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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严冬”，如何“御寒”？首钢通

钢公司炼钢事业部用真抓实干给出答

案。8月下旬以来，围绕通钢公司生产组

织模式调整，炼钢事业部不等不靠，坚定

不移贯彻执行公司“低消耗、低成本、低

产出”的“三低”经营策略，快速行动，大

胆冲锋，在降电耗方面下“绣花功夫”，取

得了以往想都不敢想的突破。那么，炼

钢事业部电耗指标攻关取得优异成绩的

背后，什么是动力引擎？其中有哪些优

秀管理方法和创新举措？近日，记者走

进炼钢事业部，带您一同揭秘。

转变思维 摸索前行

在炼钢事业部调度室，记者遇到了

正在密切关注生产运行情况的炼钢事业

部部长鲁艮军，他说：“此次冶炼电耗攻

关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主要源于炼钢事

业部全员思维模式的转变，大家‘敢于’

与以往的‘不敢’中门对狙，像以往稳妥

的操作模式宣战。”

据了解，冶炼电耗是炼钢生产的一

项重要指标，对降低成本起着不小的作

用。近几年来，炼钢事业部始终围绕冶

炼电耗指标开展攻关，很多人产生了指

标到顶，潜力挖尽的想法。随着公司单

高炉生产组织模式的启动，公司制定了

“三低”总体工作思路，要求全员苦练内

功，围绕重点指标强劲开展攻关。

如何突破指标到顶的思维，切实把

电耗降下来，炼钢事业部也陷入深思。

以往同生产运行模式下，炼钢事业部也

曾研究过产线的经济运行模式，吨钢电

耗也实现了降低，但是幅度有限、成效不

大。随着电耗攻坚空间的逐步压窄，这

次攻关感觉也不会尽如人意，几轮研讨

会下来，部分管理人员还是心存疑虑。

期间，公司领导多次跟踪现场，指导工

作，要求炼钢事业部必须盯住指标不放，

拿出决心和果敢，与困难掰腕。

以往的经济模式是最优的吗？还有

没有下降的空间？哪些设备还存在空耗

现象？降本细化到最小单位了吗？按照

公司领导的指示精神，炼钢事业部党政

领导带头发问，要求各级管理人员带领

职工针对问题，深入思考，科学论证。

各科室主任、各作业区作业长带头

连班加点跟踪在现场，摸排转炉、精炼

炉、板坯的最佳对应方式；所有技术人

员全部走出办公室，扎根在一线，每天

收集各类生产消耗数据，对比分析差异；

自此，一场全员降成本的攻坚战全面打

响……

不留后路 加码加压

警笛声声、炉火闪烁。走进炼钢事

业部炼钢作业区炉前区域，紧张的操作

氛围映入眼帘。

石灰石加了吗？有没有碳了？供多

少氧了？温度大概多少？转炉主、副操

手目光紧盯着电脑的各项数据；炉前工

出操作室到现场工作都是一溜小跑。这

里没有一句废话，也没有一丝懈怠。

为什么会有这种紧张状态？炼钢作

业区作业长崔刚一语中的。原来，为将

新生产模式降耗做到极致，炼钢事业部

上下不断谋实举措，一方面在操作模式

上大胆改进，将以往在线五个钢包运行，

改为四个钢包运行；另一方面将能停下

来的公辅设备彻底停下来，降低设备运

行成本，为电耗攻关助力。

作为攻关主体，炼钢事业部炼钢作

业区把保顺稳作为关键，狠抓转炉、精炼

两个重点操作环节。提高生产速度，合

理调控成分，减少待钢时间；对出钢温度

进行科学测算，借用铁水的自身热量，将

每炉出钢温度提升 20摄氏度，以此保证

精炼炉快速升温要求。

炼钢事业部生产技术室副主任柳恩

丰说：“改变是艰难的，但是事业部一场场

形势任务教育会，让大家清醒，直面市场

的严峻形势，不改变就难以形成突破。”

炼钢事业部站在全局角度科学调控，

电耗等重点指标数据做到一天一通报，谁

干得好就奖励谁，并在早班会上点名表

扬；哪有差距就及时纠偏，找到问题，解决

问题，给全员攻关凝聚合力，注入推动力，

将各层面职工自我加压变成了常态。

开拓创新 疏通“梗阻”

