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鞍山是一座钢铁盛开的城市，是
载满我心中向往的地方。这座钢铁城
市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在我的生命中
一直酝酿着生机。

我爱这座城市，从出生就和这座
城市一起成长，如今我已经年过半百，
在这50 多年的历程中，我感受着这座
城市钢铁绽放的美丽。我从小居住的
地方叫齐大山镇，这个镇和齐大山铁
矿紧紧相连，父母都在这座矿山工
作。经常接触矿山的我，对矿石有着
一种深刻的热爱，感觉到表面冰冷的
矿石其实有着一颗燃烧的心，那一块
块深藏不露的矿石，朴实中带着坚强，
内敛中隐藏着深沉。

我经常会在面对铁山时，感觉到
自己内心春暖花开，这座铁山已经成
为我内心的向往，不断地激励我前
行。长大后，我有幸成为一名齐大山
铁矿的职工，与郭明义成了工友。郭
明义“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先进事
迹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位从平凡中走
来的英雄，将自己化身为火炬，不断地

燃烧，照亮他人，这种奉献的精神，就
像一块块深沉的矿石一样，在平凡的
外表下，闪烁着光芒。

郭明义曾经说过：“我觉得自己
就像一颗火种，成立爱心团队的目
的就是为了点燃更多的人。”他做到
了，目前，郭明义爱心团队已发展到
1400 余支，全国参与志愿者多达 240
余万人。

这座钢铁城市，不只是郭明义一
个人在奉献，而是有着千千万万个劳
动者在奉献，他们的奉献精神，也是一
种英雄的精神。

我从小就对英雄有一种崇拜，认
为英雄都是钢铁打造，有着坚韧不拔
的意志和钢铁一样永不屈服的精神。
同时，我知道钢铁的所有母体，是一块
块有着内涵的矿石。

人因为城市而美丽，城市因为有
更多的奉献者而星光灿烂。在鞍山，
我看到在郭明义的感染下遍地生花的
奉献者，他们用奉献精神装点这座城
市，照耀这座城市。

诗情画意诗情画意美丽的奉献者
邓兆成

钢城还在睡梦之中
环卫工人

已踏上了征程
早安！每一盏街边的路灯
早安！山林里醒来的鸟鸣

昨夜一场雪

染白了城市山山岭岭
环卫工的征衣

像一束红梅傲立寒冬
一把铁锹铲除积雪
让条条大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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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苑

大雪纷飞的季节里，我时常想起那场
雪。当年我家住在通山街的一座山坡上，
每当我打开西窗，就会看到远处鞍钢的高
炉群和耸入云端的大烟囱。春天，我会透
过玻璃窗，隐约看到鞍钢附近的桃树、杏
树上的花，一束束一朵朵地在枝头绽放；
夏季，我会看到绿树掩映着的鞍钢，那样
郁郁葱葱。

然而，我还是喜欢鞍钢的冬季。每当
冬季里的雪覆盖了祖国的钢都，覆盖了鞍
钢，一些回忆就会像雪花一样在我的脑海
飘舞起来。

听母亲说，我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我
出生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母亲曾对
我说，她在医院生我的那天，天空正纷纷
扬扬地下着大雪，北风夹杂着雪花和尘沙
在天地间飞舞。那时，本来已经请假的父
亲还是选择返回单位工作。大雪纷飞中，
我的名字便和雪花连接在一起了。

每年冬季大雪飘飞的日子，我的生日
也就来临了，于是，我又长了一岁。记得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也到鞍钢

参加了工作。记不清多少个大雪纷飞的
日子，父亲、母亲和许多鞍钢人一样，总是
那样兢兢业业地在坚守在本职岗位，从没
有因为大雪而耽误工作。日月如梭，光阴
似箭，转眼间我高中毕业，进入大学校
门。记得那一年元宵佳节，东北地区几十
年一遇的大雪下了整整一夜。那天晚上，
我撒娇地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里，唠着唠
着，便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不知什么时
候，东方已经露出曙色，我觉得身边空空
的，不见了母亲的身影。抬头一看，只见
桌上放着母亲留下的字条，雪白的纸上出
现了母亲俊秀的字体：雪儿，妈妈早起上
班了，昨晚的雪下得太大了，恐怕所有的
车辆都不能通行了，妈妈必须上班，活儿
还没干完呢！

