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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鞍钢人

以雷锋、郭明义、李超为坐标，追随榜样的脚步，营造出人
人向上向善的主旋律。“李超创新工作室”成立以来，28名
机电、工艺、液压等各系统的骨干人员集合起来，立足现
场实际解难题，先后确立攻关项目94项，完成82项，创效
1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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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宇：最满足的是新产品试制成功的那一刻。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2015 新闻回顾 HUI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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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永远的丰碑”
雷锋、“当代雷锋”郭明义、“时代楷模”李超……在鞍钢，一个个
闪亮的名字，见证着中国工人勇攀高峰的坚定志向、中国钢铁人
百炼成钢的坚韧品格，折射出鞍钢人对大国工匠的价值追求和
对劳模精神的时代诠释，映现着几代产业工人的力量之源、劳动
之魂、奋斗之根。

像雷锋一样珍惜岗位，像雷锋一样敬业精业，鞍钢在几十年

的学雷锋活动中，英模人物群星璀璨、工匠精神薪火相传。2015
年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前夕，鞍钢入选首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李超入选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7年后的今天，“执着专注、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鞍钢仍然有着生动的诠释，他
们是机械操作工、是车工、是钳工、是修理工、是烧结工……他们
奋战在一线，匠心精雕细琢，擎起鞍钢品牌，叫响中国制造。

学雷锋，要淬炼爱岗敬业的工匠精神。
雷锋精神内涵丰富，既包含着人格的自我修炼，也涵

盖了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拖拉机手、县委通讯员、炼钢
工人、解放军战士……这些平凡的岗位串成了雷锋同志
短暂的一生。在每一个岗位上，雷锋都能干一行爱一行、
干一行精一行，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雷锋爱岗敬业的
职业精神，与今天我们倡导的工匠精神高度契合。

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培育形
成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
神”。在鞍钢，雷锋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工匠精神是几代
产业工人的力量之源、劳动之魂、奋斗之根。

执着专注是劳动者最显著、最可贵的行为特质。新时
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应立足本职岗位，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在鞍钢，“四元及第”的杨福斌根据组织和工
作的需要，多次更换工作岗位，他把新的岗位看作是一次
新的挑战，用火一样的热情和辛勤劳动，争取做到最好。

匠者，精湛极致也。具有工匠精神的人，从不满足现
有成绩，他们总是不断寻求技艺突破和品质提高。中厚
板厂的老师傅田宇就是如此，哪怕再小的细节，他都全神
贯注、全力以赴、勇攀高峰，只为打造精品。

一丝不苟，体现了高度负责、敢于担当的职业道德。风
机班长王世明三十五年如一日守卫着“高炉的心脏”，他不
厌其烦地观察着各项数据，保证了钢铁生产线的顺利运行。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勇于创新、
善于创新亦是新时代工匠精神的灵魂。工程师金百刚一
次次向“急难险重”发起挑战，一次次向“世界难题”吹起
号角，他用青春和汗水，谱写拼搏进取的人生篇章。

器物有形，匠心无界。工匠精神早已超越了工匠这一
群体，折射在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身上。在辽宁奋力开
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新局面的关键时期，只有践行、弘
扬工匠精神，每个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才能形成源源不竭的合力，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

你的匠心，纯粹
张晓丽

采访手记 SHOUJI

在每一个三月五日

敬业：事事争一流

偏毫厘不敢安。
“干什么、做什么，都要认真做好。”

朴实的一句话是鞍钢集团矿业公司装备
制造分公司大修事业部变速班检修班长
杨福斌的行为准则。

在徒弟们看来，杨福斌是个热心
肠，工作起来却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
人。2月16日上午，检修车间中，杨福斌
师徒几人正在拆解一个变速箱。大配
件、小配件分别有序摆放，他们细心清
理、轻拿轻放，每个环节都小心翼翼。

谈起修理变速箱的工作，杨福斌有
说不完的话，“检修进口设备是汽车修理
工最具挑战性的工作。”2020年，修理小
松变速箱成为检修班面临的新挑战，虽
然变速箱工作原理相同，但是变速箱拆
卸的方法和检测的手段不同。杨福斌迎
难而上，不断摸索，成功研制了小松变速
箱换挡检测装置，又把卡特变速箱功况
测试台改造成可以检测小松变速箱功况
的测试台，实现了一机多用，不仅节约成
本，还能创造效益。

在鞍钢工作35年，杨福斌经历了四
个岗位。当他是一名大型生产汽车驾驶
员，一有空闲就去观察、求教修理师傅的
检修经验，自己动手解决生产车辆的小
故障，减少了车辆故障的排除时间，常常
做到生产汽车产量第一；当他是一名汽
车修理工，结合自身丰富的汽车驾驶经
验，检修技能迅速成长，成为检修明星；
当他承担起修理大型矿用汽车变速箱的
重任，刻苦钻研，坚持业务学习，解决了
众多检修难题。他被誉为鞍钢“四元及
第”第一人，四次荣获鞍钢集团矿业公司
四个不同工种的技术状元。

精益：干一行，专一行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轧钢车间内，机器轰鸣，钢花迸溅；操

作台上，鞍钢股份中厚板事业部4300线生
产作业区轧钢工田宇技术娴熟，沉着冷
静。他的面前是十几个显示屏，两侧的操
作台精密复杂，厚厚的玻璃阻挡了大部分
热浪，却清晰地传来一幅幅的轧钢画面。
田宇兼顾现场与数据，他皱着眉头说：“这
块有点窄，需要调整一下。”

