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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钧 ：一 定 要 把 太 钢 搞 上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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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商钧把90%的精力都放在了发
电厂，有一次发电厂出故障，商钧着急去现
场，得知车队没车，便自己骑上自行车去了，
到了现场立刻组织抢修，一天一夜都没合眼，
等一切正常后坐上车回到办公室，发现自行
车没了，以为自行车在家，过了几天后回家发
现家里也没有自行车，很是疑惑，再到发电厂
时，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在锅炉房门口扔着，已
经落了一层厚厚的土。刚恢复生产时，生产
用煤里面有木头，经常把给煤机堵了，工人
就钻进去掏，把堵在里面的木头取出来，商
钧很着急，不光是指挥，有时就穿着工作服
跟着大家一起掏。花了3个月时间，电厂终
于恢复正常。高炉一送风，其他工序也陆续
恢复生产。

从1977年 4月开始，到1978年的三四
月份，太钢用了约一年时间就全面恢复生
产，年底上缴利润9500万元，实现了扭亏为
盈，创造了“文化大革命”后恢复整顿的“太
钢速度”。

太钢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生产，得益于
“文化大革命”初期，商钧他们“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的远见，为了将来还能继续生
产，对设备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性停产措施。
高炉停产前，先把铁水放尽；焦炉停产前，采
取了封炉保温的措施，加上一层厚煤粉，压住
火封起来；发电厂主要是保护锅炉，不能停
电、停气，一旦停气，全公司管道就会冻裂，如
果设备损坏了，那么恢复起来就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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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太钢的不锈钢还是用
电炉冶炼，时间长、原材料耗费高。当时，世
界一些先进国家已开始使用氩氧炉冶炼不锈
钢，但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如何建造
氩氧炉的资料太钢拿不到。国家钢铁研究
院、冶金部科技司零星收集到国外一些有关
氩氧炉方面的资料，考虑到太钢引进了一套
冷轧不锈钢生产线，就想在太钢试建一座氩
氧炉，解决不锈钢冶炼问题。

在商钧的主持下，太钢从小炉子开始试
验，逐步加大，先在三钢厂土法上马了一座3
吨的氩氧精炼炉，试验效果不错，又增建了6
吨的，组织了几次试验均成功。历经十年自
主研发，终于在1983年建成我国第一座18
吨氩氧炉。它的建成投产和小连铸机的建
成，标志着太钢不锈钢生产整体工艺达到世
界水平，打通了太钢的不锈钢生产线，也填补
了我国不锈钢冶炼设备的一项空白。

1969 年，太钢从德国引进了一台 1万
立方米的制氧机。年产100多万吨钢的大
型特钢企业，十余年来只有这一台制氧机，
既给二钢转炉吹炼制氧，又担负着高炉富
氧鼓风、钢坯火焰清理、生活用氧、施工用
氧、医疗用氧。一旦这台制氧机发生故障，
太钢就会全面停产，后果不堪设想。1982
年，冶金部召开全国冶金工作会议，当得知
本钢从德国引进了一台1万立方米制氧机，
因为没有资金，冶金部准备调走。商钧喜
出望外，他先联系好本钢，没等散会，又去
找了唐克部长，抓紧在会议期间起草文件，
找部长签发，快速把公函寄回太钢，并连夜
打电话叮嘱太钢组织力量拉运制氧机设
备，没等到会开完，制氧机的小件已经拉回
了太钢。制氧机运回太钢后，副经理兼总
会计师韩桂五算了半天账，千方百计要凑
够制氧机的钱，还是不太够，商钧急了：“老
韩哪！这个钱你必须给咱凑够，如果不够，
咱卖了裤子也得给人家钱！”后来不少同志
都开玩笑说：“二号制氧机工程是商钧的卖
裤子工程。”一年多时间，太钢就建成了二
号制氧机，公司潜在的生产危机总算解决
了。二号制氧机的投产，不仅解决了太钢
生产的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还为特钢生
产创造了条件，对太钢进一步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

在商钧的主持下，“文化大革命”一结束，
太钢就把加强质量管理工作提到了重要日
程，组织了十余个“一条龙”品种质量攻关
组。所谓“一条龙”攻关，就是按照品种从原
料、炼铁、炼钢、轧钢、检验每道工序明确一
位负责人，形成“一条龙”，分别制定产品技
术要求和工艺规程，确保产品质量。用“一
条龙”攻关，解决产品质量的方法，在太钢是
个创举。

太钢在坚持特钢方向、研制新产品上，没
有辜负国家的期望，做出了成绩，也在国内同
行业中逐渐确立了领先地位。1984年11月，
国家科委选在太钢召开全国低合金钢及合金
钢会议，推广太钢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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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虽然全面恢复了，但太钢的基础管
理还未理顺，成为制约搞好生产的重要障碍，
必须进行全面整顿。商钧当时急于使太钢摆
脱落后的面貌，要求领导干部提前上班，开现
场会，经理、副经理每天早晨开碰头会，晚上
领导干部轮流值班。有人说商钧这套做法纯
粹是“卖肉政策”，把人都跑瘦了。商钧说：

“咱们太钢是落后单位、老大难单位，咱不能
甘心落后吧？咱得想办法赶先进呀！要赶先
进，咱们就得辛苦一点！”

商钧决定在太钢推行特色管理体系：确
定建立涉及生产、技术、质量、设备、劳资、财
务、计量、物资、安全、环保等10个大类的管
理制度，提出安全工作“三项制度”“三道防
线”“自我预防”。经过几个月的整理、汇总、
审核、修订、付印成册，并作为培训教材，形成
了一套完备的管理体系。体系建好了，关键
先要统一各厂、矿处党委书记和厂处长的思
想和认识。当时太钢办了一个党委书记和厂
处长管理研讨班，商钧他们带头学习、带头讲
课，脱产一个月，学习完后还要组织考试，发
毕业证，不合格的要补考。前后用了半年多
的时间，统一了全公司的管理认识，为太钢的
企业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被国内其他
企业所借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解放生产
力、扩大企业自主权？商钧他们向省领导汇
报工作时指出：“政府部门对企业管得过死、
统得过死，像太钢这样一个企业，连个盖厕
所的权利都没有。”在省领导的支持下，商钧
主持提出了《太钢扩大自主权的 16 条规
定》，使太钢有了更新改造资金的使用权，有
了部分干部使用的任免权，有了企业内部职
工工作调动的自主权，企业管理的主动性极
大增强。

进入80年代，太钢的生产规模不断扩
大，矿粉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如何提高职工
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了重中之重。太钢专门针
对峨口矿工人工资在成本构成中的比例做了
一个解剖，过去不管产量多高，工资都是固定
的，干多干少一个样。换一种思路，换一种工
资支付方式，按照产量越高，拿到的工资越
多，整体工资在成本构成中的比例并没有变，
一算清楚，按照新的结算方式，多劳多得的原
则就得到了体现，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自然就
上去了，当月产量就增长了20%。矿山的承
包制，在太钢引起很大震动，各单位都陆续采
取了类似的承包方式，改革全面铺开，效益提
高很快。

商钧开启了太钢环境治理的先河，下大
力气整治厂容厂貌，整修道路、修筑围墙、植
树绿化、整治红烟、治理渣山，李双良“以渣养
渣、以渣治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综合治
理、变废为宝”的治渣新路由此开始。注重设
备环保改造，循环利用废水废热资源，为太钢
绿色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商钧思想解放、视野开阔，敢于担当、勇
于创新，以卓越才能和不朽业绩，赢得了钢铁
行业和山西政界、经济界人士的尊敬，受到了
太钢广大干部职工的拥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