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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层

去年以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
分公司炼钢部坚持以“突破传统、适
应时代、引领发展”为导向，扎实推进

“全员参与、全区践行、全程贯穿”精
益管理实践，经过明方向、定方法、严
执行三个阶段实践，形成一整套可持
续、可复制、可推广的精益化工序模
式，推动精益管理从规范级向价值级
的跃升。

立“灯塔”
开起精益工序建设“铁锚”

该部聚焦理清边界，确定工序、
精益改善，建立“以产品为载体，以
流程为主线，提升专业协同效力”的
工序标杆模式，形成“低成本、高效
率、高品质”的工序管理标准。围绕
产品作业流程，有效消除不产生价
值的资源消耗，实现成本有“度”下
降；围绕产品制造周期，有效优化不
产生效力的冗余行为，实现产能有

“量”增长；围绕产品本身质量，有效
减少不符合要求的产品缺陷，最终
实现品牌有“值”提升，冷轧钢种夹
杂封闭率降低50%以上。同时，以专
家指导为“外推力”，用专家的全局
视野和专业素养发现隐藏在体系内
部、职工习以为常的问题；以自主创
新为“内生力”，激发全员树立问题

导向，解决困扰生产过程中存在的
实际问题；以“小单元、大责任”的全
局意识建立突破自身、典范企业、引
领行业的三级目标。

2023 年，该部经过精益管理实
践，累计制定 6 项精益管理制度，完
成现场改善 300 余处、标准改善 30
余项、流程优化40余处、指标提升20
余项。

定“航线”
打开精益工序建设“罗盘”

该部从管理、推进、保障三个方
面构建以组织、标准、评价为核心的
工作体系，从安全、生产、设备、质量、
能源、成本、班组七个维度对产品制
造实施精益改善。

安全方面，侧重现场安全和环境
治理，建立“标美化”改善模式，运用

“6S”工具，实施物品整洁、定位摆
放、环境美化等标准，提升现场管理
水平；建立“随手学”模式和“微缩文
化”平台，推动全员安全素养提升。
生产方面，侧重全流程产品制造，打
造低成本、高标准、集约化的生产流
程，在从原料到产品的转换过程中
实施价值流、时间流、成本流分析，
确定最佳工艺路线；打造“区域全业
务”标准，制定精益化工作语言和行

为，重点钢种合同执行率显著提
升。设备方面，侧重功能稳定及监
测精准，改善设备事故前、中、后全
过程管理，打造“多位多体”监控模
式、“附体式”点操修模型建设低故
障、高质量设备管理标准。质量方
面，侧重对工序需求的供应成效，实
施“标准化项目”攻关、“准时作业”，
打造高效率、高品质业务流程。成
本方面，侧重全员参与，通过全员合
理化建议和全员创新挖掘成本边
界，建立“成本管控系统”，打造全流
程、全工序的成本体系，降低吨钢成
本。能源方面，侧重专业攻关和综
合联动，建立“精益能源攻关法”，

“查堵管”工作机制，实现精准控能、
精准用能，转炉工序能耗降至历史
最好水平。班组方面，侧重微观经
营单元改善，深入推进改革，推动班
组各环节切实承担相应责任，提高
班组经营及服务能力。

向“深海”
驶入精益工序建设“航道”

该部聚集全员合力，持续推动精
益管理走深走实。

精益文化逐步深入人心。该部
在炼钢区域设置“学习角”，以数据
化、图形化展板直观形象展示工艺技

术和生产操作标准，让职工看得明
白、学得透彻；在转炉集控室外设立

“文化廊”，常态化宣传展示精益管理
思想和精益管理文化，潜移默化提升
职工的职业素养。

工序降本取得新突破。该部以
分析模型梳理各作业流程的限制环
节，通过现场试验优化工艺流程，实
现部分钢种氩站直上工艺，单罐压缩
时间30分钟以上，工序吨钢成本降低
42元，年可降本233万元。