同事眼中的田宇有点“强迫症”，但
凡生产工艺有点瑕疵，他都不能忍，日夜
琢磨，总要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压痕”是困扰中厚板产品质量的老
大难问题，占到不良品总量的 20%至
30%，长期制约中厚板产品质量的提升。
田宇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一边对生产
过程中可能造成压痕的原因进行逐一排
查，一边积极查阅相关资料找寻理论支
持，经过双向的探索，终于攻克了这道难
题，总结出“三防、三控、三不轧”操作法，
使压痕现货由原来的0.33%降至目前的
0.1%左右，累计创效600多万元。

“新产品研发，第一轧几乎都由田宇

来完成。”事业部的宣传员张璐介绍，田
宇先后四次获评鞍钢集团先进操作法，
他的轧钢技术首屈一指。

在他的倡议下，集合了鞍山中厚板
厂各专业技术骨干的“田宇精点工作室”
成立。工作室先后成功开展了“轧机辊
道精细化控制”“减少轧辊辊耗”等几十
项技术创新和攻关活动，为中厚板事业
部扭亏增效作出了突出贡献。

专注：咬定青山不放松

择一事，终一生。
52 岁的王世明在风机班的岗位上

坚守了 35 年。作为本钢集团北营炼铁
总厂烧结一作业区余热动力脱硫班风机
班的班长，他长期奋战在一线，像一只上
满弦的钟表，不知疲倦地奔走在各个工
作现场，用爱岗敬业的态度、执着专注的
精神，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

“高炉鼓风机之于高炉，就如同心脏
之于人体。风机一停，生产线就得停。”
王世明说，高炉炼铁需要鼓入足够的空
气，各项数据需要时刻关注，不能出一点
纰漏，容不得任何疏忽。

2月16日下午，光线昏暗的操作车间
里，一台西门子大型鼓风设备正在全力
运转。电脑前的王世明娴熟地记录着相
关数据，显示屏上字符跳动。王世明笑
着说：“这台机器是2006年引进的，全英
文，还没有说明书。我初中毕业，当时看
不懂呀！”王世明一下犯了愁，但为了不
耽误生产进度，他只能硬着头皮上，到处
找人翻译、研究，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同事眼中的王世明是个不知道累的
机器人。2004 年，新建北营炼铁厂，作
为厂里的业务骨干，王世明积极参与筹
备工作。“工作三十几年来，建厂的那段
时间最累。”王世明连续14天没有回家，
夜以继日，“饿了就在工地吃一口，困了
就找个地方眯一会儿”。他不眠不休只
为圆满完成任务。

激情如铁水涌流，本领似百炼成
钢。王世明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连续十多年被本钢集团北营公司评为先
进个人。

创新：探索者勇攀高峰

千锤百炼始成钢。
白色的安全帽、灰色的工作服，生产

车间内，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
分公司炼钢部首席工程师金百刚正和几
位一线老工人探讨生产工艺。

东北大学博士生毕业，却在鞍钢生
产一线摸爬滚打14年，二者的结合令人
惊叹，却是“鞍钢楷模”金百刚攻坚克难
的起点。他说：“既然选择了鞍钢，我就
要把所学全部用在鞍钢电磁冶金技术的
创新实践中，再苦再累都值得。”

从入职的第一天起，金百刚就向攻
坚克难发起了挑战。他与当时的外方专
家一道，对新引进的两套世界先进设备
进行安装调试。初期，调试并不成功，无
法满足高品质钢材的质量要求。看着价
值上千万的装置不能正常发挥作用，金
百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同时也深刻意
识到：“先进的设备可以引进，但关键技
术却是买不来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研
究出一套新工艺。”

他放弃了周末和节假日，扎根现场，
不分昼夜查阅资料、全程跟踪调试过程
中的每个细节、虚心向其他技术人员学
习……8 个月的日夜调试与攻关，金百
刚终于带领团队完成了新工艺的开发，
入选中国钢铁工业十大创新技术。

创新的脚步永不停歇。首战成功的
金百刚斗志昂扬，他说：“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要实现鞍钢电磁冶金技术领跑甚至
推动行业电磁冶金技术进步。”通往理想
的道路是充满艰辛的，十几年间，金百刚
以创新工作室为平台，联合其他技术骨
干，从未停止过技术创新的步伐，不断突
破一个又一个生产技术难题。

杨福斌工作起来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2013年
《雷锋呵 天天见》特刊

这一天，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为雷锋同志题词50周年。50年间，学雷锋活
动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存在许多困惑和难点。
本期特别策划用四个版面回答了三个问题：为
什么辽宁盛产“活雷锋”？怎样跟着郭明义学雷
锋？如何让学雷锋学郭明义常态化？

2013年
《修理工朱志会把捐
资助学当职业》

朱志会是一名汽
车修理工，100 元钱
的夹克穿了五六年不
舍得换，可是对捐资
助 学 ，他 却 非 常 慷
慨。据不完全统计，
近几年来朱志会牵手
希望工程、捐资助学
共资助贫困学生 96
人，捐资助学款达20
余万元。

2013年
《朝阳窝堡刘玉昌刘
海艳勇救落水儿童》

康平县北四家子
乡朝阳窝堡村的刘玉
昌、刘海艳夫妇外出
归来，发现村北头的
大坑里冰面上竟有一
双小手在晃动，刘玉
昌赶紧跑去救起了两
个孩子。康平县有关
部门授予刘玉昌“见
义勇为”称号。

2013年
《谭久多：我不是傻
是放不下》

谭久多的“爱心
服务站”位于本溪满
族自治县小市镇煤炭
社区，这个搭工、搭
料、贴钱的电器修理
部，是68岁的谭久多
退休后开办的，至今
已有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