢建设、为中国钢铁工业发展作贡献。

托起宝钢第一炉梦想

1985 年 9 月，在经历了上马、下马、再上马以

后，宝钢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当时，宝钢集中了全

国最优秀的冶金人才，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设备，

如果宝钢投产失败了，我们这些人将无颜面对节衣

缩食支持宝钢建设的全国人民。

投产前，最棘手的问题是大家不会用计算机

炼钢，外方甚至表示投产时 300 吨转炉的计算机

操作部分由他们来完成。“转炉技术必须掌握在我

们自己手里。”带着这份信念，我们一批人远赴国

外学习。一天学习 16 小时，问题搞不清楚不睡

觉，很快便掌握了计算机操作转炉炼钢的要领，通

过了对方的考核。1985 年 9 月 20 日，由王增亚操

作，宝钢第一炉钢冶炼成功，中国钢铁业掀开了新

的篇章。

向着世界一流企业奋进

在国外学习期间，看到外方已经掌握了转炉

顶底复吹先进工艺，我们不甘落后的情绪愈发强

烈。在时任宝钢集团总经理黎明同志的鼓励下，

我带着一批年轻人再次前往，与外方一起进行设

计。经过不懈努力，转炉复吹冶炼工艺研制成功，

并摸索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护炉工艺，成为国内首

家应用该工艺的钢企，为宝钢汽车板生产奠定了

基础，也为国内钢企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2006
年，国际氧气转炉炼钢大会在德国召开，我代表宝

钢作了报告，引起强烈反响。这是国际钢铁工业

对宝钢生产能力的肯定，中国钢铁冶炼水平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

不忘来时路，砥砺向前行。正如邓小平同志为

宝钢的题词一般：“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

善于创新。”今天，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年轻人更

要肩负起中国乃至全球钢铁业引领者的使命，以钢

铁报国、钢铁强国的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

力量。

1969 年，我从北京钢铁学院钢铁冶

金专业毕业，分配到广东省北江钢铁厂，

从炉前工干起。老师傅对操作十分严

苛，我拿了本子把师傅教授的经验、要求

都记录下来，晚上经常重温并尽快应用

和落实到工作实践中。那些年，我学到

了很多专业和管理知识，为后来的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1980 年 6 月，由于广东经济发展的

需要，北江钢铁厂实施关停，我随科技管

理人员、大批工人一起来到 1966 年 8 月

已建成投产的韶钢工作。

在韶钢工作的二十多年，我参与和

见证了韶钢的快速发展。1980年韶钢年

产钢只有15.9万吨，1985年达到30万吨，

1990年实现 50万吨，1993年产钢突破 65
万吨。1995 年后，韶钢进一步解放思想

加快企业发展，先后实施了“三大工程”

“四大工程”等技改项目，企业技术、工

艺、装备都迈上新台阶，企业规模、现代

化管理、技术研发、信息化建设等都取得

了很大成绩。1997 年 5 月，“韶钢松山”

股票成功上市。2006年，韶钢年产钢、钢

材突破 400万吨大关。韶钢品牌在广东

省乃至华南地区享有很高名气，一些重

大工程指定要使用韶钢钢材。作为一名

韶钢领导、多年来一直在韶钢奋斗的老

钢铁人，我感到十分欣慰与自豪。

2005年，按照省政府的要求，由韶钢

和广钢负责组建广东省钢铁工业协会，我

负责参与组建。2006年从韶钢退休后至

2018年，我一直担任广东省钢铁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同时兼任中国钢铁

工业协会理事、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理事。

后来，我仍以多种方式关注韶钢、广

东省钢铁工业协会的工作，以国务院政

府津贴专家的身份参与广东政府有关部

门组织的钢铁项目节能减排、环境评价

及有关产业政策的评审、评价等工作。

韶钢加入宝武后，装备、技术、管理

都有了很大提升，企业发展进一步加快，

迈上了新的更高平台，目前正按宝武提

出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

路径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我相信，中

南股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宝钢给了我成长的舞台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宝武追光逐梦，勇扛“顶梁柱”使命担当，劈波斩浪，奋发向上。
宝武发展的一个个足迹，无不交织着奋斗的旋律，绽放着光荣与梦想。你看，他们超“燃”的青春岁月、

高光的奋斗故事，展现了宝武波澜壮阔的历史，折射出近现代中国钢铁工业澎湃发展的缩影。
风生水起逐浪高，让我们由昨天而今天，于求索中突围、创新，汲取力量再出发。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长歌奋进、再续华章。路，在脚下，在前方！

李海平，一位宝钢的老专家。他在“阴差阳错”中

开启了与钢铁结缘的职业生涯，从钢管厂的一个小科

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副厂长、厂长、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

“那是个充满激情的时代，我是非常幸运的，宝

钢给我提供的舞台太好了，让我有幸踏在前人的肩

膀上成长起来，并体验到了精彩的人生。”

