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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地方，于十里钢城静静伫
立；有一个地方，在方寸之间见证历
史。让我们一起走进太钢博物园，
读读那里的故事……

太钢博物园地处太钢厂区，于
2014年8月建成开园。博物园占地约
7万平方米，相当于10个标准足球场
面积。园内建有太钢厂史展览馆，还
有“西北炼钢厂2号高炉”、飞机库、梅
花碉楼等历史遗存，是了解太钢历史、
普及钢铁知识、传播钢铁文化的工业
主题博物园。

厂史展览馆
厂史展览馆位于太钢博物园东北

角，利用旧厂房改造而成，于2014年8
月8日建成开馆。

展馆面积约1400平方米，以太钢
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分别以“太钢概
况、西北钢魂、百炼特钢、不锈之路、战
略新篇、绿色跨越”为主题单元，通过
精彩图文、史料展品以及电子沙盘、全
息投影、幻影成像等，全面详实地展现
了太钢从初创时期的小型钢厂，发展
成为全球不锈钢行业领军企业的奋斗
历程。

珍贵展品
太钢厂史展览馆中陈列有许多珍

贵史料，许多展品不仅是孤本，而且其
背后的故事更能给人带来回忆……

◆《山西造产年鉴》
中国最早的分行业年鉴，全书

486页，竖排大16开本。书中详实地
记录了包括西北炼钢厂在内的西北实
业公司下属各厂矿的基本情况和建设
规划，以及当时山西农、林、牧等行业
的发展状况。

◆《西北炼钢厂报告书》
1934年由西北实业公司编印，32

开本，原件现存于重庆图书馆。全书
详细记录了筹建西北炼钢厂时的筹划过程，以及主要设备
及生产工序的基础数据，从中可以看出西北炼钢厂的设
备、技术和规模在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西北实业月刊》《西北实业周刊》
西北实业公司编审委员会发行的科技专业性质的刊

物。由彭士弘创办，主要发表西北实业公司工程部专家和
技术人员的论文，同时也刊登一些科普知识以及当时世界
工业发展信息。太钢档案馆目前保存着1至157期《西北
实业周刊》和5卷共30期《西北实业月刊》。

◆《钢铁小报》
《钢铁小报》是《太钢日报》的前身，于1950年1月8日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原市管理委员会工业管理处在西北
炼钢厂创办。当时由钢厂书法家题写了隶书报头，是建国

后太原市厂矿企业所办的第一份企业报。
1951年1月，毛泽东为这份企业报题写

了“钢铁小报”4个大字作为报头，由中央办
公厅转寄太钢。同年2月，太钢开始使用毛
泽东题写的“钢铁小报”报头。

现存最早由钢城书法家贺雨锋书写报
头的《钢铁小报》，在太钢档案馆收藏。

现存最早由毛泽东题写报头的《钢铁小
报》30期，原件由山西省图书馆收藏。

◆ 不锈钢宝塔
1952年9月16日，太钢电炉炼钢部成

功冶炼出新中国第一炉不锈钢。太钢人用
这炉钢制作了一座高约20厘米、银光闪闪
的不锈钢宝塔送往北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报喜。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为鼓励

前线将士士气，宝塔被转交当时“旅顺苏军
战利品陈列馆”，向前线志愿军展出。1955
年，该陈列馆更名为“旅顺军事博物馆”。
1977年，在旅顺展出25年的太钢不锈钢宝
塔，随同旅顺军事博物馆其他26600余件文
物移交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这座用中国第一炉不锈钢制作的宝塔，
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 太原钢铁厂印章

这是建国后太钢第一枚正式公章，于
1950年7月1日正式启用。当时由重工业
部任命的太原钢铁厂首任厂长李非平携带
公函及厂印到厂上任。这枚公章木质包
铁，庄重大气，是见证新中国钢铁工业发
展的重要文物。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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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郝晋凯 通讯员薛富强）日
前，来自山西省五台县偏远山村的3岁危重
烧伤患儿肖文旭，在做完右下肢扩创植皮手
术后，被推出山医大第六医院烧伤院区手术
室，一直等候在门口的爸爸和奶奶，看到刚
刚做完手术的孩子激动不已，奶奶更是泪流
满面，连声道谢。

患儿奶奶说：“他们大夫救下我孙子的
命，就等于救下我这个命，我感谢不尽，孩
子都是为了帮他妈妈”。看着泪流满面的
肖文旭奶奶，大家都为之感动。原来年仅3
岁的肖文旭，是因为照顾患病的妈妈，才掉
进家里土炕边的开水锅中。

患儿爸爸告诉记者说：“他是在家照顾
他妈妈去了，才从炕上掉到做饭的锅里去
了，我们当地县医院治不了这么重的烧伤
病，我们就雇了个出租车把我们拉到这
里”。面对县医院的无力救治，他们慕名长
途跋涉来到山医大第六院烧伤院区。

当时接诊的主治医生郭万里向记者介
绍了患儿入院时的情况。“这个孩子才3岁，
他当时在家里掉到开水锅里面，烧伤面积有
18%，在烧伤科属于重度烧伤，严重威胁着
患儿的生命。他们是在烧伤后 20 多个小
时，才转院到我们医院，错过了治疗的最佳
黄金时间，等到他们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已
处于休克状态，我们见状就给患者进行了一
个紧急治疗”。

经过前期两周的精心治疗，肖文旭的病
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在病房查房的烧伤科
主任段鹏告诉记者“，患儿经过我们精心治
疗，大部分创面已经愈合，但是小腿、脚踝等
一些功能部位创面并没有愈合，在治疗上还
需要做植皮治疗，但是家属经济上还是非常
困难”。

肖文旭家住山西省五台县偏远的小山
村，母亲常年患病，全家老小全靠父亲种地
维持，全家年收入不足 4000元。面对困在
异地他乡的烧伤重病家庭。此时在场的大
夫、护士们的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我们不
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小的孩子，因为经济困
难错过最佳治疗期。

当班护士王志佳、李枫说：“由于他家经
济状况非常困难，他们准备放弃治疗，我们
每个护士看了都非常难过”。护士长郭晓芳
经过与主治大夫商量，并与科主任汇报后，
决定号召全科医护人员为患儿捐款治病。

谈起医院大夫、护士对他们看病、治疗
和生活上的帮助，孩子全家感激不尽。段鹏
说：“这时候抓紧时间为孩子有一个好的治疗，对孩子将
来成长非常重要，我们科医护人员捐了两千多块钱，为这
个孩子解决了一半手术费，这使他的手术能够顺利进行，
能够做这次植皮手术，将来对这个孩子的功能恢复，那都
是非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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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患儿及家属在接受治疗中烧伤患儿及家属在接受治疗中。。 郝晋凯郝晋凯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