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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希林

公元1998年12月26日伴随着六号高炉顺利出铁

的欢呼和喜悦，昆钢跨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标志着

昆钢将以一个年产200万吨钢综合能力、装备水平相对

较高的国有大企业的身份跨入2l世纪，也标志着昆钢

挖潜与改扩建相结合的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此将

以新的雄姿屹立在祖国西南边陲的红土高原之上。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优秀文化的体

现，编修《昆钢建设志》是许多为昆钢建设付出青春和

汗水的老同志的愿望，也是全体为昆钢建设和发展辛勤

工作的同志们的要求。这部志书，是几代昆钢人艰苦创

业辛勤耕耘的写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再现历史，

积累资料，启迪来者，是本书编纂的基本目的和宗旨。

由于时间跨度较长，资料收集整理颇费心力，虽经全体

编纂人员殚精竭虑，但难免有疏漏及不尽人意之处，敬

请鉴谅。

本书编审过程中，许多老同志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

帮助，在此一并致谢1

2000年9月30 El

√



凡 例

一 一、本志记述对象以昆钢基本建设活动的史实为

主，兼及建设管理以及上级重要领导视察，基建战线上

有一定建树的人物等。记述坚持存真求实，力求资料

性、科学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统一。

二、本志时限：以公元1939年中国电力制钢厂、

云南钢铁厂的成立为上限，1999年为下限，为保持事

物的连续性，个别重要工程断限至2000年。

三、本志的体例，以章节为类目，条目为实目。以

条目为志书主体，纵述史实，横陈现状，力图全面、系

统、翔实地反映历史和现状。

四、凡机关、厂、矿、单位等专用名称第一次出现

时用全称，如：“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

管理处"等，以后出现即简称“昆钢"、“工管处"等。

五、本志涉及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机构和人物，依

当时习惯称谓，人物第一次出现加行政职务称呼，如

“总经理X××”，以后出现就直书其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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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大事记

民国时期

民国28年(1939年)

1月31日 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第399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由经济部拟定的《云南

昆明筹建电力制钢厂》的批复。并确定由部、省、商组织公司着手办理。

2月22日 在重庆国际联欢社举行中国电力制钢厂股分公司成立大会及第一次股

东大会。组成董监会。选定厂址在安宁桥头村附近。

3月25日 经济部派专员王之玺到云南，为拟议中的云南钢铁厂调查煤铁资源。

8月 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提出与军政部兵工署和云南省政府合办云南钢铁厂。经呈

请国民政府批准，随即成立云南钢铁厂筹备委员会。

10月31日 云南钢铁厂筹委会召开预备会议，正式确定厂址选在螳螂川畔的郎家

庄附近。

11月7日 云南钢铁厂筹备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由三方各派3人组成。

民国29年(1940年)

年初云南钢铁厂征地工作受阻。省政府召开第707次会议进行专题讨论并作出决

议。省主席龙云下达训令，解决征地纠纷。5月11日，连接滇缅公路的进厂公路破土

动工。年底，炼铁炉及土建工程相继开工兴建。

中国电力制钢厂的建设全面开工。

民国30年(1941年)

3月9日13时30分云南钢铁厂建设工地遭到日本飞机空袭。工人被炸死2人，

重伤2人，轻伤12人(包括村民2人)，部份建筑物被损坏。

6月9日 中国电力制钢厂It电炉建成。因El机空袭，电力供应不正常，8月28日

试炼出云南省第一炉钢水，浇成9条钢锭。11月起，正式投人生产。

8月16日 云南钢铁厂筹备委员会改组为理事会。缪云台任董事长。(6月已迁到

郎家庄办公)



昆钢建设志

民国31年(1942年)

7月 中国电力制钢厂250×3三辊横列式轧机建成投产，轧出云南省第一批钢材。

民国32年(1943年)

5月24日 云南钢铁厂71m3炼铁炉炼出第一炉生铁。(11月1日即停炉检修)

6月9日 云南省主席龙云到云南钢铁厂视察，在向全厂员工大会上讲话中称：

“现在。云南工业建设，已因本厂成立而奠定基础”。

7月1日，理事会改组，正式成立云南钢铁厂。

7月 云南钢铁厂It贝塞麦炼钢炉建成投产。

民国34年(1945年)

3月18日 中国电力制钢厂1．25t贝塞麦炼钢炉建成，投入试生产。(47年5月才

转入正常生产)

9月抗日战争胜利，云南钢铁厂奉命停产。

民国37。38年(1948．1949年)

