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主管主办 第12195期 本期四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4-0047 2021年10月22日 星期五 农历辛丑年九月十七

今年以来，太钢炼铁厂狠抓节能降碳工作，从职工思想意识、生产过程
控制、节能减排设备设施投入等方面积极推进、狠抓落实，切实提高绿色发
展水平。图为该厂对储运作业区一次料场环保大棚进行加固完善。

彭 飞 摄

以创新者为先

以奋斗者为本

脚 踏 实 地 的 奋 斗 者
——记2020年度太钢特级劳模、技术中心不锈钢二室主任张威

本报记者 申文丽 通讯员 王 娟

本报讯（通讯员 孙 磊）为进一步提
升热轧中板产品市场竞争力，太钢不锈
热轧厂以做强不锈钢中板品牌为主线，
聚焦重点品种生产过程中的质量难题，
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全面对标找差促提
升，夯实质量体系基础打造极致效率。

该厂针对当前制约产品质量提升
的关键环节，制定了三个方面16项重点
工作任务，列出工作要求、工作目标和
责任人；开展逐级动员部署，结合“献一
计”活动，进一步组织发动职工挖掘在
质量提升、技术创新、流程优化等方面
好的做法；全面梳理重点品种生产过程
中长期或重复出现的质量问题，全方位
分析在管理及操作上存在的不足，制定
本质性整改措施20余条，持续跟踪改
进；大力开展用户走访和工序走访，深
度识别用户需求和质量差距，形成问题
清单18项，针对性制定整改措施，提高

本质性整改力度；全面审视装备质量保
障能力，有序推进辊道转速同步等9个
重点设备功能精度改进，快速提升设备
保障能力；配合4300mm中厚板智能化
产线改造，做好产线工艺、设备、能源等
质量相关数据的采集工作，为新产线
智慧制造规划方案提供数据支撑；围
绕质量职责和流程的优化与落实、岗
位操作规范等课题开展全员宣贯培
训，进一步增强职工市场意识、质量意
识以及危机意识。

该厂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持续提
升质量精品意识、质量责任意识和以客
户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意识，切实解决现
场瓶颈难题，在产品质量水平上来一次
大提升，以过硬的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太钢不锈中板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
保持行业领先，为太钢打造全球不锈钢
业引领者贡献热轧力量。

太钢不锈热轧厂

今年40岁的张威，是典型的80后，有着细致严谨
的作风，也有着随意不羁的性格。大家发现，这个1.87
米的大高个总能不苟言笑地讨论科研问题。正是这种
极富张力的性格，让他做起事情来总能游刃有余。

张威从小各科成绩优异，根本无需父母操心。同
学们经常找他问各种学习上的问题，他也总是毫不吝
啬地解疑答惑。工作中和他接触过的人，都认为他谦
逊豁达，善于沟通合作。

张威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科研人。自从2003年东
北大学毕业入职太钢技术中心不锈钢研发室，十几年
来，他一直从事不锈钢品种开发及工艺技术研究与推
广工作，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开展了超级奥氏体不锈
钢、耐热不锈钢等特殊领域用高性能新产品的工艺技
术开发和产业化推广，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2019年，
技术中心党委从产品研发能力和综合素质考虑，决定
由张威担任不锈钢二室主任。

然而，要当好一个团队的负责人着实不易。2019
年对于张威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核电用钢必须
在年末实验成功，2020年初要完成成品交付。中心把
核电用钢的开发任务交给了不锈钢二室。刚刚担任不
锈钢二室主任的张威，自然和他的团队一起承担下了
这份重任。

业内人都很清楚，研发核电用钢，面对的是世界级
难题，钢种设计特殊，生产工艺复杂，各项性能检测都
极为苛刻。试验初期的那段时间，张威的办公桌上摆

满了试制小料。他一有时间就比对实验数据，观察细
小区别。从做实验到现场跟班，几个月下来，每取得一
点进步都让大家欣喜不已。可是谁曾想到，临近年关，
试制的产品性能却出现了波动。为了找到解决问题的
方案，张威和团队成员不知熬了多少个日夜，有看不到
一点进展时的心灰意冷，也有因为一个灵感找到了一
点突破方向，激动得整晚睡不着觉。

张威和团队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接下来的实验
中，数据调配异常顺利，某元素含量超标这一关键性难
题终于在年根解决了。核电用钢正式投入市场，给了
张威和他的团队不小的信心。

“科研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张威说，太钢的科研
人员，整日与冰冷的不锈钢打交道，因为一个问题寝食
难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忍下孤独沉住气，厚积才
能薄发。”张威说。

张威始终觉得，作为科研人员，拥有一个好的科研
思路非常重要。张威家与单位的距离大概三公里左
右，偶尔他会选择步行上班。在步行的20分钟里，可
以趁机捋一捋自己一天的工作思路。他说，如果让我
花1个小时解决一个问题，起码要花一半以上的时间去
认知这个问题。科研人员也一样，要攻克某个难题，要
花很长时间去捋清思路，然后再去验证这个思路是否
可行。

此前，太钢接到一笔订单，要生产一种特殊的不锈
钢板材。这种用来支撑锅炉管和炉膛的特种不锈钢，
铝含量高，生产难度大，使用量低，一直依赖进口，太钢
没有相关生产经验，轧出的板材一经检测，发脆、易断，
各项指标都不合格，这让张威犯了难。

“一锅炉，用了50多吨的材料，全报废了。”张威
说，在车间实际操作，要考虑到人力、物力等成本，出于
责任感，要尽可能降低企业研发的风险。科研人员只
能在实验室里，不断试错。

于工程师而言，他们不仅要研发新型材料，还要把
可行性加工方案一并考虑进去，工作难度又升一级。

张威一头扎进实验室，重新测定不同不锈钢板材的物
理数据，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中，锁定了厚度与轧制温
度的关系。特种不锈钢板材终于成功加工出来，如约
交到客户手中，代替了进口。经此一役，一种全新的不
锈钢加工工艺在太钢诞生了。针对不同厚度板材，太
钢优化了工艺流程，技术水平再上新高。

在太钢技术中心工作18年，张威主攻特殊领域不
锈钢的品种开发和工艺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先
后获“十二五中国钢铁工业优秀科技工作者”、冶金青
年科技奖、“三晋人才”拔尖骨干人才等荣誉。

当今时代，比以往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各企业对
环保设备服役条件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张威与时俱
进，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成功开发的超级奥氏体不锈
钢系列板材，以其更好的耐腐蚀性、延展性和塑韧性，
广泛应用在工况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如石油化工、造
纸、环保脱硫塔、海洋工程、海水淡化、制盐工程等。

说起取得的成绩，张威笑笑说：“做科研需要集体
的力量,我只是科研团队中的普通一员。”如张威所言，
科研的路上，正是因为无数太钢科技工作者默默奋斗，
才有“笔尖钢”“手撕钢”等明星产品大放异彩。

“太钢不仅有着宽松的科研环境，还有多元的激励
制度，鼓励科技工作者搞科研。”张威介绍，来自技术、
生产、营销等不同条线上的同事，大家各司其职、相互
配合、相互补位，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让太钢
的产品成为明星。

树立太钢品牌，引领不锈钢行业发展，这已经成为
深入每一个太钢人内心的责任感。我们和张威一样相
信，太钢一定会在高端制造业科技创新上硕果累累。

太钢特级劳模张威。 姚旭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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