当时，我心说，好容易和母亲在一起，
本想和母亲好好在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
假期，可是母亲又要去忙啦。我起床透过
窗户向外面一看，惊讶得几乎叫起来，只
见整个城市都被大雪掩埋了，简直就是一
个白色世界。公路上成百上千的汽车横
的横，竖的竖，就像一艘艘抛锚的船，在白
色的海洋里一动不动。我开始担心起母
亲，她该怎么去上班呢？作为女儿，我一
整天都在担心母亲。给父亲打电话，父亲
只说，女儿，你在家好好的，我这边正在厂
里清扫铁路线呢，如果不及时把铁路线清
扫出来，就会耽误鞍钢正常生产。正当我
急得不知所措时，晚饭时分，母亲从厂里
打来了电话，说还要在厂里和同事们突击
清理厂房外的积雪，然后还要加夜班，完
成当班的生产任务，让我在家不要着急。

吃罢晚饭，我打开电视机，急切地观
看《鞍山新闻》，了解这场大雪对这个城
市，特别是对鞍钢的影响。看着看着，我
突然听到了母亲的名字。主持人正在介
绍鞍钢人在大风雪过后克服困难，战胜风

雪，保证鞍钢正常生产的感人事迹。接着
专门介绍了一位女工为了到厂里上班，几
乎在没腰深的雪海中艰难跋涉几个小
时。新闻中夸奖的这位女工正是我的母
亲。此时此刻，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母亲
和许许多多鞍钢人在风雪中拼搏的身
影。他们是所有鞍钢人在各个时期战胜
困难的典型代表。我从内心深处佩服母
亲和所有鞍钢人的这种精神。这时的母
亲，在我的心目中高大起来，她就像洁白
的雪，美丽、圣洁！我作为鞍钢人的后代，
不能只图安逸，一定要以母亲和所有优秀
的鞍钢人为榜样，努力学习。大学毕业
后，我真的如愿以偿，有幸也成为一名鞍
钢人。

今年冬季，我又随着飘舞的雪花长了
一岁。我喜欢雪，不仅仅是因为母亲在大
雪天生了我而得到雪儿的名字，我喜欢雪
的洁白无暇，更礼赞雪的圣洁高贵。更可
贵的是，因为北方的大雪，我看到了英雄
的鞍钢人在各个时期顽强拼搏、战胜一切
困难的信心和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

文化时空
诗韵连廊

雪
魏 雪

近日，由盛文·北方新生活（鞍山）、鞍山市美术协
会，钢笔画艺委会联合主办的鞍山市第五届钢笔画作品
展在盛文·北方新生活展出，共有36幅作品入选，其中8
名鞍钢退休人员的13幅作品入选。

入选作品分别是成宗汉的《吉祥》《钢铁工业·记忆》
《雪韵千山》，齐成好的《山核桃》，卢伟的《森林暖阳》，李
化钟的《冬日晨曲》，刘庆志的《钢铁奏鳴曲》《庄稼院》，
宿安光的《转场》，刘丽的《生命赞歌》，李鸿钧的《初春》

《西阁客灯》《飞雪迎春》。 （沐北）

鞍钢八名退休人员作品入选
鞍山市第五届钢笔画作品展

近日，由鞍山钢铁和鞍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
主办的“新时代/新鞍钢”主题诗词创作大型征文活动圆
满收官。

此活动自2022年年初启动，围绕新鞍钢内涵“长子
鞍钢”“创新鞍钢”“品牌鞍钢”“数字鞍钢”“绿色鞍钢”

“共享鞍钢”，在全市和鞍钢集团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
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下，先后组织了5次大型采风活动，
全市文学艺术工作者400余人次分别参加了活动。

此次活动共征集到旧体诗词作品近500首，新诗20
余首，散文诗10余篇。根据活动规则，组委会邀请鞍山市
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所有应征作品进行了认真
评审，共有310首诗词作品入围，其中评出一等奖4首、二
等奖10首、三等奖20首，佳作奖66首，特别奖4首。

