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雷自学编程、图像识别技术等

知识，不断钻研自动化控制技术，开发

出一批板坯物流自动化程序和智慧功

能，使得梅钢连铸精整区域生产控制

实现从手动到自动再到智能的转变，

被誉为连铸板坯智慧物流的“设计

师”。

“门外汉”破解了“黑匣子”

1997 年，郑雷中专毕业进入梅钢

炼钢厂，成了一名操作工人。或许是

骨子里那股冲劲，他并不甘于当一名

普通工人，在随后的工作、生活中通过

长期自学提升技能，不断成长。

2004年，梅钢开始信息化之路，郑

雷作为第一批人员参加了炼钢L3系统

调试。他对于信息系统是一个门外汉，

调试过程明显感到吃力。为了胜任工

作，他主动自学，参加软件培训班，不断

掌握软件开发的基本技能，为一炼钢L3
系统顺利上线贡献了一份力。后期，他

又先后参加、完成了二炼钢L3信息系

统、梅钢制造管理系统的生产调试任

务，逐步跨界成为一位编程高手。

2018 年，梅钢炼钢厂第一台基于

机器视觉技术的板坯表面缺陷检测设

备，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判定结果延迟、

误判、漏判率较高等现象。郑雷利用

业余时间积极学习图片处理知识，主

动承担设备优化与提升工作。他对前

期系统采集的图片进行了收集、分类、

分割处理，在 1个多月的时间里，对 20
多万张实物图片进行分类挑选，最终

形成了拥有 3万张照片的板坯缺陷训

练图库。接着用专业软件对样本库进

行深度学习训练，用训练结果替代厂

家提供的缺陷分类器，破解了“黑匣

子”，掌握核心技术。通过优化改进，

表检设备缺陷识别的准确性、及时性

得到不断提升，铸坯缺陷识别准确率

提高了 15个百分点，为产品质量控制

提供了有力支撑，让梅钢的板坯表面

缺陷检测技术处于业内领先水平。

2019 年，连铸大包机器人在应用

中存在网络通讯异常、图像识别不准、

机器人投用不高等问题，郑雷与同事

们投身到机器人的作业改善、优化工

作中。第一次接触机器人控制，他和

同事们从零开始学习，通过不断查看

程序源代码、收集问题、交流改进意

见，最终实现了机器投用率的大幅度

提升。

“无人化”降低了劳动负荷

2012年梅钢二炼钢建成投产，作为

新建项目，现场设备控制均存在不少问

题，造成岗位人员作业负荷大、频率高、

安全控制弱。郑雷担任连

铸精整区域的作业长，他始

终认为“智慧制造是现场生

产能力提升的必经之路”，

将区域自动控制及智慧制

造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他利用自己的优势，通

过对现场问题分析、分解、

优化，开发出一批小程序、

小功能，先后完成了切割模

型优化、混浇模型开发与优

化、表面检测技术应用、入库板坯垛位

推荐等多项功能的开发和应用，连铸

板坯智慧物流渐成体系。通过对各级

控制系统的连通、整合系统控制功能、

开发控制模型等，实现了二连铸板坯

物流控制由手动操作到自动控制再到

智慧物流的转变，后续通过建设连铸

集控中心，精整区域彻底实现了无人

化，他本人从作业长转岗到操作岗位。

转岗后，郑雷面对问题迎难而上，

和自动化部门的同事一起开发模型、

优化程序，以提升生产、质量控制水

平。经过1年多的努力，实现了铸坯动

态切割模型的开发，将铸坯切割与过

程质量、生产计划进行动态结合，预定

板坯号赋号率提高了 4.5个百分点，铸

坯自动切割率提高 6个百分点。他与

宝信软件员工协作，历时3年多完成了

二炼钢L3系统质量判定模型开发，实

现了对板坯类型、板坯位置、工艺卡要

求、板坯规格尺寸、L2质量信息等内容

的自动识别与处理，大大提高了板坯

质量信息的完整性与准确性，降低了

操作人员的劳动负荷。

“使巧劲”啃下“硬骨头”