行业引领能力稳步提升。该部
对标先进钢铁企业，通过精益改善，
使部分业务能力达到行业领先水
平。目前，钢坯收得率提升到98.3%，
叠轧复合坯产量超过1万吨，创历史
最好水平。

全员参与热情更加高涨。该部
有效激发职工的主人翁热情，积极参
与精益改善。截至目前，该部全员实
施改善项目127项，降低铁水预处理
比率6%，提高连铸机作业率12%，一
些短板弱项指标得到极大改善。

微观主体活力持续迸发。该部
通过指标拉动、责任推动及操作优化
促进企业微观“细胞”发挥更大作用，
转炉日均出钢量最高达到278吨/罐，
日均氧值、日均转炉钢铁料等技经指
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鞍钢工程发展建设机电分公司
鲅鱼圈工区炼铁区域青年突击小分
队共有6名青年职工。2023年，该集
体共完成鲅鱼圈工区炼铁区域大大
小小年修、日修、抢修及工程30余项，
完成率100％，业主满意度100％，被
评为 2022 年度全国钢铁行业“青安
杯”竞赛先进集体。

这支小分队日常主要负责工程
类施工，但只要工区遇到检修困难
或是各区域有忙不过来的工作，工
区都会安排这支小分队协助攻关。
每次遇到这样的工作，小分队都会
义无反顾、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王亮是小分队的负责人，在小
分队成立之初，他就把规范管理放
在了第一位，要求成员严格遵守各

项规章制度，明确成员岗位职责，细
化各工种之间的配合、操作安全等
事项。他要求全员牢记各项施工规
定，做到“谁施工、谁负责”，保障每
项施工任务从前期准备到施工结
束都能有条不紊。针对日常检修
任务，小分队还建立检修手册，进
一步规范每项检修任务的实施，确
保人身和设备财产安全。围绕安
全施工管理等要求，小分队定期开
展模拟演练，打好实战基础，同时
加大对工机具的保养，建立保养检
查周期台账，保障每一次抢修任务
安全完成。

一次，炼铁部矿槽5号球团大槽
出现严重堵塞情况，高炉面临休风
危险，抢修任务落到了突击小队的

肩上。王亮接到指令后，立即组织
人员研究方案、制定安全措施。针
对现场环境复杂、高空多层吊装作
业等问题，小分队增加现场照明，实
行警戒线封锁，设置人员监护，保证
无外来人员进入现场，全员佩戴对
讲机，多层作业相互配合。在保证
安全的前提下，小分队加班加点，提
前两天完成抢修任务。此次不休风
检修为稳定产量提供保障，得到业
主高度认可。

前不久，小分队又接到一项棘
手任务——为炼铁部煤粉36根支管
安装流量计。由于所安装的设备易
损坏、安装精度要求高，又多是高空
作业，小分队在对现场反复勘察后，
决定将原设计搭设跳板方案改为制

作固定式检修平台作业方案，这样
既能保证施工作业安全、减少施工
人员数量，还能保证日后维护的便
捷。小分队成员在施工现场量尺、
画图、制定施工方案，经业主确认
后，利用 4 天时间就完成了 3 层 240
平方米的检修平台制作安装任务。
原本需要15人完成的安装任务仅用
4人就全部完成，工程整体进度还提
前了 3 天。电气维护工程师到现场
后连连称赞，设备厂家到现场后当
即决定把这套施工方案带到其他钢
厂推广。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
们要继续挥洒汗水，为加快鞍钢集
团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贡献青春力量
和智慧。”王亮语气坚定。

本报讯（通讯员 罗辉）攀钢西
部物联坚持以技术和管理创新为驱
动，主动打破固有的生产经营组织模
式，通过优化工序流程、延长运输服务
链条，提升运行安全保障能力和运营
效率，为攀钢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2023 年 ，该 公 司 实 现 铁 路 总 运 量
5467.59 万吨、公路总运量3418.96 万
吨，获评2023年度鞍钢集团先进单位。