吨钢冶炼电耗又降了；今天日冶炼

电耗创下新低；预测的各种举措实施，吨

钢冶炼电耗只能降 2—3度，没想到接近

10度了，而且还在持续降低……

冶炼电耗指标持续降低的好消息让

人欢呼雀跃，给职工一次又一次冲锋坚

定了信念。职工自发地在降低冶炼电耗

上出谋划策，将一项项创新改造纳入到

具体攻关举措中，打通降耗路上的“梗

阻”。

连日来，职工大胆创新。期间，针对

综合泵站大功率送水的问题，集思广益

开展攻关。首先他们采用替代水源的办

法，试验将浓缩池水加压代替原压滤机

及料包打料用水，缩短送水路径；然后通

过安装一个更加灵活、启停自如的小功

率潜水泵替代原来两台大功率水泵，达

到取送水目的，每天可实现节电 9600 千

瓦时；原有 15台风机的启停均为手动模

式，导致轧机停机时风机无法及时停运，

造成能源浪费。职工们根据日常操作经

验，增设自动连锁控制，让系统不仅具备

自动和手动两种控制模式，还实现风机

与轧机启停信号的连锁控制，不仅降低

了劳动强度，还在轧机换辊等间歇时间

使风机能够自动连锁停机，年可节约电

费15万元……

据统计，9月份以来，炼钢事业部冶

炼电耗呈现稳步下降趋势，每吨降耗9度

电，吨钢降本11元；10月份，月累电耗较

计划降低成本 51.59 万元 ，吨钢降本

12.67元，创同生产模式下吨钢冶炼电耗

降本最高水平。

闪亮的数据，全新的里程……炼钢事

业部党委书记隋国军说：“数据背后凝聚

着干部职工的集思广益和辛苦付出，但

更多的是折射出一种精神，一种大胆转

变观念、打破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突破的

精神。”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在降本增效中“突围”
——首钢通钢公司炼钢事业部降电耗记事

本报记者 聂芳芳 通讯员 陈世宇

本报讯（刘刚）近日，在珲春市马川子乡五二村的田野粮米

加工有限公司内，国网珲春市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的队员

们对企业内电气设备、计量装置等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

及时处理，确保粮食加工期间电力供应稳定可靠。

保障秋收和粮食加工用户的可靠用电，是秋季国网珲春市

供电公司服务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秋季用电的高峰季节，该

公司积极组织党员服务队队员对辖区内粮食加工企业的配电线

路、计量装置、供电设备进行巡视检查，及时纠正不安全用电行

为，并加大秋季安全用电知识宣传，确保秋收期间安全用电。同

时，开辟秋收用电“绿色通道”，简化临时用电手续，随时解决企

业用电需求，解答用电问题，全力服务秋收用电。

此外，党员服务队队员们还积极发放安全用电手册，嘱咐

企业负责人加强用电安全管理，在使用烘谷机时，切不可误碰

带电设备，更不要私拉乱接用电线路，进一步提升员工安全用

电意识。

下一步，国网珲春市供电公司将持续开展安全用电知识宣

传以及用电检查，加大对粮米加工涉及供电线路的集中检修、消

缺运维，当好贴心“电保姆”，助力企业完成秋收工作。

保障粮食加工用电安全可靠

本报讯（记者邹鹏亮）近年来，省交通

运输厅第一时间落实省委、省政府和交通

运输部决策部署，组织开展公路桥梁垮塌

监测报警装置研究与应用，持续强化公路

运行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推广实用监测预

警技术，切实提高公路桥梁基础设施灾毁

预警报警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7月起，省交通科研所成立攻坚专班，

制订工作方案，开展“桥梁垮塌简易感知

报警系统”研发。历时两个多月的时间，

经过方案论证、设备研发、试验测试、桥梁

模型试验和桥梁现场试验，验证了本次研

发的“桥梁垮塌简易感知报警系统”具有

良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同时具有报警信

息联动响应快速、造价低廉，便于施工、易

于维护等优点。

据悉，“桥梁垮塌简易感知报警系统”

由灾害桥梁监测感知电路、报警触发电

路、报警触发模块、主控芯片控制模块及

远程传输模块、报警平台、供电装置、报警

装置等部分组成。其原理是采用闭合电

路法，通过感知线路的通断来判断桥梁是

否垮塌，感知线缆布设于桥梁的侧面及底

面形成闭合回路，两侧连接到距离桥头

100米双向路侧监测立柱上的主控箱内，

主控箱通过太阳能板和蓄电池组供电。当

桥梁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监测线缆有弱

电流通过，主控箱的主控芯片判定桥梁处

于正常工作状态；当桥梁任何一片梁发生

垮塌事故时，线缆被梁体切断电流中断，主

控芯片通过逻辑判断触发报警喇叭、爆闪

灯实现现场报警。同时，4G无线模块将灾

毁桥梁报警信息以手机短信、报警电话的

形式发送给相关人员，PC平台侧显示灾毁

桥梁所处路段、桩号等基本信息。

在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省公路局

和省交通应急中心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

下，现场试验选取了松原市 G302 七家子

二号桥、创业大桥，德惠市农村公路沐

石河大桥、惠民大桥，敦化市 G201 松江

第一桥 5 座桥梁开展现场试验验证，桥

梁类型包含箱梁、T 梁、空心板梁、双曲

拱与 T 梁组合梁。实施完成的 5座试验

桥梁中，梁桥监测线缆呈矩形脉冲式布

设于每跨梁底跨中和边梁腹板外侧，确

保桥梁的每跨任意一片梁发生损坏垮塌

时，系统均能够感知产生报警信号；拱

桥与 T 形梁组合式结构中，主要承重的

拱圈和梁底均布设感知线缆，结构中任

意构件发生损坏则会产生报警信号。安

装完成后均开展了现场模拟垮塌试验验

证，试验测试了系统响应时间、路侧声

光报警装置即时触发、报警短信息和报

警电话触发、报警平台联动等功能，验

证了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

目前，“桥梁垮塌简易感知报警系统”

