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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北京大工匠”选树活动炼钢工挑战赛侧记

炼钢从“力气活儿”变成了“技术活儿”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彭程/摄

“炼钢已经从 ‘力气活儿’ 变成了 ‘技术活儿’。 新时代的优秀炼钢工人， 不仅要理
论扎实、 操作熟练、 经验丰富， 更要学会创新理念、 绿色环保、 降本增效。” 8月15日， 第
二届 “北京大工匠” 选树活动———炼钢工挑战赛结束后， 选手王建斌这样说。 当天， 比赛
现场没有热火朝天的高炉， 没有布满按键的工作台， 选手只有一份综合了业务主攻方向、
自身工艺创新、 所获荣誉奖项等内容的PPT。

比赛间隙， 选手们互相切磋炼钢技艺。

�代际的传承
徒弟向师父权威地位发

起挑战

在这场以讲台展示互动代替
现场操作炼钢的比赛中， 8名终
极挑战者对２名种子选手发起了
最终挑战。 10名炼钢工均来自首
钢集团， 都是在各基层单位炼钢
作业部的佼佼者。

当天， 终极挑战者付景慧走
出考场， 与种子选手王建斌畅谈
许久。 二人都来自于首钢京唐公
司的炼钢作业部， 还是师徒。 与
师父同台竞技 ， 向师父的 “权
威” 地位发起挑战， 付景慧既紧
张又兴奋。

“大工匠挑战赛代表着炼钢
工的最高水平 。” 付景慧坦言 ，
虽然没有现场操作， 但 “难度更
大” “挑战更高”。 “我们10个
人有着不同的主攻方向， 我要在
有限的时间内， 围绕提高钢材质
量、 提高品种钢的炼成率、 低氮
控制等内容， 来展示自己拥有哪
些创新工艺， 带来了怎样的经济
效益。 同时， 展示结束后， 我们
还要回答评委提出的共性问题和
个性问题。 共性问题考查选手的
基本功， 个性问题有着极强的发
散性， 这些考查的内容综合到一
起， 呈现出的是一场高水平的工
匠对决。”

首钢京唐公司炼钢作业部炼
钢区作业长王建斌从炉前工做
起， 历经值班工长、 炼钢高级技
师 ， 到 如 今 成 为 公 司 内 外 小
有 名 气的炼钢专家 。 首钢很多
地方新炉投产都要王建斌来开
炉 ， 他成了首钢的 “开炉专业
户”。 “既要提高钢材质量， 还
要降低成本 。” 在王建斌看来 ，
这不仅仅是一场炼钢工的大工匠
挑战赛， 更是映射炼钢产业转型
升级、 产业工人迈向更高层次的
一面 “镜子”。

王建斌生长在钢铁工人家
庭， 从小对炼钢厂就有感情， 是
名副其实的 “钢二代”。 炼钢技
术的飞速发展， 两代人炼钢方式
的巨大差异 ， 让他感慨万分 。
“以前炼钢， 要把煤一锹一锹地
往炉子里铲， 烧一炉钢下来浑身
是汗， 炼成率还低。 现在京唐公
司的300吨转炉， 集成了 ‘全三
脱’ 炼钢、 ‘干法除尘’ ‘声纳
化渣’ 等16项国内外先进工艺，
冶炼过程全部电脑控制， 操作界
面全是英文。 我们炼钢工的劳动
强度降低了， 人工干预因素变少
了， 生产品种多了， 品种结构也
不一样了。”

王建斌表示， 为了提高作业
部炼钢工人的整体水平， 王建斌
经常组织作业部、 工作室开展劳
动竞赛， 并定期带队进行技术攻
关 和 经 验 传 承 。 “ 这 批 年 轻

人 接 受新事物能力强 ， 也已经
成了炼钢大规模生产的骨干力
量， 经过经验积累和时间历练，
他们终将超越我们， 成为新一代
炼钢工匠。”

