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轧钢厂到钢帘线项目，从操作工到管理人员，戴叶亮在中天钢铁的成长轨
迹，也正如中天钢铁的发展步履，一路向前。

在中天钢铁集团第三轧钢厂，戴叶亮一直扎根生产一线，年纪轻轻就成为车间
生产骨干。2020年，他还在企业举办的技能比赛中获得二等奖。“你们愿意到南通或
者去淮安吗？”今年初，随着集团的发展壮大，需要抽掉骨干人员充实到各地项目。令
很多人没想到的是，在集团本部工作10年的戴叶亮愿意到中天淮安项目工作。

“中天在淮安投资建设这么大的钢帘线项目，正是用人的时候，我作为淮安人，为家
乡、为企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应该的。”戴叶亮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但钢帘线生产和轧钢
生产差异巨大，戴叶亮完全是个小白，需要从零开始。他对自己说：“既然已经选择，就要
风雨兼程，坚持下去。”在接受岗前培训时，他放下轧钢业务骨干的那份骄傲，虚心学习、认
真实践。

学成回淮后，戴叶亮被借用到正缺人手的安环处。但两个月后，戴叶亮找到领导，主动

要求下钢帘线成品车间。“安环工作不是比车间轻松点吗？”家人对他很是不解。戴叶亮的解
释很简单：“我想学点东西。”当时，新车台刚进车间安装调试，他认为正是学习生产技能的好
时候。

钢帘线是汽车轮胎的骨架材料，关系着行车安全。成品工序是钢帘线生产的最后一道
关，作为操作工，戴叶亮深感责任重大。“在镇江虽然学到一些基本的操作技能，但很多工艺要
在实际生产中才能学会。”戴叶亮说。在跟着领导和工艺工程师学习时，他不放过任何一个产
品工艺细节，努力做到最好。

“工作能力强，工作态度好”，这是领导对戴叶亮的一致评价。在操作工岗位只干了3个
月，戴叶亮就被提拔为领班。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作为领班，戴叶亮不仅注重提升员工的生产技能，同
时积极做好员工思想工作，注意员工情绪变化，常与员工促膝谈心，要求员工认清形势、瞄准
目标、扎实工作，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力推动了车间扩大产能、提高质量。

2022年1月8日，随着中天钢铁精品钢帘线项目全面开工，这艘投资超200亿元的钢铁行业巨
轮在淮安扬帆启航。无数中天钢铁人日夜奋战，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实现高水平发展，向全
市人民展示了中天钢铁扎根淮安、建设淮安的决心和信心。

在中天钢铁精品钢帘线项目建设第一线，有这样一批优秀人才，他们把集团赋予的使命记在心
间，把建设全球首家金属材料深加工“灯塔工厂”的责任扛在肩上，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创新成就未来。
为全面展示我市重特大项目建设者的青春风采，本报特推出中天钢铁精品钢帘线项目建设者风采展系
列报道，讲述中天钢铁人的奋斗故事。

今年6月6日，在中天钢铁超高强精品钢帘线项目一
厂半成品车间，第一条生产线启动；6月28日，第二条生产
线启动。不到一个月时间，连续启动两条半成品生产线，刷
新了钢帘线行业新纪录。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一厂半成品
工艺工程师沈剑良倍感自豪。

沈剑良在钢帘线行业深耕十多年，成为半成品工序技艺
精湛的技能工匠。今年3月，他来到中天淮安项目后，投入到
半成品生产线启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设备不同，人员配置
不一样，不能照搬以前的经验。”虽是钢帘线行业里的“老兵”，但
面对新的环境、新的项目，沈剑良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半成品是钢帘线的原料，直接影响后道工序和产品性能。沈
剑良深感责任重大，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与同事们密切配合，摸
清设备工作原理，充分利用设备及生产经验，研究设备调试最佳方
案。“半成品的工序多、工艺参数多，我们通过大量数据的积累，使设
备以最快的速度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沈剑良说，大家的工作劲头
非常足，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进行设备安装调试。有一次，为确保加

热炉顺利开炉，沈剑良一直忙到次日凌晨3点，在休息了一个多小时
后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厂半成品车间启动的第一条生产线就基本达
到了行业顶尖水平，这让沈剑良和同事们的信心更足了。有了第一条
生产线成功经验的铺垫，一厂半成品生产线快速扩充。“现在已经启动
了4条生产线。”一厂半成品车间内机器轰鸣，沈剑良指着持续运转的
生产线介绍，根据后道工序的反馈情况，他们仍在持续优化工艺，不断
提高半成品品质。

为提升工人的岗位技能水平，车间针对性地制订了不同的培训计
划。作为工艺工程师，沈剑良倾囊相授，帮助工人全面了解半成品工
艺知识。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不管多晚，只要工人有任何问题咨
询，他总是耐心地讲解，甚至赶到车间手把手指导。

