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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专家周传典

刘 式 汉

1980年，邓小平同志看到3月2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

一篇谈我国冶金工业现代化要走中国式道路的文章后，很高

兴，在一次会议上说；“可见我们中国还是有人才的，有的人

就在我们面前，有的同志就是看不见，为什么这样的同志老压

着提不起来?一更耐人寻味的是，小平f-I志在缶上还对文章的

作者周传典做了这样的介绍： “周传典，周总理的周，宣传的

传，典型的典。”又不久，陈云同志在对国家计委的五条指示

中指出： “各行各业，包括工业、交通、财贸等部门，都要有

周传典那样的人参加领导。"这年秋，在邓小平、阪云同志推

荐下，周传典担任了冶金．1：业部勘部长、党组成员，主管生

产、科技，供销、运输等方面的工作。

周传典，这个与钢铁打了凡十年交道的著名冶金专家，他

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型钢铁企业，在实践的道路上不断地进

取，呕心沥血，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r重大贡献。

一、由教员到炼铁技术员

周传典，我省凤台县马店乡周家湾人，生弓=1921年，在家乡

读完，】、学后。又到蚌埠江淮中学读初中，1942年在阜阳第四临时

串学高中毕业，考取了陕西汉中西北工学院冶金系。t945年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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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学校搬迁，返乡在阚瞳集金百中学当过一段时间教员。1947‘

年从西北工学院毕业后回到安徽，先后在凤台岳张集中学、蚌‘

埠崇正中学以教书为业。
。

1949年初，风台县城解放，周传典受命参加接收风台县-

中、凤台师范和风台简易师范三校，并将三校组成联合中学，

他被委任为副校长兼教导主任。

1949年9月，周传典在阜阳地区参加教研会议期间，地区：

领导根据他所学的专业，把他介绍到鞍钢，从此，周传典便开

始了他长达四十余年的钢铁工作生涯。

刚开始的时候，周传典被分配到炼铁厂当～名见习技术’

员，三个月后就担任了当肘全国最大的炼铁高炉的值班工长。

在这之前，值班操作的是日本工程师，周传典接任后，工作得

很出色。刚解放时的鞍钢，技术人员很缺乏，满足不了生产的

需要，周传典当值班长才7个月，党委又交给他一顼任务，培

养工人技师。周传典为此倾注全力，一面抓生产，一面抓培

训，34岁的工人李风恩，文化程度不高，但经过周传典的精心-

指导，进步很快，半年后，就被提升为工长，掌握大高炉的操

作。李凤思炼出的铁质量好，被评为优等质量技术员，后来他

当了武钢炼铁厂副厂长。这为后来从技工中培养工程师提供了

经验，并在鞍钢加盼推广。

鞍钢历史上有二大技术难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一是鞍

钢铁矿资源虽丰富，但98％是贫铁矿，必须先加工成细精矿

粉，再烧结成块状的烧结矿石才能用米炼铁。解放的，日本人

多次采用烧结矿进行炼铁都告失败，欧美专家也认为不可能；

二是高炉炼出的铁含硅太高，须要把三分之一的炼钢平炉用来

降硅，然后才能炼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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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试验时，用烧结矿在4号高炉炼低硅铁，结果一连3

个月都失败了。领导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担任2号高炉炉长的

岗传典，周传典知难而进，下决心攻克这两个难关，为中国人

争口气。他进行了一系列地试验、分析和改进，经过二个月的

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这一成功，奠定了鞍钢以后大发

展的基础，原料问题解决了，而且由于生铁含硅量降低，原来

用于降硅的炉子经过改造后可以用来炼钢，这样，就淡当时鞍

钢的钢产量提高了50％以上。

周传典因自己的杰出贡献荣立特等功，成为全国劳动模

范，先后到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去冀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

节嬲礼。1952年，周传典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义升任垒

厂值班主任。一年以后，他被冶金部任命为炼铁厂副厂长，成

为鞍钢历史上第一个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技术人员，领导着一

个生铁产量占当时全国70％以上的大厂的生产。
‘

依靠群众依靠党，深入调查研究，不畏艰难，锐意探索和

善子学习，吸取前入经验，从失败中找出成功的圈素，这就是

倒传典在这次重大试验中以及以后几十年工作中一直恪守不渝

舶詹条。

1958年，周传典告别鞍钢，开始了武钢建设的日日夜夜。

武汉钢铁公司是我国当时新兴拘钢铁基地，他调亲后，担任炼

铁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负责高炉的建设。在这段对问里，他

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除了工作，忘了一切。有一次竟从30多

米高的炉顶上跌下来，摔断了腿骨，躺在病床上，他仍然想曹

高炉建设。，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努力，高炉终于在同年9月13日

建戌授产。他怀着激动的心情，随武钢总经理一起到北京向党

王扣央毛主帮报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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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援朝鲜建设

1963年5月，周传典任冶金部主管炼铁的副处长。他正在

包头、太原钢铁公司搞调查研究，突然被急电召回。原来是赣

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有座高炉生产不正常，邀请我国派专家前去

会诊。于是周传典作为专家组组长，带领经验丰富的老工人管

建功和一个担任炉长的青年技术员，匆匆登上行程，到了朝

鲜。他们受到管工业的副首相亲切接见后，便赶到黄海钢铁

厂。周传典仔细察看了高炉的情况，判断是由于操作不当，致

使炉底温度过高，眼看就要烧穿，拔生爆炸事故。周传典果断
采取措施：先在高炉四周突击排水，使其干燥，然后再在炉周

围加筑一圈沙坝，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此后他又协同朝鲜厨

志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快速完成了炉子的大修，在与朝鲜同志

交流生产经验的同时，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金日成主1蒋、崔庸健委员长接见了中国专家组，并以朝鲜

