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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文丽）6
月28日，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
制造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综合
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站——金
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安
全准点投产发电，标志着世界
水电进入“百万千瓦 ”新 纪
元。近日，业主单位三峡集团
和设备供应商哈电集团、东电
集团先后向太钢发来感谢信，
感谢太钢在白鹤滩水电站建
设过程中提供的高标准、高质
量的产品与服务，为白鹤滩首
批机组投产发电作出了突出
贡献。

白鹤滩水电站是我国实施
“西电东送”、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能源体系的国家重大工
程。全部建成后，将成为仅次
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
站。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
产是世界水电发展史上的里程
碑事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
信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
我国清洁能源事业的高度重视
和对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高端
装备制造发展的深切关怀。

2012年起，太钢就着手介
入白鹤滩百万千瓦机组水电站
的项目筹备，公司领导高度重

视，营销部门协同生产和技术
部门为用户提供了“一站式”
全方位的产品技术服务。目
前，太钢的高等级磁轭磁极
钢、高牌号硅钢、不锈钢水电
板等多种产品助力白鹤滩水电
站项目建设，为“大国重器”再
装“太钢芯”。

磁级磁轭钢是电机转子的
重要材料，这种高强韧磁性材
料的强度、韧性、精度、磁性都
被要求做到极致，长期依赖进
口，属于我国钢铁材料中的“卡
脖子”问题。面对世界上在建
水电站中的最大转子，太钢研
发团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考
验，经过无数次试验修整，找到
高等级磁性材料成分最佳参数
配比，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完
全满足了项目设计要求。最
终，太钢生产的高等级磁性产
品以不平度小于1mm/m以内
的优异表现，有效替代进口。

高牌号硅钢主要用于发电
机组定子制造。因巨型水轮发
电机对硅钢产品的比总损耗、
各向异性、涂层质量、反复弯
曲、不平度、叠装系数、力学性
能等技术指标均有严格要求，
制造难度极大，太钢产销研团
队密切配合，通过全流程工艺
开发及优化，最终生产出磁性
能、表面质量、涂层性能等重要

指标领先国内外产品，且明显
优于三峡标准要求。

不锈钢水电板主要应用在
水轮机组导水系统、尾水椎管
等过流部件上。在水利工程
作业环境中，需要长期承受泥
沙冲刷，因此对不锈钢材料的
性能要求极为严格。太钢采
取特殊工艺控制，不锈钢产品
除具备高强度、高韧性和良好
的焊接性能外，硬度、屈服强
度等指标的波动范围远低于
国标要求，为“世纪精品工程”
建设提供了关键而稳定的材料
支撑。

近年来，太钢坚持自主创
新，不断挑战极限，在自主研发
巨型水电站用磁性材料等方面
取得了重大突破。太钢一次次
刷新历史纪录，在“大国重
器”、重点工程中留下了自己
的钢铁烙印，在为国家重点工
程、重点项目保驾护航的道路
上迈出了更加稳健的步伐。
太钢和中国宝武实施联合重
组后，加快融入中国宝武“高
质量钢铁生态圈”，快速实现
协同效应，激发了企业动力活
力。未来，太钢将继续坚守产
业报国初心，以创新引领发
展，为推进白鹤滩水电站后续
建设、为中国水电事业作出更
多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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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可树）为进一步了解国
有企业发展和环保治理情况，7月 10日至
11日公众开放日期间，太原理工大学先后
组织了300多名大学生分批到太钢进行参
观学习。

同学们先后到太钢李双良纪念馆和炼铁
厂六高炉等地参观。在李双良纪念馆，讲解
员声情并茂地讲解了全国劳模李双良的治渣
事迹，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个个生动故事都深
深地吸引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多年来，太钢
厚植“环境保护，人人有责，从我做起”的绿色
文化，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等工作走在全国钢
铁行业前列，成为钢铁行业绿色发展的引领
者。近年来，太钢又在行业率先进行环保超
低排放改造，成为全国首批全流程A级绩效
钢铁企业。

同学们纷纷表示，能近距离听到李双良
的治渣故事，内心深处感到无比震撼，要将这
宝贵的精神财富铭记于心，今后能用自己所
学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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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钢炼钢二厂通过优化冶炼工艺推进工序技术创新，强化精益生产管理，实施超纯冶
炼、少渣冶炼、304高等级料无修磨等措施，上半年降本增效成效显著。图为该厂连铸精益
生产现场。

王旭宏 摄 郝咪咪 文

团结就是力量
——地下党发动太原铁厂工人开

展抗日斗争

传承红色基因 强化使命担当

1937年 11月太原沦陷
后，西北炼钢厂被日寇侵占，
改名为军管理第六工厂。
1942年4月，日军又将工厂
改称为太原铁厂。为了满足
军火生产需求，日寇进行掠
夺式生产，工人们不仅生活
困顿，常以军用饲料充食，生
命安全也无任何保障。1941
年冬，军管理第六工厂发布
了《劳务员规程》《华人惩罚
规程》《劳务员指纹管理规
程》等多种奴役制度，对工人
实行残酷统治。1942年初，
又颁布了《日本语讲习会规
程》，工人们在饱受欺凌的同
时，还要学说日本话，接受奴
化教育。

1939年12月，党中央发
出“关于开展敌占城市工作
的指示”，太原周边的晋绥、
晋察冀、太行、太岳边区党委
根据这一指示，分别成立了
敌情工作委员会，领导太原
等城市的敌情搜集、敌军瓦
解和建立党组织工作。1942
年，太行二地委、晋察冀二地
委和晋绥八地委分别成立了
城工部，多方选调有城市工
作经验的党员干部赴太原等
地开展地下工作。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李玉昆、郭守
忠、王高贵等同志先后被派
到太原铁厂工作。他们进厂
后，短时间内团结了一批进

步工人。有了这支基本力
量，铁厂的抗日斗争就有声
有色开展起来了。

李玉昆打入铁厂后，以
火车司机的身份作掩护，与
工友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
苦，力所能及地解决他们的
困难，向他们宣传只有不做
亡国奴才能过上好日子，只
有团结起来才能与日寇作斗
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
中国的道理。在他的感召
下，有二十余名进步工人跟
着他开展反法西斯斗争。

工人们最直接的反抗方
式就是“磨洋工”。明明几个
人可以干完的活就嚷嚷着要
几十个人干，明明短时间可
以完成的活就拖到一天。更
有效的反抗方式就是破坏生
产。高炉上的装料工人在装
料时故意将土和矿石一起装
入高炉；到了夜间趁日本人松
懈之际，就把未经破碎的大块
矿石装进高炉。平炉工人炼
钢时把铁块和废钢扔进炉子
后就不管不顾，一炉钢要炼二
三十个小时，甚至长达三天。
焦炉工人故意不按时出焦，结
果出的不是烧成过火的炉渣，
就是没有烧透的煤面。轧钢
工人在晚上让轧机空转，日本
人在远处听到轧机轰隆作响，
还以为工人在卖力干活呢。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