时代的变革
新时代的炼钢工匠是

“技能+技术”的复合型工匠

首钢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田志红是本次
大赛的裁判员之一， 选手们在大
赛中展现出的综合实力让她感到
耳目一新。 “过去的炼钢工匠是
传统意义上的工匠， 他们在岗位
上勤奋敬业、 专注笃定、 创新钻
研、 精益求精。 新时代的炼钢工
匠， 是拥有国际视野、 ‘技能+
技术’ 的复合型工匠。”

从1964年首钢建成中国第一
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 到如今首
钢大型210吨转炉、 300吨转炉实
现了 “一键炼钢” “自动出钢”，
首钢转炉炼钢度过了一段铿锵岁
月， 在摸爬滚打中实现了创新与
发展。 “通过实现对生产组织、
吹炼工艺 、 冶炼时间 、 炉渣成
份 、 钢水成分等要素的精准控
制 ， 我们的出钢温度从原来的
1680度至1700度， 降到了如今的
1640度至1660度； 转炉终点碳氧
积也从0.0028%至0.0030%的水平
降到了如今0.0014%至0.0016%的
水平 ， 足足降低了50%。” 田志
红骄傲地说。 与此同时， 厂区搬
迁 “从山到海” 的首钢， 经历了
全面的工艺装备升级改造， 钢材
产品结构也实现了全面调整， 从
供应建筑行业为主的长材产品，
发展至现阶段的高端板材， 全面
供应国内主流装备制造企业。 以

前首钢的板材只能压到四五毫
米， 现在能压到0.12毫米， 比纸
片还薄。 从造船的宽厚板， 到汽
车用板、 家电外壳用板， 再到小
饮料罐用的镀锡板， 从油气管线
到电子器件 ， 共计31个钢种大
类、 280多个牌号。 首钢研制的
“高、 精、 尖” 产品， 还成功应
用于 “长征五号” “长征七号”
运载火箭发动机的研发和生产。
首钢钢铁产品质量的提升和跻身
世界先进行列， 是中国逐步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田志红
坦言， 炼钢工同样存在高质量发
展的课题， 需要将高效生产、 低
成本生产、 绿色生产、 低碳生产
等理念贯穿到炼钢的每一个环节
中 ， 更要熟悉每一类钢种的用
途， 甚至每个钢种所用于的具体
装备的位置和服役环境， 还要拥
有将产品需求转化成对炼钢工艺
操作需求的能力。

“今天的选手们对冶金工艺
的理解深刻了， 对国际竞争对手
先进水平的了解也是非常清楚
的 ， 这也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
田志红表示， 如今行业内对优秀
炼钢工人的考查范围， 早已从原
来仅有的操作层面， 扩大到懂技
术、 熟悉冶金基础原理、 掌握国
际先进水平以及了解国际竞争对
手的先进水平等多个层面。 选手
需要清楚对手的实力和自身的实
力， 更要明确自身存在的差距，
从而有针对性地去提升自己。 同
时， 评委也将考查选手是否通过
各类技术攻关、 师带徒、 技能竞
赛等实现自我与团队水平的双提
升， 来检验选手的协作配合能力
和团队管理能力。

除自我展示环节外， 共性问
题 和 个 性 问 题 同 样 占 据 了 很

高 的 分值 。 共性问题囊括了日
常操作普遍出现的问题， 而个性
问题由评委根据选手的展示内容
即兴提问， 涉及炼钢专业的发展
方向、 节能环保、 绿色发展方向
的应用、 炼钢过程中细节把握等
多个方面。 “我们打算利用这次
大工匠比赛， 通过多个环节、 多
角度问题， 综合评估选手们对冶
炼工艺的理解能力、 冶炼方案的
设计能力、 驾驭自动化智能化设
备的能力、 成本控制的能力以及
绿色环保领域的创新能力。” 田
志红说。