民国37年8月18日奉资源委员会命令，成立云南钢铁厂保管处。

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

3月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正式接收中国电力制钢

厂和云南钢铁厂(保管处)。

．10月 解除军事管制，两厂划属云南省工业厅领导

1951年

2月10日 成立云南钢铁厂复工筹备处。撤销原保管处。

7月 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易门铁矿局王家滩矿区划为云南钢铁厂原料基地。云

南钢铁厂成立采矿车间。

11月 中国电力制钢厂和云南钢铁厂奉命划归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机械管理处

领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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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52年

1月25日 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通知，中国电力制钢厂改名为“西南工业部208

厂”，云南钢铁厂改名为“西南工业部209厂”。

3月24日 209厂7lm3高炉修复，恢复生产。

1953年

7月1日 208厂和209厂奉命合并。因大区机构撤销，改隶属中央重工业部钢铁

局，命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西南钢铁公司105厂”(简称105厂)，开始成立基

建科。

在桥钢铸钢车间安装第一台5t电动桥式吊车，结束了人抬钢包浇注的历史。执行

苏联专家吉米托夫建议，建立炉边分析室，从炼“碰钢”走向按计划钢种炼钢。

1954年

105厂桥钢窑业股增添方窑和制砖设备，扩建为耐火材料车间，为生产浇注砖做好

了准备。

1955年

3月17日 实现了吉米托夫专家的建议，电炉淘汰了单锭上浇的落后工艺，改为

整盘底浇，大大提高了锭表面质量，消灭了不能成锭的低温钢。

6月10日 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通知，105厂更名为昆明钢铁厂(其简称“昆

钢”从此沿用至今)。

采纳职工合理化建议而成为昆钢首创工艺的锻钢球车间建成投产。

重工业部根据中共云南省委的要求，研究了昆钢的扩建问题，拟从年产3万吨钢扩

建为8万吨规模。

1956年

2月10日 重工业部设计司提出昆钢扩建设计任务书。

5月10日 重工业部批准并下达昆钢扩建设计任务书，规模为年产钢10万吨，材

7．5万吨，黑色冶金设计院为总包设计院。

8月 王家滩矿在马家坟新置的柴油发电机、空压机、锻钎机投产，结束了手工打

眼采掘，开始气动凿岩。

9月 实现苏联专家古林建议，建成物理试验室。为质保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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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钢建设志

1957

6月21日 冶金部通知，昆钢扩建规模改按12万吨铁，8．5万吨钢、7．5万吨材设

计。此后又接受设计院建议，设计规模正式定为年产铁18万吨，钢16万吨，钢材13

万吨，总投资l 765万元。

8月 昆钢第一次扩建的先行项目一总降压站，一、二水泵站和高位(万吨)水

池，厂区及江头坪至安宁站的米轨铁路等项目破土动工。

11月2号高炉，二炼钢，430／250轧机等主体项目开工。

1958年

3月6日 冶金工业部通知，自1958年1月l El起，将昆明钢铁厂移交地方，由云

南省人民委员会领导。(6月份起正式隶属云南省冶金工业局)

4月3日 中共昆明市委成立昆钢扩建指挥部。市委副书记刘湘屏任总指挥。陈方

(原省体委主任)、赖汉英(昆钢厂长)、黄以仁(省建总公司经理)、刘征和董加昌为指

挥。

昆钢管理基建的部门增设工程科和设备科。

5月 一炼钢改造措施完成。

8—10月 供电、供水和厂区米轨铁路3．7km相继建成。3号高炉、焦油白云石砖

车间，王家滩矿及其相关项目以及新增加的4号高炉、三炼钢车间(2×10t涡鼓形转

炉)、650轧机等项目先后开工。

10月25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杨尚昆、谢富治、马继孔、赵增益等人陪同

下到昆钢视察。对生产和建设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11月13日 2号高炉(210m3)建成点火。

12月 购买两套罗马尼亚鼓风机。

1959年

2月二炼钢车间(2×6t+4×4t侧吹空气转炉)建成投产。

3月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昆钢参观。

5月1日王家滩一草铺米轨铁路llkm建成通车。

5月20日 3号高炉(210m3)建成投产。

5月21日 省冶金局通知，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昆明钢铁厂更名为昆明钢铁公

司，(内部机构作了调整，管理基建的部门成立基建处和设备材料处)。

7月 粘土砖车间(3×250m3园窑及40m3竖窑)建成投产。

9月430／250轧机建成投产。

龙山矿供电、供水设施，露天采矿设备和破碎设备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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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王家滩降压站(2800KYA)、35KV王安线(27km)三家村矽(硅)石矿开工建设。

