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多
少城市因钢而生，因钢而兴，挺
起了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脊
梁。六七十年前党中央的一声
号令，使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翻
山越岭、跋山涉水奔赴中国钢
城建设的大会战中，他们风餐
露宿、靠着肩扛人挑，使一座
座高炉拔地而起，一项项工程
建设屡创奇迹。从此，钢铁成
为这些城市的骄傲，也成为这
些城市发展繁荣的支柱产业。

作为共和国长子，从1948
年在辽宁省鞍山市投身“中国
钢铁工业的摇篮”鞍钢的建
设，到1955年在湖北省武汉市
建设武钢、1957年在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建设包钢、1965年
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建设攀钢、
1978年在上海市建设宝钢，再
到新时代在广东省建设湛江
钢铁基地，中国冶金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下称“中冶集团”）
始终以钢铁强国、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为己任，忠实服务于
国家战略，在中国钢铁工业发
展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
作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科技进步、民生改善和国有经
济发展壮大作出了应有贡献，
也见证着这些城市的起步、发
展、腾飞和繁荣。

“钢铁三皇”三足鼎立

位于辽东半岛中部的鞍山
市，诞生了“共和国钢铁工业的
长子”鞍钢，“共和国钢都”的名
号也来源于此。

解放前鞍山市几经战火摧
残，生产力几乎为零，被日本人
认为“只能用来种高粱”。1948
年鞍钢建设者用智慧和血汗合
力书写了工人阶级冶金报国的
火红开篇。历时不到 6 年，
1954年，鞍钢代表上世纪五十
年代最新冶金技术水准的“三
大工程”迅速达产，为新中国的
工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鞍钢是“共和国钢
铁工业的长子”，那鞍钢建设者
——中冶集团就是“新中国钢
铁工业的奠基人”。在解放初
期，中冶人组建护厂大队，守护
鞍钢并转移生产物资；在东北
全境解放后，他们成为鞍钢建
设者恢复鞍钢；新中国诞生前
便让鞍钢产出第一炉铁和第一
炉钢，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冶
金支援。随着党中央发出“全
国支援鞍钢”号召，10万人齐
聚鞍山，共同铸成了新中国的
钢铁脊梁。支援的队伍现成为
我国冶金建设的重要企业与核
心力量，其中近 10家冶建主

力、近10家顶级设计院归属于
中冶集团。

70多年来，鞍钢已经成为
我国船舶、国防、汽车、铁路、家
电用钢的重要生产基地。而鞍
山怀揣冶金报国的红色使命未
有丝毫褪色。

武汉，扼腹地而九省通衢，
踞天元而得天独厚。60多年
来，中冶人承载“钢铁强国”的
重托，在江城武汉铸起了一座
钢铁工业的丰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改变
中国钢铁“北重南轻”的状况，
党和国家决定在华中地区建设
钢铁厂。1954年5月，以武汉
青山为厂址，10万中冶人聚力
建武钢。不到5年，中冶人迅
速建成了从矿山、炼焦到冶炼、
轧钢全流程的一期工程，使武
钢形成了年产钢150万吨的生
产能力。1958年9月13日，武
钢1号高炉炼出第一炉铁水，
宣告新中国第一座大型钢铁工
业基地横空出世。

1974年，中冶人发起了武
钢“一米七”工程会战，来自中冶
的勘察、设计、建设雄师，迅速投
入到连铸、热轧、冷轧、硅钢厂四
大主体工程以及143个单项工
程的奋战中。1978年12月12
日，“一米七”工程胜利投产。
从此，我国彻底告别了薄板依
赖进口的历史，成为中国钢铁
工业走向现代化的里程碑。

60多年来，武钢钢铁产量
累计超过3亿吨。2019年 10
月15日，运行61年、累计生产
数千万吨生铁的武钢 1 号高
炉，圆满完成历史使命，正式停
产。但这座“光荣炉”将作为工
业遗产保存，融入一代代中冶
人艰苦奋斗的红色基因。

在母亲河北岸,新中国在
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第一个大
型钢企——包钢已有 60 余
载。十里钢厂奔涌不息的钢铁
洪流，结束了内蒙古不产寸铁
的历史，更挺起了民族团结的
红色脊梁。

1954年5月，包钢作为国
家“一五”期间156个重点项目
之一，中冶人带着强国使命，开
始书写“草原钢城”的辉煌。
1959年9月26日，1号高炉流
出第一炉铁水，昭示着新中国
北疆钢铁基地建成，从此，内蒙
古自治区一跃成为钢铁大省，
共和国钢铁脊梁更加坚固。此
后，中冶人为包钢相继建成配
套的焦炉3座、高炉2座、平炉
3座，以及给水、机修、运输等附
属工程与基础设施，达到了年
产生铁180万吨、产钢100万
吨的设计规模，这为包钢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惧逆行难，磨砺出寒

香。从我国“一五计
划”的实施到“七五
计划”的完成，中冶
人独立承建的包钢
让“草原钢城”焕发
出勃勃生机，让戈壁
矗立起茶红色的建
筑群，让昆都仑河西
岸耸立起壮美的工
业基地，中冶的深情
守护亘古永恒。