工会的力量
全力推进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

当首钢工匠， 一次性奖励10
万元， 以后每月还有1万元工匠
津贴， 创新工作室可获5万至10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当首钢
京唐工匠 ， 一次性奖励5万元 ，
实施聘任后享受每月 8000元工
匠津贴， 同时获得3万至5万元创
建工作室的资金支持。 王建斌曾
获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百姓学习
之星等多项殊荣， 跟随首钢来到
曹妃甸， 克服了工程建设、 达产
达效、 降本增效、 提质提效等阶
段的重重难关 ， 不仅将 “全三
脱” 自动化炼钢等技术掌握得
炉 火 纯 青 ， 还培养出北京市劳
动模范、 全国钢铁行业岗位能手
等多名年轻技师。 近年来， 首钢
各 级 工 会 为 像 王 建 斌 这 样 的
工 匠 打通了晋升的渠道 ， 打造
了技能提升的平台， 提高了福利
待遇， 在全集团营造出了尊重工
匠、 学习工匠、 争当工匠的良好
氛围。 王建斌感慨道： “我的成

功离不开首钢的培养。 首钢对技
能人才的重视和优待， 让我学知
识、 学技术更有目标、 有奔头、
有前途。”

据介绍， 技术竞赛在首钢已
逐步制度化、 系统化。 《首钢职
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 规定每年
举办一次首钢职业技能竞赛， 每
两年参加北京市级、 钢铁行业级
和国家级竞赛， 并承办北京市部
分行业工种的竞赛。 在内部竞赛
方面， 首钢确立了作业区 （部）、
子公司、 集团三个竞赛层级， 比
赛工种每年达到100个以上 。 此
外， 首钢还将有针对性的培训贯
穿赛事始终。 其中规定， 竞赛前
由首钢技师学院举办赛前辅导和
专题培训， 培训时间不少于16学
时。 近些年， 首钢每年参加各类
技能比赛初赛的职工达到2.5万
多名 ， 一线岗位参赛职工达到
80%以上。

记者从首钢集团工会了解
到， 自2007年开始创建职工创新
工作室以来， 已建立职工创新工
作室 270个 ， 共完成攻关课题
2083项 ， 取得科技成果1318项 ，
获得专利授权347项， 总结最佳
操作 （管理 、 服务 ） 法324个 ，
提出并被采纳实施合理化建议
2576项 ， 培养技术骨干1014人 。
首钢京唐公司还将创新工作室活
动规律总结提升为 “6+6” 模式，
即 “六有标准” 和 “六个特色活
动”。 “六有标准”， 是 “有领军
人物 、 有活动场地 、 有工作制
度、 有课题计划、 有攻关节点、
有成果效益 ” 。 “六个特色活
动”， 是 “开展技术攻关、 解决
现场难题、 提合理化建议、 实施
降本增效措施、 组织专业技术培
训、 总结最佳操作法”。 在首钢，
不同层次的职工创新工作室、 劳
模创新工作室、 技能大师创新工
作室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示范、
引领和辐射作用。

在技能人才待遇上， 首钢规
定 ， 职工在国家 、 行业 、 北京
市、 集团等级竞赛中获得冠军的
奖励分别是5万元、 3万元、 2万
元 、 1万元 ， 同时晋升1-2级工
资； 获得前5名的选手在享受一
次性奖励的同时， 可代表集团参
加上一级别的竞赛； 连续3年获
得优胜的可评聘为首钢技能操作
专家。

“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 既
要给身怀绝技的高技能人才合理
的薪酬， 又要提升高技能人才的
政治待遇和职业荣誉感。” 首钢
党委常委、 董事、 工会主席梁宗
平说， “首钢把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作为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的重
要内容， 纳入企业人才队伍建设
的总体规划， 落实责任， 全力推
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如今，
在首钢 ， 尊重技能人才 、 崇尚
‘工匠精神’ 已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