（沐北）

“新时代/新鞍钢”主题诗词创作
大 型 征 文 活 动 圆 满 收 官

飘洒的雪花像梦中的精灵

在天空与大地之间

尽情舞蹈

是谁酝酿了

这场雪花与钢花的对话

又是谁在寒冷与火热之间

用劳动尽情表达

初冬的雪花

凝结成了美丽的树挂

璀璨的钢花

映红了天边的晚霞

雪地上的脚印

串成了滚烫的情话

安全帽里的热气

氤氲着写意的图画

银装素裹的世界啊

像极了北欧的那个童话

尽管没有雪花砌成的城堡

也没有洁白的婚纱

但刚刚诞生的小雪人们

却神气地说

让我们快乐出发

用双手创造幸福的家

钢城的雪
刘文杰

冬天的山
孙宏伟

当季节藏起万物时

山峦褪去华服

曼妙的雪花随风而舞

仿佛为这位老者

披上雪白的斗篷

而他，却好像在静静地沉思

回想当年在绿意和繁花中

忙忙碌碌

与迷失的自己

而如今

在低调简单中变得淡定从容

好像终于卸掉了一身的负担

和灵魂的沉重

空前重大的炼铁新技术试验

1965年新年伊始，冶金部副部长徐驰
组织召开了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试验工
作组成立大会。工作组组长周传典（原鞍
钢炼铁厂厂长、后任冶金部副部长、总工
程师）说：“我国四川攀西地区蕴藏着丰富
的钒钛磁铁矿，工业储量达80亿吨以上，
与铁共生的钒钛资源储量，在世界上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用高炉方法冶炼，渣中
TiO2 高达 27%—30%，是近百年来从未解
决的难题。我们就是要通过工业试验创
造出一整套高炉冶炼钒钛矿的新工艺、新
技术，为大三线建设做出贡献。”如果不突
破这一难题，在渡口（后来的攀枝花）建钢
铁厂几乎没有可能。

1964 年 12 月 18 日，我与西南钢铁研
究院炼铁室同组的三大工长——徐洪飞
（东北工学院 1957 年大学毕业）、殷沛然
（东北工学院 1957 年大学毕业）、胡庆昌
（东北工学院1960年大学毕业）奉命赶赴
承德钢铁厂，参加冶金部高炉冶炼钒钛磁
铁矿试验工作组。我们从《国内外钒钛矿
文集》中得知，国内外炼铁界学者一致认
为：渣中TiO216%是高炉冶炼不可逾越的
鸿沟。我们工作组（实际是科研攻关组）
一共108人（即后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一
百单八将”）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1965年2月初，承德钢铁厂100m3废弃
已久的高炉经过我们竭尽全力的抢修，已

“旧貌换新颜”，顺利开炉了。中旬，正式转
入钒钛矿模拟试验阶段。当时，我担任高
炉副工长，我清楚地记得炉渣含有TiO220%
的炉料下达到炉缸时的情景，风口慢慢挂
渣，风压缓缓上升，入炉风量渐渐减少。打

开渣口，放不出渣。打开铁口，铁水断流。
周传典同志指挥大家全力烧开铁口。炉前
技师一人接一人往上冲，只见一瓶瓶氧气
被用光，一根根钢管被烧完，淌出来的只有
少量渣铁混合物，而积存在炉内的渣铁就
是出不来。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劳而无
功。大家心情十分沉重，都在想，难道试验
真的要被扼杀在摇篮里吗？该怎么办？工
作组领导召开了紧急会议，周传典同志说：

“铁口就是突破口，坚持就是胜利，再继续
烧铁口。”大家又重新投入战斗。又过了一
个多小时，突然，铁口被烧开了，渣铁从铁
口喷射而出，如洪水一般瞬间溢满整个炉
前平台。此后，风口挂的渣子不见了，风压
直线下降，入炉风量猛升，炉况开始顺行
了。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一块压在人们心头的大石落地了。然
而，事情还没过去，难题仍未解决。长达半
个月，高炉炉况仍旧时好时坏。渣铁一炉
畅流，一炉又黏稠，反复不定。炉前工时不
时要与黏渣打交道，累的筋疲力尽，高炉工
长们精心操作，炉况仍有波动。教授、专家
们找资料，看数据，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全组成员白天在现场试验，晚间汇聚
在一起开学术研讨会。摆现象，查原因，
人人都在为攻关献计献策。研讨中，高炉
工长们反映了一个异常现象：黏渣都出现
在风口干净、没有涌渣挂渣时。稀渣都出
现在风口严重挂渣之后，并提出一种见
解：炉渣由黏变稀，肯定与风口吹风有
关。此时，东北工学院做的渣铁样化验和
岩相分析报告一份接一份送到了工作
组。一组组检测数据摆到大家面前。教
授、专家们从中又发现另一个怪现象：黏
渣中含有大量的 TiC、TiN 和钛的低价氧