攻坚克难筑牢安全畅通堡垒。
该公司联合中国铁路成都局相关单

位，组成310乙字钢装载加固方案优
化攻关组，通过开展试装、静载试验、
冲击实验等工作，逐步形成装载加固
方案，目前已完成方案的试验和推
广；对25米重轨装载加固方案存在的
安全隐患进行逐条分析、逐项梳理，
制定整改措施，并首次实现在国铁线
上试运行；完成单轨、电极扁钢方案
试装发运并报铁路局审批通过，填补
新制出口轨的运输方案空白。

全力以赴提升物流运输效率。

该公司与中国铁路成都局、中国铁路
昆明局、攀钢钒等单位建立日联系机
制，均衡运输组织、合理调整运输方
案，确保生产计划与运输组织高效衔
接；以视频联动的方式，与攀枝花、西
昌、江油三大基地建立日碰头机制，
在车流信息、运输需求方面互通有
无，全面开启“一体化”管控模式；通
过改扩建座架整备线路，优化座架配
备，攀枝花、西昌基地实现卷钢全座
架运输，有效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

输成本；在西昌基地实行全流程跟踪
写实，优化“清车”及“装车”作业，作
业全流程工序从 23 个减少至 15 个；
持续推进卷钢专列运输，卷钢专列往
返时间从 5-6 天压缩到 3.5 天，最短
用时降至50小时，进一步提高物流运
输效率；深挖专用线潜力，紧盯在途
车流情况，做好日、周、月计划的提
报，保障车流供应，弯丘站球团发运
量计划完成率达 108%，密地站计划
兑现率达94.98%。

攀钢西部物联全力提升安全运输效能

优化工序流程 提升运输效率
2023 年，西昌钢钒能动分公司

集控中心给排水专业组进一步强化
极致能效工作，通过优化调整运行
方式，落实新水和除盐水制水电耗
控制、安宁河丰水期夜间取水、供水
管网漏点排查与处理等管理措施，
在四个重点生产运行班站打出降本
增效“组合拳”，四大“金刚”各显其
能，全面完成降本指标。

安宁河水处理站充分利用“峰
谷平”优惠电价政策，发挥专业优
势，从 6 月中旬开始，坚持夜间抽取
生产原水，有效降低电力成本。

中央水处理站持续运行两台尾
水泵，不间断抽取东干渠发电弃水，
1 至 11 月回收弃水总量超 150 万立
方米；优化高位安全水池补水方案，
由白班低液位补水改为夜间低谷电
价时段补水，降低送水成本。

为优化管网压力、减少富余管
压、降低泵组运行电单耗，废水处理

站以液位管控为核心，持续做好高
位水池液位控制，抓好废水调节池
液位、回用水送水压力之间的平
衡。当废水调节池液位和回用水送
出压力偏高时，该站积极配合维持
高位生产水池低水位运行，降低回
用水送水电单耗。

管网班把供水管网堵漏止损作
为降成本的主攻方向，加强管网漏
点排查治理，发扬“严细实”的工作
作风，分组分片区巡查管网漏损点，
每周全面检查管网、阀门及提升泵
站；每月排查供水管网漏点并处理，
1至10月减少生产水、除盐水、生活
水等泄漏损失水量约40万立方米。

此外，该专业组四个运行班站
通过实施“赛马”考核机制，结合群
创活动、提合理化建议、技术攻关
等，抓好极致能效工作，形成浓厚的
降本增效竞赛氛围，助力企业实现
降本增效。

四大“金刚”各显其能
——西昌钢钒能动分公司集控中心给排水专业组降本增效小记

通讯员 严倩

本报讯（本钢记者站 高晓曦）
挖掘机轰鸣作业，运送物料的重卡有
序行进……本钢厂区多项超低排工
程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2023 年 ，本 钢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贯彻落
实国家产业政策和辽宁省钢铁行业
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结合鞍钢
集团“十四五”节能减排规划，强力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先后淘汰和改
造一大批落后工艺装备，稳步推进
涉及本钢板材、本钢北营、本钢矿业
三大板块 13 家单位的 77 项超低排
放项目建设。

