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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桥式起重机司机是
国家通用工种，自2002年第一届全国
钢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以来，四次列为
竞赛项目，也被列为太钢技术比武竞赛
的常赛工种。太钢在用起重机约1800
台，设备形式主要为桥式、门式起重
机。其中，桥式起重机约占总量的
70%，除部分起重机为遥控远程控制
外，其余起重机均需由司机进行操控。
起重机司机作业内容包括物料吊运、设
备检修吊运、生产过程吊运，起重机司
机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现场生产
效率与人员设备安全。

10月27日上午，汪震一行走进实
操比武现场。现场比赛氛围紧张、激
烈，参赛者们镇定自若、一丝不苟，严格
遵守比武规则，胆大心细、操作从容，行
车、转弯、定点停车，谨慎地完成操作过
程，力求展现出稳定高超的技术水平与
争先创优的竞赛精神。

汪震认真观看选手实操后，与参赛
人员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选手们参赛前
的筹备情况，并询问赛后感受、比赛现
场与生产实际现场的区别、训练时间出
现的问题与困难。他说：“要大力弘扬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把培养
高素质新型职工队伍作为战略任务抓紧抓好，要注
重培育高素质新型职工队伍，不断完善人才激励机
制和保障措施，引导广大职工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
能、增长新本领，让每个人都学有所长、学有所专、学
以致用，在创新创造劳动中展现价值和风采，得到荣
誉和实惠。同时要注重实效、敢于创新，进一步营造
比、学、赶、超的氛围，以促进生产为最终目的，及时
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加强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为今
后技术比武工作、生产实际的改进打下良好基础。”

各相关单位表示要把太钢技术比武竞赛越办越
好，工种覆盖面扩大，把技术比武办出水平、办出质
量、形成特色，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添加更大动力。
参赛选手们也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公司领导的期
望，将以精湛的专业技术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展示训
练效果，在赛场上全力夺取好成绩，努力为公司创造
佳绩。

（上接第一版）“高炉工序
能效达 361 公斤标煤/吨铁标
杆水平，是我们今年一定要实
现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职代
会上的决议，是我们向公司和
全体职工做出的承诺，必须坚
决完成。”炼铁厂党委书记、厂
长马良讲。

高炉工序能效达361公斤
标煤/吨铁水平，意味着炼铁厂
今年的高炉工序能耗要比
2022 年 的 工 序 能 耗 水 平
（398.18 公斤标煤/吨铁）降低
37.18 公斤标煤/吨铁，降低率
9.3%，难度极大，尤其是在原有
工艺装备，且要确保生产、质
量、安全、环保等指标圆满完成
的前提下，这样的目标极具挑
战性。但这是企业的责任所
在，是形势任务要求，是政府节
能降碳政策的“冰、火”分水岭，
容不得丝毫含糊。

要想实现高炉工序能耗的
有效管控，就需要对构成高炉
工序能耗的各种固体燃料（如
煤、焦炭等）和动力介质（如煤
气、水、电）消耗实现科学精准
管控。为此,炼铁厂建立并运
行了高炉工序“标准能耗管理
体系”——分高炉将所有的固
体燃料和能源动力介质按消耗
类、回收类分类，并制定单项标
准能耗管控指标，倡导各高炉
既盯单项介质消耗，找差消差；
又统筹不同介质，动态互补，实
现“算账式”科学降耗，以此推
动“标杆”能效目标实现。

高炉工序能耗涉及煤、焦
炭、煤气、水、电、余热回收等18
种固体燃料和动力介质。其
中，高炉冶炼使用的固体燃料
（焦炭、煤粉）消耗占高炉工序
能耗总量的85%，是能耗管控
重头；其次是煤气、电等动力介
质消耗，占全厂能耗总量的
15%。另外，通过高炉TRT发
电，水渣余热蒸汽回收等，又可
以冲减降低高炉工序能耗总量
的25-30%。也就是说，炼铁
厂实现标杆能耗水平需要“两
手抓”，一手要抓好科学“降耗”
（核心仍然是要保证高炉的稳
定顺行），另一手还要抓好“回
收”，做到应收尽收。

为推进高炉工序“标准能
耗管理体系”的尽快落地见效，
炼铁厂采取“每日对标红绿灯，
每周对标绘图表，每月总结抓
提高”的办法，强力推进落实。

“每日对标红绿灯”，就是每天
由能源管理专业员对各单位的

“0123”能耗指标体系（“0123”
能耗指标体系是炼铁厂“标准
能耗管理体系”的一个子体系，
由“零电成本负电量炼铁、高炉
煤气自用量小于发生量的三分
之一”等具体能耗指标构成，是
炼铁厂推进各单位抓降耗，增
回收的创新举措和有力抓手）
的完成情况进行标准值对标，

达到标准值，用“绿灯”（底色为
绿色的数字）表示，否则用“红
灯”（底色为红色的数字）表示，
每天在炼铁厂“零故障”工作群
（群成员由厂领导，各职能室、
作业区负责人，生产设备专业
人员组成）进行公示，用直观
醒目的颜色督促相关人员紧
盯目标，积极作为。前文所述
的“三分之一煤气”指标就是