12月 桥钢250轧机增加两个机架的技措项目完工。

1960年

3月25日4号高炉(255m3)及第4洗涤塔建成投产。厂区米轨铁路12．3km完

工，全线16km通车。

。4月23日 三炼钢车间(2×10t涡鼓形转炉及2×25t化铁炉)建成投产。

6月28日 650轧钢车间竣工投产。耐火厂焦油白云石砖车间(4×20m3竖窑)

投产。

1％1年

3月 精简机构，原基建处、设备材料处撤销(昆明和北京工作组10月相继撤

销)。组成新的基建处，主管未完工程和未安装设备的维护。

8月 云南省冶金安装公司第一安装队部份人员(180人)并人昆钢，成立检修

车间。

1％2年

5月23日 二炼钢1号5t电炉(2250KVA)投产。
’

6月 朱德委员长到昆钢视察。

11月16日 省经委和省冶金厅联合通知，昆明团山钢铁厂从12月1日起并人

昆钢。

1％3年

2月18日 安宁至八街米轨铁路建成通车。5月1日正式运行。

1961年

二炼钢酸改碱项目完成。4×4t转炉拆除。三家村矽石矿相应撤销。

12月29日 撤销基建处，成立昆钢工程处。

1965年

1月 二炼钢2号5t电炉建成投产。

2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第二次莅临昆钢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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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钢建设志

4月29日 省人委批准，昆明钢铁公司更名为昆明钢铁厂。

6月 第1空压机站(2×40m3)投产。提供了钢锭表面缺陷修磨所需的动力气源。

1966年

3月6日 国家计委发文批准昆钢二期扩建规模为年产钢55万吨，铁60万吨，材

42．85万吨。此后，又被列入“三线建设项目”。

4月20日 云南省委组织部发文通知，成立昆钢现场党委和现场指挥部，祁山任

现场党委书记兼指挥长，杨正南、李铎任副指挥长。

4月5日 一、二号42孔焦炉，小营一八街和红坡一八街米轨铁路，安宁一读书铺

准轨铁路专用线相继开工。

5月20日 根据云南省委要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批示“昆钢扩建由上海市

支援包建，一包到底”。

7月 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赵健民，冶金部副部长徐驰和物

资部副部长邓存伦等领导同志到昆钢商讨上海包建的有关问题，历时两星期。听取了汇

报，审定了昆钢的扩建计划。调整了指挥部领导班子，陈去非任指挥长，增张美道为副

指挥长。

8月1日 中共云南省委通知，昆明钢铁厂改名为安宁钢铁厂。

10月 十四冶四建司五、六两个工区(782人)成建制并入昆钢。(1970年归还十

四冶)

10月 球团车间，石灰车间(3×150m3竖窑)动工兴建。

同年5高炉(620m3)及双链式铸铁机开工兴建。

3 x 15t氧气转炉的三炼钢(拆除2 x lOt涡鼓形转炉的原三炼钢车间)开工建设。

1967年

1～2月 现场指挥部中上海支昆的领导相继回沪。

3月9日 军代表进驻安钢，对安钢实行全面军事管制。

4月17日 主持国家建委工作的谢北一同志主持召开专门会议，(并于5月4日印

发“会议纪要”第五期)重申“安钢建设由上海支援包建，一包到底”的指示精神及其

含义(5条内容)不变。

11月八街一小营7．7km米轨铁路建成通车。

1968年

10月20日 安宁钢铁厂革命委员会成立。

10月 红坡一八街米轨铁路5．5km建成通车。

12月12日 省革委通知，安宁钢铁厂下放给昆明市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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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2月14日 省革委生产指挥组通知，罗茨铁矿自69年1月1日起划归安宁钢铁厂