1969 年，19 岁的我作为知青上山下乡，来到

黑龙江大兴安岭北麓呼玛河畔一个叫十八站的地

方，干起了林场伐木工。直到国家恢复高考，我等

到了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考上了东北工学院。

1982年，我进入宝钢，被分配到无缝钢管厂，工号

是 11887。

出国培训打开视野

1983 年，我获得了去西德接受培训的机会。

这是一次开眼界、长见识的极好机会，我目睹了现

代化的工艺装备技术、严密的工厂管理和高效连续

化的大生产是怎么一回事。

宝钢一期工程陆续投产后，各单元不到一年时间

都达到了设计产能。而无缝钢管厂勉强轧出第一根钢

管后便陷入困境。不久，组织上把我调到热轧车间

当副主任。热轧工序是整个钢管厂的核心环节，那

是我工作经历中最辛苦、最充实的一段时光，白天

配合外方专家调试设备，晚上与工人们一起操作试

生产。

1987年我被破格任命为钢管厂副厂长。针对

投产后暴露出来的130多项工艺装备问题，我们与

外方专家一起组织各方力量进行多次改造和完

善。1993年，钢管厂终于达产了，我们用了整整 8
年时间实现了年产50万吨钢管的设计能力！

把产品卖到国外去

黎明同志在宝钢早就明确指出：“既然我们引

进了世界先进的工艺装备技术，那么我们的产品就

必须拿到国外去，以此来证明产品是否合格。”