“0123”能耗指标体系中的“3”
指标，标准值是：三座高炉的
煤气自用量要小于回收量的
三分之一。

“每周对标绘图表”，就是
每周将各单位能耗指标完成情
况，对照“标准能耗管理体系”
标准要求，做成醒目直观图表，
同样在炼铁厂“零故障”工作群
公示，提醒相关人员动态掌握
各项能耗指标运行情况，及时
调整优化管控措施，确保月度
管控目标实现。

“每月总结抓提高”，就是
厂里每月组织召开一次由厂领
导和各职能室作业区负责人参
加的“标准能耗推进会”，总结
点评各单位上月“标准能耗管
理体系”落实运行情况，协调解
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安排部署
下月工作，形成标准能耗推进
PDCA循环。

在“标准能耗管理体系”的

强力机制推动下，炼铁厂很快
形成了人人管能耗，全员抓节
能的浓厚氛围。

一位作业区技术人员讲：
“过去能耗管控是风水电气捆
绑在一起的糊涂账，好坏只有
结果，只能认账，难以实现过程
管控；现在厂里进行了指标细
分、明确，有数字化硬杠杠，有
考核兑现，大家对管什么，怎么
管，管到什么程度心里有谱了，
眼里有活儿了，能管会管了。”

在“标准能耗管理体系”的
撬动下，各高炉充分利用“操业
炉长负责制”和“高炉生产夜夜
读”机制，积极研究探索节能降
耗有效措施——通过优化原料
结构、坚持“以风为纲”、增加煤
气通道，降低全压差，改善气流
等措施，积极为高炉稳定顺行
创造条件，有效降低了焦比和
燃料比，推动了固体燃料消耗
稳步降低；通过提高顶压，稳定
干法除尘系统运行状况，有效
增加了TRT发电电量回收；通
过实施热风炉智能烘炉，以及
热风炉的烧炉、换炉、送风、调
温的精准操作，实现了热风炉
煤气燃耗的降低；通过合理设
定气密箱下缘的安全温度，在
炉顶增设涡流强制冷却装置，
降低入炉冷却氮气温度，改善
单位氮气量冷却效果，降低了

氮气消耗,等等。不断将节能、
降耗、增回收推向深入。

最近，炼铁厂设备能源室
专管仪表计量的高工程师忙得
不可开交，因为各个作业区的
能量物料管理员都急着联系
他，要他校表校称，这是他以前
从未经历过的。他调侃说：“我
可是炼铁厂如今的香饽饽。”

“职工关心关注仪表计量
的背后，是大家对能耗管控上
心了，较真了，开始算账了，管
理入轨了。”炼铁厂设备能源室
能源管理员罗工欣喜地讲。

工作推进中，公司领导多
次调研指导，能源部等相关部
门给予大力支持，通过3个多
月的努力，炼铁厂的能效达标
工作取得了明显进步。

9月份，三高炉工序能耗
360.98公斤标煤/吨铁，较去年
降低62.42公斤标煤/吨铁；五
高炉工序能耗 360.43 公斤标
煤/吨铁，较去年降低35.37公
斤标煤/吨铁；六高炉吨铁能耗
359.28公斤标煤/吨铁，较去年
降低37.69公斤标煤/吨铁；三
座高炉均达到了 361 公斤标
煤/吨铁的标杆能效水平。

管与不管不一样，管好管
坏大不一样！

“能效达标任务虽然艰巨，
但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找准抓
手，依靠群众，持续推进，就没
有干不成的事儿。”马良在该
厂标准能耗推进会上深有感
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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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白云飞）太
钢鑫磊公司采矿作业区为了确
保冬季设备的安全运行，避免因
温度过低而导致设备损坏或生
产中断，提前采取措施，确保设
备安全过冬。

做好设备检查与维修。提
前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所有设
备进行全面检查，特别是与冬季
运行相关的水路、空调、电机等
设备。确保设备的管道、阀门、
仪表等部件正常工作，及时修复

发现的问题。落实防冻保温措
施。针对易受温度影响的设备，
采取必要的防冻保温措施。例
如为设备、管道和仪表添加保温
层、采用电伴热保温等，以降低
设备表面温度梯度，减少热量散
失。加强设备运行监控。加强
冬季设备的运行监控，设置合理
的监控点，实时监测设备的温
度、压力、流量等参数，确保设备
在正常范围内运行。制定应急
预案并组织演练。制定针对冬

季设备故障的应急预案，明确应
急响应流程和责任人。提前组
织应急演练，提高员工应对突发
情况的能力。强化人员培训、提
高安全意识。加强员工安全培
训，让他们了解防寒防冻的重要
性，掌握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和应
急处理技能。严细安全巡查与
记录。建立冬季设备巡查制度，
定期进行巡查并做好记录。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报告，确
保设备安全过冬。

太钢鑫磊公司

提前做好设备冬季保温工作

为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太钢代县智维中心认真提炼岗位应知应会，利用班前会和周活
动进行抽背。图为正在组织职工进行应知应会考试。 张德胜 摄

高炉工序能效达标的高炉工序能效达标的““背后密码背后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