负责续建。

12月15日省革委生产指挥组通知，昆明铁合金厂，团山机械厂自69年1月1日

起并入安宁钢铁厂。

1969年

2月18日 2号18m2烧结机建成投产。高炉开始配加部份熟料。

2月24日 团钢5t电炉(7号)建成投产。

4月1日 l号18m2烧结机，1号42孔焦炉建成投产。高炉开始使用正规冶金焦。

6月30日 经省革委批准，安宁钢铁厂重新恢复昆明钢铁厂厂名。

9月 热电车间2×75t锅炉，团钢(8号)5t电炉和龙山一安宁8．8km米轨专用线

建成投产。

10月 氧炼钢石灰车间3×150m3竖窑建成投产。

省革委会副主任鲁瑞林3次专程上北京，为昆钢争取到一套850轧机项目。

11月 二总降压站(110KV，2×20000KVA)和烧结厂的集中破碎建成投产。

11月13日 省革委会决定，昆明钢铁厂由昆明市管理改为省冶金局管理领导。

11月 省革委重新成立了昆钢会战指挥部。岳肖峡任指挥长，郭志伟、李铎、杨

正南任副指挥长。

1970年

3月 双链式铸铁机(2 x 40．66mm)建成投产，结束了高炉炉前人工铸锭的历史。

罗茨露天采场投产。中板车间开工兴建。

。5月 汽轮鼓风机房建成，设备安装调试完毕。

7月1日5号(620m3)高炉建成点火。

9月20日2号焦炉(42孔)建成投产。

11月13日 1号制氧机(3 200m3／h)建成。22日，3×15t氧气顶吹转炉投产炼

钢，开昆钢氧气炼钢新工艺的先河。

12月 1200薄板车间竣工投产，轧出云南省第一张薄钢板。上厂矿采矿场投产出

矿。团钢冷拔材车间投产。基建材料库建成。

19r71年

11月15日 由中心试验室扩建成的昆钢钢铁研究所建成。

易地新建的机修厂加工车间，铸造车间，锻铆车间，机床修理车间建成投产。电机

修理车间竣工。

上厂铁矿洗选车间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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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钢建设志

桥钢新建3t电炉l座、2t改为3t电炉1座(It电炉停用)的技措施工完成。

铁合金厂9号硅铁电炉(1 800KVA)建成。

5月1日 2300三辊劳特式轧机竣工投产。轧出云南第一张中厚钢板。

1月11日

工。

4月3日

副书记。

5月1日

1972年

耐火厂粘土砖车间改造(新增316．5m3隧道窑和141．3m3回转窑)．竣

省冶金局革命领导小组重新成立昆钢现场党委。岳肖侠任书记，李铎任

谚76mm无缝钢管车间建成投产。云南第一根无缝钢管诞生。

1973年

4月14日 二号制氧机(3 200m3／h)及一号制氧机的2号透平压缩机(DA350—61)

项目完工。

5月 新基建设备仓库(占地14万平方米)建成投入使用。

8月7日 军代表撤回，军管结束。王士超任厂党委书记，张馥任副书记。李铎任

革委会主任，闫维衡、谭承文、闫洪涛、王向明、李继荣、张维骏为副主任。

10月3号烧结机(18m2)建成投产。

11月15日 2号制氧机(3 200m3／h)投产。

1974年

1月18日 焦油白云石砖新系列(2x 30m3竖窑)建成投产。

9月18日 氧炼钢600t混铁炉投产。解决了炉子待铁水和铁水温度低(甚至出现

铁水罐冻结)的问题。

12月29日 撤销基建处，成立昆钢工程处。

同年中共昆明市委决定，闫维衡任现场党委书记，夏建民任副书记。

1975年

1月 650轧机在原机列前增加一个机架，形成二机列。

6月 十四冶四建司并入昆钢，成为昆钢第二工程处。

11月15日 一炼钢(原二炼钢)1号6t空气侧吹转炉改为氧气侧吹。

19r76年

1月15日 2号6t转炉氧气侧吹改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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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0月18日 全厂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喜讯。接着召开万

人庆祝大会。职工分批到昆明游行庆祝3天。

国家决定并由冶金部通知昆钢，850轧机停建(部分设备到货尚未施工)，损失由

国家承担。

1977年

9月30日 l、2号制氧机3号透平压缩机(DA350—61)建成。

10月1日第2烧结车间(2×18m2)烧结机建成投产。

10月 全厂进行1963年以来的第一次工资调整。

11月 3号高炉大修改造(扩容为261m3)竣工。

1978年

9月 王家滩矿选厂(精矿8．8万吨／年)建成投产。

10月10日 中共云南省委指示，工厂不再保留革委会。

10月 综合利用变废为宝的项目一利用高炉水渣生产水泥的昆钢水泥厂(3万吨／

年)建成投产。

10月23日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到昆钢视察提出昆钢发展远景要搞到年产

200万吨。

全厂转亏为盈，扭转了连续12年亏损的局面。

1979年

2月16日 中共昆明市委通知，昆明钢铁厂改名为昆明钢铁公司。

4月 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

方针。

．昆钢建设公司成立。

6月 白鱼口粘土矿正式投产。

7月 昆钢被列为云南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

8月15—17日 公司召开技术工作会，宣布职称改革第一次评审结果，52人晋升

为工程师。

9月 龙山熔剂矿扩建(含水洗车间)完工投产。

10月 新建的昆钢职工医院(包括300床位的住院大楼、门诊大楼和附属设施)

建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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