化物。而在稀渣中它们的含量甚微。
两个怪现象引起了工作组领导、教

授、专家们的高度关注，通过多次研究，透
过现象看本质，终于得出了重要结论：一
是炉渣中的 TiN、TiC 和低价钛氧化物熔
点高达3000℃以上，它们以几微米的固体
颗粒悬浮的形态弥散在炉渣之中，使炉渣
黏度显著增大，不易流动。二是炉渣堆积
到风口区附近，渣中的TiN、TiC被氧化为
高价TiO2，而TiO2在炉渣里是以易流动的
液体形态存在的。这充分说明，渣中的
TiN、TiC 是使炉渣变稠的“罪魁祸首”。
而减少或者尽可能消除 TiN、TiC 就是冶
炼钒钛磁铁矿的关键。

主要矛盾抓住了，一切次要矛盾就迎刃
而解了。周传典同志果断决定采取两项重
大举措：一是要求工长必须严格把炉温控制
在较低水平，减少炉内生成TiN、TiC的可能
性；二是要求喷吹组人员立即行动起来，向
高炉内试吹精矿粉、石灰石粉和氧气，使渣
中已生成的TiN、TiC尽可能再氧化成高价
的TiO2。正是这两项措施改变了高炉冶炼
钒钛矿的被动局面，攻下了一道道技术难
关，使高炉冶炼高钛渣步上坦途。

六个月的承钢试验期间，因为在高炉
修复、加工喷吹原料、清理“黏渣”“大泄
渣”的奋战中表现优异，我先后荣立三次
二等功。

三次“真枪实弹”的攻坚战

1966年初，冶金部试验工作组在西昌
410 厂进行了第二次钒钛磁铁矿工业试
验。该试验使用的是太和矿、白马矿产的
攀枝花磁铁矿的“原矿”（大家称之为“实
弹”矿）。用原矿进行选矿、烧结、高炉冶

炼一整套系统试验，为攀钢建设选矿厂、
烧结厂、炼铁厂提供设计、生产的新工艺、
新技术。这次高炉冶炼试验是在 28m3高
炉上进行的。我正式担任了高炉值班工
长，独当一面地负责当班高炉冶炼操作。
我每天早来晚走，不时地从老工长身上吸
取操作经验。当班时勤看风口，细观仪
表，查看渣流渣色、铁花状况，头脑中不断
地分析判断炉况。运用上下部调剂手段，
及时、准确、适量地调控着炉内冶炼。5个
月的试验中，未出现过任何操作失误和冶
炼事故，确保了炉况稳定顺行，渣铁畅流，
生铁合格，名副其实地成了有突出贡献的

“四大工长”之一。西昌试验取得了空前
的成功，为攀钢的建设和生产积累了宝贵
的冶炼经验和特殊的技术诀窍。

1967年初，冶金部科技司组织我们相
关人员，在首都钢铁公司 624m3高炉上进
行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新的工业试验。
试验的成功,再次验证了高炉冶炼钒钛磁
铁矿的特殊技术不仅在小高炉生产中有
效，在大中型高炉也同样适用。

1969年，冶金部科技司把最后一次试
验交给了中国科学院化学冶金研究所承
办，任务是高炉使用高硫焦冶炼钒钛磁铁
矿。试验是在化冶所108厂17.5m3小试验
炉上进行的，取得了预期效果，为攀钢合
理利用本地煤炭资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
考。由于我是“一百单八将”中唯一参加
该次试验的人，所以让我起草了《高炉使
用高硫焦冶炼钒钛磁铁矿的试验报告》，
为五年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试验画上了
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文选自《鞍钢人口述历史》，作者
曾任鞍钢技术中心工会主席）

我参加的钒钛磁铁矿冶炼攻关
刘宝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