针对超低排改造项目数量较多、
部分项目工期时间长的实际情况，本
钢与本钢板材、本钢北营两家子公司
分别签订军令状；本钢安环部协同战

略规划部、运营管理部与本钢板材、
本钢北营两家子公司明确责任人、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每周召开环保专
题会，紧盯薄弱环节，确保年度超低
排改造项目按期完成。各相关单位
迎风战雪斗严寒、凝心聚力抢工期，
各项目部人员坚守岗位加紧施工，确
保各工程项目顺利推进。

目前，本钢板材炼铁总厂566平
方米、265平方米烧结机脱硫脱硝项
目，本钢板材料场棚封项目，北营炼
钢厂二次、三次除尘改造项目，北营
双四百料场筒仓及棚封等12个超低
排放项目已顺利完工。针对已完成
的项目，各单位快速完成调试工作，
投运后环保设施稳定运行，满足超低
排放指标要求，实现污染物总量减排
目标，环境效益、社会效益显著。

“通过对 18 台龙门吊大车刚性
连接接手进行结构技术改造，我们
有效降低了高速轴接手损坏更换频
次，降低设备运行成本，提高作业效
率，每年节约维修费用 41.4 万元。”
鞍钢股份资源储运经营中心设备管
理负责人介绍道。这是该中心技术
创新“金点子”结出的降本增效“金
果子”。

该中心在线使用龙门吊共 18
台，分散在 4 个不同的露天区域，主
要承载着废钢原料、中板和热轧钢
坯的加工装卸倒运作业。该中心龙
门吊吊运吨位较大、作业频率高，加
上龙门吊大车走行机构设备老化、

缺陷隐患凸显，减速器高速轴联轴
接手经常损坏。由于吊车位置分
散，且需要经常检查润滑，设备备件
更换和维修费用较高，制约了龙门
吊设备生产运行作业效率。

在全员降本增效活动中，该中心
充分调动职工创新积极性，征集技术
创新“金点子”。设备保障部机械点
检班提出将龙门吊大车原来的刚性
联轴接手改进为尼龙梅花柔性联接
方式，以实现无螺栓配合。这个“金
点子”被采纳实施后，有效降低龙门
吊大车高速轴接手更换频次，减小对
减速器、电机的冲击，降低设备运行
成本，提高吊车作业效率。

火红的青春在一线闪光
——记鞍钢工程发展建设机电分公司鲅鱼圈工区炼铁区域青年突击小分队

本报记者 邱梅 通讯员 刘子瑞

鞍钢股份资源储运经营中心组织职工改造龙门吊接
手，降低更换频次，节约维修费用——

“金点子”结出“金果子”
鞍山钢铁记者站 黄献东 通讯员 马文莉

本钢超低排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让精益管理从规范级向价值级跃升
——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炼钢部以标杆建设引领推进精益管理实践

本报记者 邱梅

绿色制造 低碳发展

2023年以来，鞍钢矿业能源管控中心通过对高压无功补偿设备进行
升级改造，使主变压器有功功率可用容量显著增加，功率因数提高，线路
损耗降低，有效抑制电网因大功率负荷引起的电压剧烈波动，在产生直接
经济效益的同时提高电网稳定性，为企业生产稳顺提供用电保障。图为
该中心职工巡检高压无功补偿设备。 通讯员 韩俊 摄

面对当前严峻的生产经
营形势，鞍钢工程发展重机
公司灵山机械厂坚持以用户
为中心，通过优化生产工序
流程和制造工艺，高标准完
成外部产品加工制造任务，
全力打造精品工程，为2024
年生产经营开好头、起好步
奠定良好基础。图为该厂为
河南某钢厂 1780 项目加工
制造总重达2450吨的辊道、
推床等重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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