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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定稿，历时1年。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莱

钢档案处和办公室的大力指导和帮助，得到了全厂

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

示衷心感谢。

本志的编写工作，由于时间紧，涉及范围广，

加之编纂工作人员水平有限，在篇目设置、内容选

择、文字加工等方面，难免有漏误之处，敬请读者

批评指正。

莱钢机械厂志办公室

2002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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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厂(以下简称机械厂)，始建于1970年，原

称莱钢机修厂，1991年1月更名为莱钢机械厂，1999年5月更为现名，系莱

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钢)的直属单位。主要承担着莱钢生产设

备所需备品备件、非标准设备和工艺消耗件的制作任务，并为省内外冶金、

建材、矿山、机械、化工等行业承做一定数量的机械设备及备件，部分产品

销往国际市场，其中叉车货叉出口量位居全国第一。

机械厂位于莱芜市钢城区钢都大街西首，距济南、青岛、泰安分别为

160公里、380公里、75公里。205国道从厂区东侧穿过，厂内铁路专用线

与胶济、京沪两线相通，交通运输十分方便。

截至2000年末，全厂共有职工1158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

16人、中级的81人、初级的75人；高级工人技师1人、中级工人技师22

人、助理技师73人。全厂占地面积31．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9506平方

米。拥有固定资产原值8060．04万元、净值4050．6万元。全厂设有模型、铸

铁、铸钢、锻造、铆焊、金工、机械制品、机动、金刚石等9个生产车间，

其中金刚石车间于2000年12月29日停产，建制保留。行政管理科室设7科

1室，即生产经营科、财务科、供应科、技术科、质量计量科、机动安环

科、劳动人事科、厂办公室；党群部门设政工科、工会和团委o

1996年至2000年，机械厂以党的十四届五中、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五大

精神为指针，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搞好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指示精神，

紧紧围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个中心，把“顾全大局、立足莱钢、服务莱

钢”作为企业生产经营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要求，深化企业改革，加强各项管理，转换经营机制，以市场为导向积

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从而保证了企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各项

经济技术指标都有较大幅度提高，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根据全国钢铁企

业机修管理联络网交换资料分析，企业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57家地方骨干

夕7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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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机修中名列第一位，规模能力在全国钢铁企业机修中名列第八位o

“九五”期间，共完成机电产品总量65770吨，与“八五”时期相比基本持

平；生产电炉钢锭27．56万吨，是“八五”时期的2．8倍；完成工业总产值

5．15亿元，比“八五”时期增长87．8％；实现销售收入8．73亿元，是“八

五”时期的2倍；向美国出口叉车货叉319个集装箱，创汇670万美元，是

“八五”时期的2．14倍；“九五”末期全员劳动生产率为89129元／(人·年)，

比“八五”末期提高38．5％；“九五”末期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为2472千克／

万元，比“八五”末期降低22．3％；年度合同完成率均在95％以上，重点

项、事故项、抢修项的合同完成率均为100％。“九五”期间每年都超额完

成公司下达的内部利润计划。各车间工艺产量完成较为理想，其中铸铁件累

计完成46893吨，是“八五”期间的I．05倍；铸钢件因任务不足累计完成

10553吨，是“八五”期间的66．4％；锻钢件累计完成6716吨，是“八五”

期间的1．58倍；铆焊件累计完成4801吨，是“八五”期间的93．6％；金加

工件累计完成16707吨，是“八五”期间的96．7％。’

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增强生产能力。“九五”期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1828．64万元，主要用于生产装备、工艺技术改造、完善生产检测设施

