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E-mail：tgrb@tisco.com.cn
2024年5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 王丽珍综合新闻

（上接第一版）新排程系统满足了北区不锈钢、碳钢混合
生产的要求，排产的智能性、准确性、及时性、友好性均
有极大提升，且在宝武首创的日平衡模型、合金熔化炉
和电炉等预溶液排程模型将使日常生产计划更合理，
并自动进行检修时机决策以及实现成本与生产效率的
优化平衡。为更好地提升工作效率，新系统在智能化
提升、无纸化办公、手持作业、消息定向推送等方面都
深度挖潜，多种业务场景应用AI模型，提升智能水平，
减轻操作人员工作量。为满足算账经营的目标，新系
统有效集成了原料价格、原料成分、能源消耗数据，在
配料模型、能源成本计算方面重点推进，以达到降本增
效的目的。

本次项目建设从2023年 4月12日开始，到2024
年5月14日上线，共经历398天。炼钢二厂北区MES
系统替代项目作为一个新老系统替换项目，任务繁
重。一方面需完成与周边26个现有系统有效衔接，另
一方面在“算账经营”、国产化软件替代等大背景下，从
项目伊始，在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上下齐动员，大力
挖掘业务提升点，杨韬创新工作室与宝信信息化团队
同心协力，逐项分解工作任务，详细调研，专题攻关，形
成完整的需求分析报告。在完成出厂前测试、3轮现场
测试后，生产管理室相关人员与宝信APS、MES团队
一起就排产模型进行了为期60天的模拟并行，其中有
7*24小时不间断跟踪、五一过节期间宝信项目经理的
坚守、程序研发人员的永不放弃、调度员和项目团队全
力以赴，保证了炼钢排产的顺利投运，实现了基于AI模
型的智慧排程的成功投用。原料组、成品组、倒罐站
组、工器具组各参战团队加班加点、克服重重困难，劲
往一处使，为炼钢二厂北区MES系统的成功上线贡献
了强大的力量。

（上接第一版）

初生牛犊不怕虎
勤学苦练快成长

2011年入职后，他进入1#轧
机担任主操，勤学好问，不仅快速
熟练轧机操作，而且对轧机每一
个部件、生产原理他都要仔细琢
磨，对每个钢种、每个规格的生产
方法都要记录下来并提炼总结。
对过程中摸不清的地方，他利用
下班时间查资料找答案，不只是
轧机的事他事事关心，光亮、拉矫
机组也常常有他的身影，班余时
间向其他机组的老师傅交流学
习、去机组实地查看操作，对其他
设备和工艺进行全方面的学习掌
握，于2012年他成长为安全生产技
术部的一名技术员，憧憬着在新的
岗位上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团结见行动
担责勇开发

2012年，正值公司开始开发
0.1mm的 6Cr13品种，对于这种
超薄，脆性大，延伸率又低的钢
种，很多人摇头不敢尝试，领导找
到他看能否负责该项目，用他现
在的话讲“当时也没考虑太多”，
立刻组建了团队，一头扎进了开
发。他跟班作业，下班后绘制加
工硬化曲线，计算轧制张力，选配
轧制辊系，根据掌握的轧制数据
不断优化轧制工艺，经过2个月的
连续攻克，在2012年年底完成了
该品种的试制，提前6个月完成了
该品种的开发目标，为后续品种
积累了宝贵数据。

2013 年底，公司开发TA产
品，由于该市场技术屏蔽高，一切
都要从零开始，他和团队没有被
困难吓倒，没有相关的TA知识就
学，没有设备就和团队搭建简易

的蚀刻设备、配制蚀刻溶液。他
白天在现场紧盯生产数据，晚上
针对疑难问题查找类似的文献分
析，第二天再跟团队讨论解决。
那段时间，经常可以看见他提着
塑料桶赶去配溶液，又带着样片
穿梭在车间。经过大量的实验和
数据积累，2014年2月的一天，团
队在新的一次蚀刻试验后，惊喜
地发现材料终于不再变形！

牢记嘱托攻关研发
建新功攀高峰

2016年，在宽幅超薄不锈钢
精密带钢的研发过程中，他积极
投身于技术攻关和产品开发，在极
薄带轧制及退火工艺的改良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最终在2018年将
材料成功开发。

团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在产品开发的路上快马
加鞭。他协同团队陆续成功开发
了钢筘料、金刚石内圆刀片料、
631材料等高端材料，并植根于现
场，解决了316表面轧制色差问
题、FeCrAl粘辊问题。2023年，
他牵头开发锅仔片，在 0.06mm
厚，直径3mm的不锈钢上，进口
材料的疲劳寿命达到了100万次，
且表面不能有刮花、色差、斑点等
缺陷。这种表面和性能要求皆高
的产品，国内供应商能做的极少，
并且高端只能依赖进口。在经历
了上百次的失败后，通过对晶粒
度、硬质像、轧制变形量，热处理
温度的调整优化，历时半年，他们
团队把材料的疲劳寿命做到了80
万次，已经是国内同行的第一。
但他不满足现状，提出产品要想
拿到国际市场上仍有竞争力，就
还要提高疲劳寿命，品质比得上
进口材料，价格具备优势才能占
领高端市场。