从三线建设
走向改革开放

位于四川省西
南边陲的攀枝花市，
是全国唯一以花命
名的城市，这里曾是
三线建设的主要地
区之一，“微雕钢城”的名号也
源于此。曾经的攀枝花封闭落
后；而如今这里俨然成为一座
现代化工业城市，像一颗璀璨
的明珠闪烁在祖国大西南。

上世纪60年代，党中央提
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
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主
席反复讲三线建设的重要性，
并一再指出要把攀枝花工业基
地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
好觉。”在党的号召下，中冶建
设者凝心聚力，“逢山开路，遇
水搭桥”“一壶清水，两个馒头”
热火朝天向着“三年准备、五年
建设、奋战八年建成攀枝花工
业基地”的总规划目标努力进
发，将青春和激情全部献给攀
枝花。

1970年 7月 1日，仅用两
年半，攀钢1号高炉投产，这是
新中国成立后完全由我国自行
设计的第一座高炉，让当时在
世界上被称为无法冶炼的“呆
矿”钒钛磁铁矿炼出第一炉铁
水。1974年一期工程基本建
成，打破了外国专家关于攀钢
不可能建成的断言，这是世界
冶金建设史上绝无仅有的创
举，在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
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从三
线建设中崛起的这座钢城，始
终流淌着红色基因，讲述着英
雄的故事，为改革开放奠定了
坚实基础。

坐落于长江与黄浦江交汇
口的上海宝山，曾是淞沪会战
的战场之一。改革开放之初，
老一辈革命者多次视察这片土
地，提出建设宝钢的重要战略
部署，殷切期盼我国实现工业
现代化。

1978年 12月 23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第一
天，在拥有红色革命基因的宝

山历史遗迹上，10万中冶人集
结于宝山月浦，打下了宝钢建
设第一桩，吹响了中国钢铁工
业现代化的催征号角。就此，
中冶人深深扎根在这片厚植着
难以磨灭红色记忆的土地上。
1985年9月15日，宝钢1号高
炉成功点火，标志着中国钢铁
工业从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新
时代。

中冶人肩扛时代使命重
托，秉持红色工业精神奋楫前
行。在宝钢一期工程练兵场上，
中冶人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
进口装备、建设技术，具备了国
际标准施工能力。在二期工程
中，中冶人建设的中国干熄焦技
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三期
工程中，中冶人打造的国内第一
座自主集成的大型现代化转炉
国产化率高达95%以上。

进入新时代，中冶人开发
了智能化堆取、数字化料场、智
慧物流等先进技术，致力于打
造绿色城市钢厂，为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注入强大动能。

逐梦南海谱新篇

位于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
的宝钢湛江钢铁基地，是世界
最先进、最高效、最具竞争力的
绿色钢厂，也是中冶集团助力
中国钢铁工业产业升级，赶超
世界冶金领先水平的舞台。

面对一道道前所未见的地
质难题，中冶人优化施工工艺、
创新关键技术，连续破解七大地
质难题，完成土建施工；面对“风
暴之乡”一个个恶劣的自然环
境，中冶人以“一天也不耽误、一
天也不懈怠”的企业精神，用心
铸造世界冶金精品工程。

以引领未来的理念打造梦
幻设计，中冶集团充分发挥全
流程系统集成竞争优势，打造
出一个工艺流程先进、物流短

捷顺畅和工厂布置紧凑的设计
方案，全厂铁素利用率、吨钢占
地面积、固废综合利用率、劳动
生产率、铁水运输距离等指标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绿色低碳的追求构筑极
致环保，中冶集团将绿色生产、
节能减排贯穿工艺全流程，全
力打造“全球排放最少、资源利
用效率最高、企业与社会资源
循环共享”的最美绿色梦工厂。

以世界一流为己任寻求效
率再突破。中冶集团以最优工
艺布局深化智能化升级，以科
技赋能将湛钢打造成为世界最
快运行效率、最高劳动效率、最
大投资效率的世界一流碳钢生
产基地。

以突破变革的姿态提供全
产业链服务。中冶集团为湛钢
提供从原料码头到产成品出厂
全流程、全产业链的高质量冶
金运营专业服务，为“梦工厂”
保驾护航。

湛钢自2013年 5月17日
开工，到2015年9月25日1号
高炉点火，再到2021年7月三
高炉系统建成，将形成铁水
1225万吨、钢水1252.8万吨、
钢材1081万吨的产能规模，创
造全国最高水平的循环经济、
全国最高水平的技术工艺、全
国最高水平的质量和效益。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
风华。走在新时代的道路上，
中冶集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牢记“忠党报国”
的初心使命，传承“忠诚于党、
冶金报国”的红色基因，以骨
子里的信念忠诚和激情澎湃
的热血忠诚干事担当，矢志不
渝打造世界第一冶金建设运
营国家队，为我国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图片由

中冶集团提供)

中冶集团建设的宝钢湛江钢铁基地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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