连铸板坯的热送工艺具有节约加热

炉能耗、提高生产效率等优点，是连铸

生产自动控制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成为

公司关注的重点指标。2020年，郑雷担

任“提高炼钢板坯热送率”项目团队负

责人，和团队成员从降低板坯缺陷发生

率、减少异常坯下线量、加强板坯物流

管理等方面开展工作。通过优化炼钢

L3信息流转、开发交叉物流板坯的下线

直装功能，减少了板坯入库停留时间和

入库次数，降低了行车作业率，提升了

板坯送出温度。上下工序及团队有效

合作，做好合格板坯的及时发送、入库

作业，降低了合格坯下线量；对质量判

定模型进行核对、调优，有效提升模型

判定的准确性，减少了模型下线量。梅

钢板坯热送率实现跨越式提升，从2019
年的不到70%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

每年降低生产成本300多万元。

相对钢水冶炼、浇铸技术日新月异

的发展，业内板坯物流技术的发展相对

滞后，这也让郑雷找准了自主创新的风

口。经过8年多时间的积累，他成功开

发出“连铸板坯智慧物流控制技术”，获

得江苏省、全国等多项创新成果奖。通

过大数据应用和流程再造，自主设计、开

发、实施完成了对5大工序、3大控制系

统、42项作业内容的优化、升级；萃取和

固化了现场操作经验，转变为可量化的

数字模型9个，区域95%的作业可通过模

型进行精细化控制与管理，岗位员工职

责成功实现由操作向监控的转变。每

天，梅钢连铸模型系统自动捕获铸坯图

片近50万张，依靠自主建立的2大类、12
个小类、3.8万张的缺陷样本图库进行AI
自主训练，能在 15秒内完成质量问题

的准确识别与判定，彰显了智能化技术

在提高生产效能上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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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感知中国智造

——复旦留学生进宝钢”

民间外交活动在互联宝

地·滨江园开启，近 30 位

复旦大学留学生、欧美同

学会复旦大学分会会员代

表、复旦大学相关人员走

进宝钢工业创享园，深入

宝钢智造现场。嘉宾参观

了宝钢历史陈列馆、智慧

高地等，体验锻造钢铁脊

梁的“黑科技”。 （徐辉）

近日，太原市文明办

组织各级各类道德模范、

身边好人和文明家庭的先

进典型代表，走进太钢李

双良事迹展览馆和太钢博

物园参观。模范代表们为

之动容，感受与时俱进、大

胆探索、锐意进取的先进

事迹与奉献精神。

（柴萃）

郑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江苏省机冶石化

行业工匠、宝武银牛奖、宝武工匠获得者，先后取

得宝武优秀岗位创新成果、全国机冶建材职工技

术创新成果、江苏省职工十大科技创新成果等奖

项，“匠心独运，事必躬行。我们要把独一无二的

创造力运用到追求卓越的实践中。不畏艰难、脚

踏实地搞创新、炼技术，实现企业‘四化’新突破。”

面对当前钢铁行业的严

峻形势，马钢长材事业部物流

一分厂职工立足岗位，践行算

账经营，深挖降本潜力。

“作业长，低跨 3 号磁盘

吊钢丝绳又掉槽了……”低跨

磁盘吊主要为炼钢四台转炉

生产进行废钢选配，钢丝绳掉

道不仅影响生产稳定，而且存

在安全隐患。行车丁作业区

作业长汪为俊经过反复思考、

现场测量、尺寸设计，在废钢

区就地取材，自制简易的钢丝

绳防掉道装置。“这个小装置

真不错！不仅有效防止钢丝

绳掉道，延长钢丝绳更换周

期，也提高了行车运行效率。

简单估算了一下，每年能节约

费用 1万余元，真是省时省力

还省钱。”大家对这个“小改小

革”赞不绝口。

孙德权是分厂炉前天车

设备机长，喜欢从废品区里

“捡东西”。从低跨废钢堆里

捡回来的边角料、钢板，到他

手里修修改改，就成了大家

手里的工具；从设备上换下

来的配件，经过他的一番操

作，就可以二次利用。一次，

炉前高跨 5 号车在倒灌坑吊

运铁水时，主卷发生故障。

电工跑上来检查，发现胶木

垫 断 裂 脱 落 ，需 要 立 即 更

换。电工看见孙德权如同看

见了救星，“老孙，你那有没

有动磁铁胶木垫？”孙德权回

答：“巧了，还真有。”说着就

从工具包里拿出一根胶木

垫。事后同事纷纷感慨：“一

根胶木垫的价格虽然不高，

但如果能二次利用，就等于

节省了备件费用，最主要是

保障了生产顺行，这价值不

容小觑！”

降本无小事
□毛学传

10 月 19 日至 20 日，

2024年中南钢铁第三届职

工技能大比武韶关钢铁赛

区决赛开赛。韶关钢铁赛

区举办高炉炼铁工（高炉

低碳智能冶炼）、工业机

器人应用与维护、远程监

测与智能运维三个赛项

决赛，经过前期各单位的

预赛选拔，28 名选手入围

决赛。 （陈立新、马韧）

10月 18日，宝钢股份

组织开展“青春科创，改革

破浪”主题团日活动暨第

十三期“悦读阅好”活动。

中央研究院青年表示，作

为公司创新的新生力量，

要向研究院的各位科学家

和首席学习，将自身与公

司使命相结合，为宝钢未

来的科技创新贡献力量。

（刘继鸣）

近日，一笔源自湖北省总

工会的专项帮扶资金汇入鄂

钢职工刘稚英的账户。与此

同时，远在上海交通大学读研

的孩子接到了母亲刘稚英的

电话：“儿子，省总工会和鄂钢

工会又‘雪中送炭’了！无论

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们也

要努力走下去……”