1994年，宝钢第一批出海到美国、加拿大的石

油管就出了质量事故。那时的我正担任钢管厂厂

长，一个内线电话打了过来，黎明部长开口就是：

“你们丢丑怎么还丢到国外去了！”原来是美方对我

们的石油管提出了质量异议。

我立刻带着一位工程师、一位质检员，登上了

飞往美国的飞机。刚开始，美国人对我们的态度不

太友好，将一批内径通径检测不合格的套管摊在检

验台。我们的工程师拿出千里迢迢带来的通径棒，

小心翼翼地来回转动着把通径棒穿了过去。美国

人看到后立马转变了态度，原来是他们的质检方式

与我们不同，他们靠压缩空气吹动塑料通棒进行检

验，稍有摩擦就会导致检验不合格。

我们又处理了螺纹表面生锈问题。德克萨斯

州的气候潮湿闷热，我们的螺纹加工后没有彻底吹

干水分，且表面涂的螺纹脂防锈效果比较差，储运

过程时间长便容易形成锈斑。我们没有推卸责任，

美国客户也很理解，同意由他们切掉生锈的螺纹后

重新加工，仅向我们收取加工费和切头损失费。回

国后，我立即组织了整改工作，避免类似质量问题

再次发生。

攻关汽车板

宝钢引进了先进的工艺装备，但没有引进产品的

制造技术和过程控制，2030冷轧机组的设计产品大纲

是没有汽车板的。1996年上海大众汽车连续4个月

没有订购宝钢的汽车表面板，黎明同志严厉批评

“这是宝钢建厂以来最大的事故”。

我组织科技人员拜访上海大众汽车，同时深入

一线推进汽车板的质量改进。最初大家都围绕着冷

轧厂转，而冷轧厂的同志又不服气，认为当初引进的

技术装备就不是用来生产汽车板的，加上热轧来的

原料也有质量问题，主要责任不在冷轧厂。在谢企

华总经理的安排下，我多次带领技术团队前往国外

学习先进的生产经验。

我们充分利用宝钢一贯制技术管理的优势，很多

技术难题便开始迎刃而解。另外我们主动走出去，寻

求与上海大众、一汽大众的合作，把EVI理念转化落实

为日常工作模式。2000年以后宝钢汽车板占据了国

内汽车用板的半壁江山，2005年宝钢高等级汽车板研

发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虽退休已近十年，我依然非常怀念那些年，我

们共同为宝钢发展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岁月。

我原所在的马钢第三炼铁厂，是个

生产工艺相对落后的单位。为贯彻国家

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1998年 6月，马钢

决定对该厂实行全面永久性停产。当厂

里职工听到这一消息时，如晴天霹雳，都

为以后的出路发愁。

决定停产后，马钢很快成立了三铁厂

结构调整工作领导小组。公司的初步意

向是，厂里职工分流后，成立煤灰制砖实

体，承接清淤等劳务合同，打破铁饭碗，实

行自负盈亏。对此，我心里有些想不

通，但又不能公开表露，只好憋在心里。

正当困难重重、一筹莫展时，新任厂

长找到我说：公司早有上球团项目的意

向，近日私下也与有关部门接触过，基本

都支持三铁转产，就看你们能否抓住这

个机会。听到后我眼睛一亮，依据这个

思路，我和厂长商定，厂长立即带队外出

考察、制定方案、拿资金预算等；由我跑

公司，向有关领导和部门汇报我们三铁

厂上球团项目的决心和有利条件。经过

我们的不懈努力，上球团想法也得到公

司有关方面认可。但公司董事长对此持

什么意见还不得而知，于是我硬着头皮

请求董事长听我一次汇报。

经过艰苦的工作，感觉球团项目有

一定眉目后，厂党政立即分头召开各级

各类会议，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善后工作，

以实际行动迎接新曙光的到来。1998年

8 月 27 日，马钢董事会原则同意三铁厂

建球团可行性研究报告，接着又将马钢

股份公司第三炼铁厂更名为马钢股份公

司球团厂。在公司的领导下，在各方面

支持帮助下，在厂里全体职工共同努力

下，球团一、二期工程都分别达到预期生

产经济技术目标。

将责任感传递下去

胡锡三，作为武钢第一次和第二次创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年

近九十的他说得最多的就是“责任感”——他所有成绩的取得，都

缘自于有一份强烈的责任感。这是老武钢人高尚的精神境界。

“想到全中国这么重要这么大的一个钢铁厂要在我们手中

建成，心中就充满了自豪感，就什么苦都不怕了！”

1952年，我考进了武钢的前身“315厂

筹建处”。进厂后，我就一直在学习和培

训。我通过持续学习，不断提升在统计和

规划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为后来一步步走

上管理和领导岗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艰苦创业 人累但心更累

在创业初期，工作的环境是相当艰

苦的。之所以能一路咬牙坚持下来，主

要是我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想到

全中国这么重要这么大的一个钢铁厂要

在我们手中建成，心中就充满了自豪感，

就什么苦都不怕了！

我们在黄石工作期间，住的是竹子

搭建的茅草篷，冬天挡不住严寒，夏天挡

不住酷热。没有床，十多个人挤在草堆

上睡觉。那时干活很累，倒头就睡着了，

任凭蚊虫叮咬。1955 年冬天，搬到工人

村后，我住在红砖平房里。没有水洗脸

洗澡，只好用脸盆接雪水融化后洗漱，身

上很多地方都冻伤了。

在热轧厂当厂长时，是我最累的时候，

不仅身体很累，心更累！那时外方预言，离

开了他们的技术人员，“一米七轧机”用不

了三年，就会成为一堆废铁！我上任厂长

时压力非常大，常常睡不着觉。每天要忙

到晚上七八点才骑自行车回家，没有值班

任务时，也常主动留下来加班。值班时一

直要巡查到下半夜才能眯一会，生怕生产

出现什么问题，不敢有丝毫懈怠。

当了公司领导后，我才发现公司领导

的办公条件也很差，是在石山旁一个老旧

的办公楼办公，空调都给了生产一线，公

司领导就靠电扇度过武汉火热的夏天。

严格管理 谁都敢处罚

1977年，我在计划处工作时，发现机

电等物资管理有些混乱，一些单位的机

电和账目对不上。为了加强对物资、账

本和卡片的动态管理，我组织开展了清

仓查库工作，历时两年查出了账外物资

2000多万元，盘活了现有资产。

1980年，我被调到热轧厂当厂长，现

场管理比较混乱，劳动纪律松懈。有的

车间地上到处是油，却没有人管理，存在

很大安全风险。于是我组织开展了整顿

劳动纪律和现场管理，对经常不来上班

的两个人直接开除，在全厂震动很大，从

此劳动纪律有了很大改观。

在现场管理上除重点抓主电室、油库

和电缆沟等的管理外，还加强了澡堂管理和

自行车停放管理。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厂里

的自行车乱停乱放十分严重，严重影响现

场秩序。我通过罚款的方式进行管理，

违停一次 1 元，1 元钱在当时还是很多

的。热轧机关一名总支书记乱停自行

车，由于是领导干部被我重罚了2元。对

热轧厂领导如此，对上级单位来办事的

干部也一视同仁，武钢公司财务处一名

干部来办事，因违停也被我罚款1元。这

两件处罚事件，让职工看到任何人违反

规定都会受到处罚，于是有效地推进了

现场管理工作的提升。

1996 年我虽然退休了，但却一直关

注武钢的改革和发展，曾多次在人才战

略、企业发展和医养结合等方面，提出过

一些个人建议。同时我也一直从事关心

下一代的工作，希望青年能继续发扬武

钢人精神，把武钢建设得更好。

善学善创 自立自强

王喆，1968年进入上钢三厂担任炉长、技术员，1978

年调入宝钢，先后担任宝钢总厂总工程师室翻译组长、

设计院院长以及宝钢工程技术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这是国际钢铁工业对宝钢生产能力的肯定，

中国钢铁冶炼水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一辈子都献给了钢铁事业

冯炳文，曾担任韶钢（现中南钢铁中南股份）电炉车间副主任、能

源处副处长、技术开发处处长。因工作业绩突出，1995年担任副总经

理，主管技术研发、质量管理、企业信息化、计量管理等方面工作。

“在韶钢工作的二十多年，我参与和见证了韶钢的快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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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机遇上“球团”

王念成，原马钢三铁厂、球团厂党委书记。

“今天，回想20多年前参与并成功实现球团项目上马，既是

一名老党员为马钢尽的绵薄之力，也是终生难忘的一件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