和厂房维护改造等。新购置的主要设备有：4米龙门刨床、FC一3500A数控

火焰切割机、YHD39—800三向模锻液压机、lit一360—9台式电阻炉、DHY

—O．6操作机、1吨蒸空锤、装出料机等。设备技术改造及大修项目共完成

112项，大修改造费用901万元。1996年主要完成了HGX一5A电弧炼钢炉、

C13—1蒸空锤、T68镗床、Y31125滚齿机、铸钢双梁行车、C__,6010圆锯床、

蒸汽锅炉、Q4—10A乙炔发生器、DYH一0．6S操作机、铸铁车间混砂厂房及

金工车间北跨厂房的大修。1997年主要完成了C5225立车、C516A立车、铸

铁车间120立方米烘干窑、锻造车间5．16立方米退火炉、铸钢车间除尘器、

电路轨道基础及铸铁车间2200平方米生产厂房的大修。1998年完成了5吨

电炉、7吨冲天炉、150立方米制氧机、金工5吨行车、铸钢2l平方米退火

炉、120立方米烘干窑、铸铁及铸钢生产厂房的改造大修。1999年完成了

B2020Q龙门刨床、金工10吨行车、2台LIVID一8000压机i 2台YQ一480016C

压机、CW61100车床、CAl—750空气锤、50立方米制氧机、L128落砂机、

铸钢5吨行车、．NG8×2500剪板机、铸钢材料跨道轨、金工及铆焊生产厂房

的大修改造。2000年完成了5吨冲天炉、B2012A龙门刨床、4台Y75—4800／

6六面顶液压机、金工5吨行车、B50100插床、7_3080摇臂钻床、铸钢50吨

电动平车、铸铁120立方米烘干窑及锻造生产厂房的改造大修。2000年11

月，建成一座6000千伏安降压站，建筑面积为552．34平方米，增置1600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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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安电力变压器2台，敷设各种电缆35条，总投资484．8万元。完成了从

焦化厂至机械厂西108氧气管道的架设任务，该项目总投资230万元，其中

动力部210万元、机械厂20万元。上述装备水平的提高和工艺设施的完善，

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规模能力，形成了年产机电产品总量15000吨、钢锭

65000吨、铸钢件4000吨以上的能力。机械制造能力和产品开发能力显著增

强。

提高机械设备制造能力，力保热线定修任务的完成。。九五”期间，重

点完成的成套设备制作项目有：500轧机、2号和3号连铸机热送辊道、3号

焦炉设备中炉门装配、炉门框和保护板等、4a号连铸机、750立方米高炉溜

槽传动装置、煳毫米盘式成球机、8立方米竖炉板式输送机等。承担完
成了每年热线定修中高炉、转炉、电炉、各类轧机、连铸机、焦炉等设备的

备品备件的制作及修理任务，完成了热电厂5号锅炉电除尘事故抢修、3号
’

转炉事故抢修等部分设备、备件的制作与修理任务。围绕莱钢引进设备和外

‘购设备的备品备件的测绘转化，做了大量工作。转化完成并投入生产的项目

主要有：中型厂导卫、3号连铸机振动装置、结晶器、引锭杆、足辊架，中

小型轧机设备的部分备品备件，4号制氧机部分备件，堆取料机中的双向斗

轮、回转减速机、差动减速机、主被动车轮组，炼钢厂100吨主小车，750

立方米高炉溜槽传动装置等。与山东工业大学联合完成的《新一代无料钟炉

顶布料传动装置的研制》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攻克了特大型伞齿轮加

工难关，完成了大矩形坯连铸机结晶器加工专用机床的设计。开发生产的特

大型钢锭满足了省内外锻压行业的生产需要。

以市场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努力做好企业的生产经营工作o“九五”

期间，莱钢改扩建项目陆续完工，面对机械厂产品在莱钢内部市场份额不断

减少的情况，及时理清思路，制定了新的生产经营指导思想，即“顾全大

局、立足莱钢、’勇于创新、开拓市场”。在立足莱钢、服务莱钢的同时，以

市场为导向，积极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依靠科技进步，开发生产

适销对路的产品，大力开展节能降耗，降低成本费用，走外延发展、内涵挖

潜的路子，从而保证了企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5年来，根据市场需

求，特别是根据用户需求，在保证原有产品生产的基础上，把开发新产品放

在了突出位置，确定了以需定产、以产促销、灵活经营的营销思想，走出了

一条以老产品保证市场，以新产品开拓市场，以市场保生产，以生产保稳

定，以稳定促生产的良性发展道路。在保证莱钢高炉、转炉、电炉、焦炉、

连铸、轧机等设备及备品备件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开发销往国际、国内市场

的叉车、货叉系列产品，叉车货叉在原有140多个品种的基础上，研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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