一年一度金秋日，又是浓

浓助学情。8月中下旬开学季

来临之季，中南钢铁鄂城钢铁

启动“金秋助学”活动，“娘家

人”走访慰问困难职工家庭，

为困难学子集中发放助学金

和开学物资，给困难职工子女

上学难送去圆梦启航的希望。

刘稚英是鄂钢原制氧厂

的一名女工，也曾拥有过一

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在鄂钢

炼钢厂工作，儿子从小成绩

优秀、活跃开朗，一家人其乐

融融。2017 年，不幸降落到

这个家庭。丈夫患上重病，家

里为给他治病，不仅花光了全

部积蓄，还欠下一大笔债务，

后终因医治无效离开人世。

面对艰辛求学的儿子，面对沉

重的债务，刘稚英一时陷入迷

茫。鄂钢工会了解情况后及

时伸出援手，并将她家困难情

况上报省总工会，为她申请到

“金秋助学”专项帮扶资金。

令她宽慰的是，儿子学习更自

觉，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并

在 2019 年被武汉大学录取，

去年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研

究生。

多年来，鄂钢切实履行社

会责任，坚持做精做优“困难

帮扶”，积极开展多层次“金秋

助学”活动。为让困难职工子

女圆梦大学，鄂钢利用不同渠

道广泛宣传，基层工会认真走

访、仔细摸排，建立完善困难

职工子女助学档案，对符合条

件的困难职工家庭做到不留

盲区、不留死角，全覆盖、无遗

漏地纳入资助范畴。为做实

“金秋助学”活动品牌，鄂钢多

方筹措资金、主动作为，同时

借助省总工会帮扶平台，先后

为 500 多名莘莘学子及时送

去帮扶资金。

金秋助学 圆梦启航
□盛园田 左 敏

算账经营在一线算账经营在一线

为增强员工的人文底

蕴，促进知识经验的交流

共享，日前，宝武共享组织

开展了“共沐书香 享阅智

慧”第一期读书分享会。

分享会上，青年积极畅谈

书中真谛，分享心灵感悟，

展现了宝武共享员工深厚

的文化底蕴与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

（宝武共享）

日前，宝钢股份湛江

钢铁举行第五届“优秀员

工家属看湛钢”活动，22
位优秀员工家属代表走

进绿树如茵的厂区，通过

“看湛钢”进而“知湛钢”

“爱湛钢”，切身感知了湛

江钢铁在变革发展中的

丰硕成果，进一步巩固了

家属对企业的价值认同。

（湛江钢铁）

人物：张军，宝武资源

武钢资源大冶矿设备工程

部设备专检作业工程师。

35 年前，张军走进大冶

矿，长期在选矿生产一线工

作。有时为了弄清一根选矿

管道的来历，他会仰着头目不

转睛地顺着管线走好几遍，甚

至钻到沟盖板下面寻找“猎

物”。日积月累，他笔记本上

画满了选矿流程系统图，为成

为专检领域的行家里手打下

坚实基础。

2023年10月中旬，张军敏

锐地发现，1号球磨机液压站

油箱油位与前几天相比下降

了两厘米。虽然控制柜没有

异常报警，但他产生了警觉，

立即对系统设备进行全面排

查。确定没有漏点后，他开始

对油位计进行活动试验，最终

发现油位计滑块存在卡涩的

缺陷。他随即联系检修人员，

最终使 1号球磨机组从“亚健

康”状态恢复正常。

“只要执着坚定地追梦，

就一定能实现梦想。”抱着这

样的信念，张军一步一个脚

印，从一名操作工成长为技术

业务骨干。加班加点对他来

说是常态，但他毫无怨言，把

分管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总能把备件材料第一时间供

应给设备检修班组，确保设备

作业率达标。

选矿系统强磁机组投入

试运行后，生产情况同预期有

所差距，导致生产不畅。张军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现场

研究，综合分析工艺流程，发

现问题后及时制定改造方

案。改造后，不仅系统运行顺

畅，还提升了效益。

近年来，张军参与“大冶

矿混合铁矿石选矿工艺技术

改造”项目；组织实施脱水改

造项目，过滤机大大减少风机

能耗；组织实施分离浮选更换

项目，提高铜回收率。张军先

后获得宝武资源优秀共产党

员、武钢资源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

执着追梦35年
□占忠进

身边的榜样身边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