已完成研发和试验验证。下一步，省交通

科研所将全力配合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和公路管理机构做好重点桥梁垮塌监

测简易感知报警系统应用，构建全省公路

桥梁灾毁联网监测体系，着力提升我省公

路桥梁灾毁报警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减少

桥梁灾毁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

“桥梁垮塌简易感知报警系统”研制成功

本报讯（王恩泽 记者刘姗姗）为切实做

好长春机场公共区2024—2025年度冬季除

冰雪工作，提升长春机场公共区除冰雪实战

能力，确保公共区道路、场地畅通，降低冰雪

天气下给进出机场旅客出行带来的影响，近

日，长春机场组织除冰雪服务单位开展除冰

雪实战演练。

演练前，长春机场结合现有公共区实际

情况及公共区除冰雪管理工作经验，对除冰

雪服务单位开展了公共区除冰雪作业流程、

车辆行进方式、风险防控措施和设备设施保

护专项培训。本次实战演练模拟长春机场出

现中到大雪天气，参演人员按照A、B、C三级

区域划分，以“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原则，

从除冰雪应急响应、人员部署、作业流程等全

面有序开展公共区除冰雪作业，重点对多编

队信息传递、交通安全与重点区域保障、停车

场内充电桩与光伏发电设备除冰雪管理、安

全警示标识设立、融雪剂撒布和积雪清运等

环节进行模拟演练。整个演练过程，空港服

务公司除冰雪领导小组和除冰雪服务单位全

体参演人员快速响应、默契配合，编组车辆高

效协同，演练取得预期效果。本次演练共出

动中型改装雪刷车、J6大型雪刷车、指挥车等

车辆共计20余辆，参演人员30余人。

目前，各项公共区除冰雪物资已准备到

位，人员和责任网格已划分完成，各类车辆

机械已检修维护完毕，通过此次演练，使长

春机场员工更加熟练掌握除冰雪预案，进一

步检验了除冰雪服务单位的保障能力，提升

除冰雪服务单位突发降雪的快速响应能力

和除冰雪作业高效协作能力。下一步，长春

机场将坚持“以雪为令、安全第一、快速高

效”的工作要求，扎实开展除冰雪服务单位安

全教育，强化除冰雪服务单位对除冰雪路线

和验收标准的培训，严格执行合同标准，认真

总结经验，持续提升长春机场公共区除冰雪

工作效率，确保公共区道路、场地畅通，为旅

客出行保驾护航。

开
展
公
共
区
冬
季
除
冰
雪
实
战
演
练

本报讯（记者叶爽）为推动我省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近

日，吉林省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氢能产业标准

化培训在长春举行。

会上选举产生了吉林省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

称“吉林省氢能标委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

书长，表决通过了吉林省氢能标委会章程、工作细则及年度工

作计划。随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邢巍

代表全体委员作表态发言，中国标准化院副研究员、全国氢能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杨燕梅对《氢能标准进展与趋势》进

行了专题培训。

据悉，吉林省氢能标委会经省能源局推荐、省市场监管厅

批准成立，由省内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氢能产业链企业等26

家单位的51位标准化专家学者组成，重点围绕氢能源产业链，

在“制、储、运、用”等关键环节开展相关标准化工作，秘书处设

在省标准研究院。

下一步，吉林省氢能标委会将结合我省氢能产业实际，组

织氢能领域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和复审等一系列标准化工

作，积极促进吉林省氢能产业的持续稳步高质量发展。

吉林省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马思琪 由广翔）今年以来，国网通化供电公司党

委坚持以“四个全力服务”为抓手，以志愿服务队为载体，以电

力服务乡村振兴为着力点，助力建设“最美”边境城市。

一是全力服务边境旅游。组织党员志愿者紧密围绕G331

沿线，大吉他广场、太极湾景区、抗美援朝第一渡等重点旅游

景点开展用电保障，累计巡视15座变电站、35条线路，消除安

全隐患47处，助力打造“长白秘境·吉线331”。二是全力服

务产业发展。为林下参、冰葡萄、五味子等边境特色产业的

种植加工提供全过程供电保障和用能指导，成立临时用电保

障小组 27 个，设立党员示范岗 8处，助力地方产业蓬勃发

展。三是全力服务乡村建设。围绕“鸭绿江畔·二十八村”最

美乡村特色品牌建设思路，为“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一

景”的乡村项目开展全电化改造。四是全力服务边境管控。

建立“军、警、政、企、民”五位一体服务机制，对属地军队、派

出所的办公楼、宿舍、厨房进行用电安全隐患排查5次，发现

并整改问题7处。

“四个全力服务”助发展

▲管理人员在密切关注转炉运

行情况。

设备维护人员对设备进行跟

踪监护。

精炼炉职工在精细操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