太钢炼铁厂：

基础更稳 底色更绿 后劲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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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奋斗显担当

今年以来，太钢型材事业部不断践行“四化”“四有”要求，以效益
和效率为中心，以盈利能力决定生产组织，实现均衡高效生产。图为
一线职工研究高效生产模式。 程 峰 摄

（上接第一版）二是推进费用节降。在全
面盘点，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制定实施《炼
铁厂费用管理办法》，将全厂各种费用管
控项目逐条逐项分解到职能室、作业区，
明确目标，定期分析，动态管控，推动各项
费用持续走低，一季度，仅“生产资材费
用”一项降低 339.6 万元；物流成本较
2023年同期降低716.4万元；三是稳步推
进人事效率提升。认真贯彻公司人事效
率提升三年任务两年完指示要求，在策划
推进三年“一十百千万”在岗职工人事效
率提升规划落实的同时，同步加快协作变
革，通过专业化、区域化、一体化重构，一
季度，通过转岗培训、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等渠道，超时序目标完成人事效率提升任
务，实现全口径劳动效率提升和全业务成
本费用降低；四是夯实安全基础。扩大安
全共建生态圈，将厂领导、职能科室纳入
现场问题连带追责体系，将协作供应商人
员“登记造册”纳入班组运行管理，按照区
域安全负责制推行举一反三自查自纠工
作卡，有效解决安全风险防控落地落实

“最后一公里”问题；开展作业区之间、专
业条线之间安全“互鉴”交叉检查，消除安
全隐患查处死角盲区，为区域安全负责制
有效落实扫除障碍、打牢基础。

多管齐下多管齐下 综合施治综合施治

一是细化“能介管家”管理。修订优
化“能介管家”激励办法，细化“能介管家”
工作任务，动态形成任务清单，对“能介管
家”工作按月进行“点菜式”核验评议，实
现“管家带全体、分介质促全工序”的全面
节能降耗功效；二是开展重点攻坚。针对
高炉工序能效达标杆重点工作，厂与作业
区联动形成“能效标杆创建接榜争先、立
状攻坚任务书”，组建铁军团队，奋力提升
能效管控水平；三是优化推广成功做法。
优化2023年在高炉工序制定实施的“以
分介质标准能耗保全工序标杆能效”的标
准能耗管理体系，并推广应用到烧结工
序，促进全工序能耗水平降低。一季度，
高炉工序能耗较去年降低3.88%，烧结工
序能耗较去年水平降低4.3%，均创历史
最好水平。

系统发力系统发力 优化配置优化配置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制定了《党建
引领带“双基”“四维两创五驱动”专项行
动方案》，通过“一年一品牌”“一季一互
动”“一月一专题”“一旬一服务”“一周一
改善”载体，有效发挥党员、党小组、党支
部、厂党委优势作用，持续推进“双基”管
理提档升级；二是打造多维激励机制。制
订实施了《高炉高效运行“进位超越”激励
机制》，激励高炉管控人员紧盯目标，积极
作为；修订优化了操业炉长等关键岗位人
员的“一人一表”强化对他们的绩效正负
激励；在操冶系统开展了高效生产竞速
赛、低耗降本耐力赛；对作业区主管实行
了经营绩效“赛马”淘汰，充分体现精准激
励，及时激励，有效激励；三是积极开展矿
焦铁一体化协同攻关。用好用足公司政
策，倡导“长臂”协调，围绕确保高炉稳定
顺行，积极开展矿焦铁一体化协同攻关，
模拟市场化运营，尝试建立原燃料废品处
置、事故化处置办法，强化原燃料入厂入
仓入炉质量管控，制定矿焦铁一体化支撑
单位和人员绩效分配办法，打造矿焦铁一
体化利害共同体；四是优化人力资源配
置。将原属生产技术室管理的“一对一”
驻炉专家划转由各高炉作业区管理，让驻
炉专家与各高炉作业区结成更加紧密的
利害关系，以期进一步释放技术人员协同
攻关效能；五是积极打造“品质物流”。炼
铁生产，七分原料，三分操作。围绕原燃
料稳定优质保供，炼铁厂积极打造效率
高、质量稳、库存优、成本低的“品质物
流”。通过高效组织车皮、严控临时用车、
推广原燃料直供、科学分配运力，减少料
种切换，推动车辆、皮带、料仓准时对接，
高效运行，一季度，翻车机卸车准时率
较去年提升15.87%，皮带输送效率较去
年提升 7%；通过科学动态设定原燃料
仓储下限、稳定进料节奏、合理控制筒
仓、熔仓、煤罐仓原燃料仓位，减少原燃
料输送倒搬过程质量损耗；通过动态跟
踪品位62%铁矿石普氏指数，合理控制
原燃料仓存，实现库存优，为高效生产
提供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