“热爱工作岗位，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并持之以恒，认真做好每一
件事情。”沈剑良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助力中天淮安项目建成
全球先进的钢帘线生产基地。

“作为生产一线带头人，必须作出表率、冲锋在前。”这是一厂半
成品车间生产工艺领班孙晨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工作的真
实写照。

在钢铁行业从业超过10年的孙晨，有钢一样的意志、火一样的情
怀。2022年，听闻中天淮安超高强精品钢帘线项目开工建设，作为土
生土长的淮安人，孙晨回到家乡，加入中天这个新的“大家庭”。“我之前
从事的轧钢工作，是让钢铁在加热后变形。钢帘线的生产，则多是在常
温状态下让钢铁产生物理变形。”孙晨坦言，由“热”到“冷”的跨界，意味
着他要从头再来。但孙晨毫不畏惧，他决心在全新的机遇里实现自身价
值，也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镇江接受岗前培训期间，孙晨抓住一切学习的机会努力跟着师傅学
技能，把理论知识应用在实践中。因成绩优异，他获得了考核最高等级——
教练，并在培训结束后留了下来，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后面去镇江接受
岗前培训的中天淮安项目技术员工，有三批是由我们这些‘新老师’带的。”孙

晨笑着说。
今年3月，一厂半成品车间进入生产投试阶段，孙晨和一批领班回到淮

安。“让你们回来就是要带头冲锋。”领导叮嘱说。孙晨暗下决心，一定要发挥
表率作用。

在施工方未离场时，孙晨和其他领班就进入厂房开展保洁工作，以便更
早地熟悉厂房和工作环境。设备进场时，他们又带领操作工配合设备厂家进
行机台安装和调试。“这些设备和我们之前学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设备厂
家也不一样，需要在设定上进行调整。”孙晨说，他们跟着部门生产经理、工艺
工程师在车间里边学边调，“有时连熬几个大夜，身体虽然疲劳，但把一个个
问题解决了，心里感到十分充实、很有成就感。”

随着一条条生产线建成投产，孙晨带着干事激情，满怀信心投身工作。
“有幸踏上中天淮安项目这艘‘大船’，我将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提升技术和
能力，随着‘大船’一起远航。”孙晨说。

沈剑良：
担当工艺先锋 雕琢精品生产线

孙晨：
生产一线有钢铁般意志的带头人

戴叶亮：
在“守”与“变”中与企业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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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耕钢帘线行业十余年，扎根岗位，钻研机械维修技术，用自己的知
识和技能，游刃有余地“诊治”设备的各种“疑难杂症”，是同事眼中的“技术大
拿”。他就是一厂维修副经理王小均。

去年12月底，王小均在寒冬来到中天淮安项目，投入到火热的项目建设
中。湿拉设备安装工作启动后，王小均发现眼前的设备有点陌生。“以前熟悉的
拉拔、收线设备是分开来的，淮安项目的机台却是连体的。”王小均说，没有成熟
的方案可以借鉴，他和同事们在安装过程中不断摸索、验证和改进，攻克了一批
难点问题，圆满完成了任务。

今年，王小均又参与了合金、大拉、中拉设备的安装调试。“生产厂家懂设备，但
不一定懂工艺。”王小均发现部分设备不稳定，特别是工艺要求较高的合金线设备，
出现车台振动过大、噪声异常等现象。经验丰富的王小均一眼发现了原因所在，立
即和供应商沟通，通过更改程序使设备得到优化改进。

中天淮安项目单体工厂大，设备聚集成群。因此，一厂实施网格化管理，确保每

一台设备、每一处作业都有对应的维修人员。维修犹如治病，唯有技术高超才能手到
病除。针对新员工较多的情况，项目采取以老带新模式，做好“传帮带”工作，加快新员
工成长步伐。作为维修副经理，王小均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对新员
工进行技术培训，分享个人工作经验，很多徒弟出师后很快独当一面。“设备运行持续
稳定，我们没有拖后腿。”王小均骄傲地说。

在生产一线，用机械代替人工劳动完成生产作业是大势所趋。除了保障设备稳定
运行，王小均还努力创新探索，着力提高生产设备的自动化程度。“合金放线自动转换
成功率太低了，如果没有工人干预的话，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王小均指着合金
放线设备说，根据公司要求，他设计了两套方案，并正在进行验证，有望将合金放线自
动转换成功率提高到100%。

“公司现在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每周甚至每天都要上一个量，维修保障工作必须做
到及时、高效，为项目保驾护航。”王小均说，他将坚持战斗在维修第一线，竭尽全力保
障项目建设生产。

王小均：
给设备“望闻问切”的“妙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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