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弘弼
中共党员
本钢集团板材炼钢厂炼钢作业区技

术组组长。曾获得2016年本钢青工比
武大赛转炉炼钢工第一名。先后获得本
钢板材炼钢厂优秀青年职工、劳动模范、
班组长标兵、先进生产者荣誉。他撰写的
科技论文《本钢板材炼钢厂2016年转炉
脱磷效率分析》，为实际生产提供了理论
指导及改进方向，极大地提升了超低磷汽
车板和高强钢的冶炼成功率。他创造的
班产72炉钢的纪录，至今已保持3年。

人物档案

“真的被分
到炉前，当时这
事还被大家传
成了笑话。”

张弘弼告
诉记者，2013年
入职培训演讲
比赛时，他演讲
的题目是《就从
一名炉前工做
起》，没想到培训
结束，自己就真
的成了本钢集
团板材炼钢厂
炼钢作业区的
一名炉前工。

虽 然
不 用 再 挥
汗如雨，但
我 们 炼 钢
工 人 心 里
依然火热，
炼 好 钢 不
仅 需 要 火
热的转炉，
更 需 要 我
们 一 颗 火
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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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
劳动者

张弘弼说，自己学的本来就是冶金工程专业，
炉前炼钢正对口。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虽然现
在炉前工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在转炉前挥汗如
雨，但还是需要一颗火热的心嘛！”

大学毕业选择回家乡

张弘弼 1.87 米的大个，长得一表人才。2013
年，他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回家乡本溪。当时本钢集团到北京科技大学开招
聘会，张弘弼就报了名。“要说是想建设家乡有点
高，倒是也有种不服输的想法，觉得我的家乡不会
比别的地方差。当然更多的还是觉得回家乡能多
陪陪父母、多照顾照顾父母。”

作为一名本溪人，可以说张弘弼从小就是听
着本钢的名字长大的，听得耳朵几乎都磨出了茧
子。但是，和众多非本钢职工家庭的孩子一样，关
于本钢印象，他还是模模糊糊。“实习时在钢铁企
业干过，对炼钢现场有一定了解，也做好了艰苦奋
斗的心理准备。”

两年时间实现10年跨越

转炉炉前操作有4个工种：下料工、合金工、摇
炉工、氧枪工。张弘弼每一个工种都干过。“刚干
时自动化程度还比较低，主控室也没全封闭，现场
灰尘还比较大，但是大家传统印象中炼钢工人在
转炉前挥汗如雨的场面其实已经很少见了。”

张弘弼最先干的是下料工，每天过着“四班三
倒”的生活。他发现，尽管大学时学了很多书本知
识，但是和实际操作还是有偏差。于是，他虚心向
工友请教，自费买来炼钢相关书籍钻研，下班的时
候除了睡觉就是在家读书，早来晚走观察其他班
组的操作，现场操作水平提升很快。

他还把课本知识和实际操作比对，改良原有的
操作规范。比如氧枪的枪位，课本上就是“低高低”
3个阶段的枪位模式，张弘弼在实践中摸索总结，根
据钢种和铁水条件不同，将枪位阶段进行细化，重
新规划了每一类钢种的枪位模式和操作方法。

从一名普通的操作工到担当转炉炉长，一般
需要10年的经验，可张弘弼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实
现了跨越：2015年12月，他成为一名转炉炉长，开
始自己带着操作工炼钢了。紧接着，2016年，他获
得本钢集团青工比武大赛转炉炼钢工第一名。

不再挥汗如雨 更需细腻认真

虽然不需要再像前辈那样在转炉前挥汗如
雨，张弘弼说：“坐在主控室里，工作环境比过去好
多了，看着只要一点按钮就有机器操控完成，但是
责任却一点都不轻。”

“就拿下料来说，铁水成分不同，冶炼钢种不
同，得计算好下多少料、控制在什么温度，还得考
虑成本，电脑操作一旦按错按钮几乎就无法挽回，
损失就大了。合金工负责配料，更得细心计算，因
为投进去的每一份辅料都是不小的成本。”还有摇
炉工，炼一炉钢30多分钟，摇炉工得跑3个地方操
作，时间稍微掌握不好出点偏差，直接影响到炼钢
产量、质量。

在担任转炉炉长的3年里，张弘弼不仅把自己
直接操作的氧枪弄得明明白白，还帮助班组成员
提高操作技能。当时摇炉工专业技能比较有限，
有时“钢渣不分”，张弘弼就和他一起监护出钢操
作，保证安全出钢，还经常与该职工沟通交流，既
保证了职工的面子又使他的操作技能得到提升。

张弘弼对其他岗位也做了技术革新：2017年，
他重新计算了转炉的散装料加入量，规范了散装

料的加入制度，为实现标准化、自动化操作提供了
理论和技术支持并大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

因为有理论知识的支撑以及出色的操作技
能，张弘弼所在班组的指标一直名列作业区前茅。

也希望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2014 年，张弘弼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张弘弼
说，在上大学时对党的认识还不深刻，工作后遇到
了一名老党员，对自己影响很大。“他叫孙书文，是
一名调度。他不仅自己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还经常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张弘弼说自己刚干氧枪工时，对生产、设备都
不熟悉，有一次遇到了副枪故障：水封下沉无法正
常连接探头，刚刚参加工作的张弘弼拿着个大扳
子怎么也拧不上，急得满头是汗。这一幕正好被
孙书文看到了，主动上前和他一起琢磨后，拿出了
解决方案：利用杠杆原理，通过将扳子的力臂延
长，很轻松地就将水封拧了上去。

随后张弘弼了解到，孙书文 20岁便参加了工
作，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炼钢第一线默默地付出。

“每次提到本钢，他都自豪地说‘我家怎样怎样’，
这样以厂为家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当得知孙书文是一名共产党员时，张弘弼也
写下入党申请书，他说：“我也想成为那个帮助别
人的人。”2019年，张弘弼光荣入党。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他不仅把自己分内的工作保质保量地做
好，更积极帮助身边的同志把工作做好。

班产72炉钢 纪录保持至今

2018 年 12 月，张弘弼转岗成为一名调度，负
责新区4、5、6号炉的生产协调。他又琢磨上了，怎
么才能把钢炼得又快又好呢？

一方面，他跟上下道工序提前沟通：询问当班
铁水及废钢条件，与本班冶炼品种计划做好匹配；
询问下道工序所需要合适的氩前条件，保证供钢
质量，提高了与上下道工序的交接速度。

另一方面，他横向排布好几座高炉的生产节
奏，让每座高炉都不空等。如两台转炉节奏撞一
起时，就安排其中一台进行渣补或者清理炉口渣，
见缝插针，就像一个锅一次只能烙两张饼，饼的每
一面都需要1分钟，用3分钟烙出3张饼一样，节省
了时间。

因为他经常帮班组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各班组都非常支持他的工作，创下了班产72炉钢
的生产纪录，这一纪录保持至今。而正常一个班
产量在五六十炉左右。

张弘弼还特别注意安全生产，兑铁操作最容
易出现人身伤害，班前会上他详细讲解兑铁操作，
并不定期抽查，发现不规范的予以指出并手把手
地指导。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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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牛钢铁人 两年“长”了10年功

张弘弼检查兑铁操作烟火控制情况。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