劳动党中央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发来致谢电。黄海钢铁厂召开

隆重的欲送大会，给专家组同志每人发了奖。回国后，我外经

部和冶垒部共同给周传典、管建功等同志颁发了援外工作特等

功奖状。周传典他们以出色的工作，为中朝友好大厦又增添了

一块新的基石。

三、汗洒攀枝花

1964年初，周传典从朝鲜回国后不久，随王鹤寿同志下鞍

钢蹲点。这时的鞍钢经过“大跃进’’， “匣右倾”的折腾，生

产秩序混乱。为了彻底加以整顿，王鹤寿同志就要周传典留下

来当炼铁厂厂长，代理党委书记。但是他坚辞不就，自愿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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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0厂长，以便集中力量整顿生产。到了第四季度，鞍钢在王鹤

寿同志为首的党委领导’F，扭转了原来的局面，生产指标节节

上升，这里面凝聚着周传典同志的心血。1965年春，周传典奉

调回京，更重要的任务义在等待着他r。

四川攀枝花有个大铁矿，中央决定在那里建一个大型钢铁

基地。但是另ilJl．,的矿石是吃到高炉肚里“不消化’’的钒钛磁铁

矿，这种矿石的冶炼技术就连全世界的钢铁专家也头疼了一百

多年，可是，建设“大三线"是当时的战略任务，中央决定由
国家科委直接抓这个难关，各部门密切配台协作，冶金部从科

研、生产，设计、化验等方面的专家技术人员巾，抽调了一百

零八将，成立了试验组，组长就是周传典，副组长是老专家李

公达。当时的冶金部长吕东同志向周传典交待任务时说： 厶三

线建设人糸幽豕命运，只许战功，不准失败。"仕务十万火

急，大兢模试验全面开始了。

试验组经过分析论证，拟定了妥善剀试验方菜。第一步，

先在河北承德用小高炉进行模拟矿石试验，取得了初步经验；

第二步，剑四川西昌用攀枝花矿石试验，进一步扩大成果，第

三步，在首钢大高炉进行试炼，使各项技术更加臻于完善、一

百零八位英雄好汉，108颗火热的心，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

力拼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在各方的支持配合下，高炉

终于顺行了。只用了一百天时间，就突破了世界上一百多年的

难关，周传典等同志用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顽强的精神，为祖

国争得了荣誉。中央领导同志闻讯后，高度赞扬这一成就。吕

东同志说他们为钢铁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用传典代表试验组

到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做了汇报，这项成果获国家科技发昵

一等奖(集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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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冶金工业现代化要走中国式的道路”

／k十年代初，我国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举步维艰，各种

传统观念仍在束缚着人们思想。周传典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

点，大胆提出中国冶金工业现代化要借鉴外国先进经验，走出

自己特色的路子的设想，引起较大反响。这在当时情况下，是

要有见识和勇气的。说来，这还要得益于“文化大革命，，。

“十年浩劫"中，周传典被下放到冶金部的云南干校劳

动。在这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养牛，种菜，对于艰苦的生

活，他倒不在乎，令他痛心的是离开了：C作岗位，离开了他视

为生命的专业。周传典是闲不住的人，他心想，干什么工作都

要懂得辩证法，不让我工作，学学马列宅义总行吧f于是，劳

动之余，他抓紧分分秒秒时间，专功起了哲学著作，先后精读

了《费尔巴啥与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辨证法》等，写了大

量学习笔记，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水平大有提高。后来河南省

委党校请他当哲学教员，他讲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有人劝他干

脆改行搞哲学算了，他摇摇头，幽默地回答。 “还得吃技术

饭!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砂在干校六年打下的哲学理论

基础，对他后来的工作和学习获益非浅。

1972年，周传典离开干校回到北京，调冶余规剃院工作，

负责包头钢铁公司的技术攻关。这个公司从1959年投产后，生

产一直不正常，生产水平达不到设计能力的一半。攻戋组经过

调查研究基本摸清了情况，掌握了其技术规律，提出了对策，

逐步扭转了生产被动局面。

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不顾矗四人帮"

的干扰，为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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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果断措施。周传典参加了冶金部规划组，参与研究制定冶金

工业发展规划。在七十年代‘小{1阍，这是一顼艰难的使命，上

有“四人帮"干扰破坏，下有各种意见分歧。有入主张在海边

建大厂．，从技术、设备到原科全部进I-I，后来义有入主张拆旧

厂建新厂，把老设备推倒重来，周传典不同意这些观点，．据理

陈述i'1已的意见。翰：了日本，世界上其他钢铁产量高的国家都

没有这样做。他主张建新厂要走攀枝花的道路，在总结国内经

验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既要积极

引进又要有独创，而设备主要来源应立足于国内。

1979年，周传典出：目考察欧美一些国家的钢铁工业，历时

两个多月。归来后，他在冶金部党组扩火会议上做了一个发

言，谈了考察观感和对我曰冶金工业发腰历史和今后道路的认

识过程，后来他把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次年，．0((入k日。J乏》

上。他征文章中说，出国考察归来，对什么是现代化，在撅念

上产生了一次革命，国外钢铁工业现代化犬体上彳r伪种类型：

一类是H本式的，其大多数钢铁企业现代化程度很高，符台设

备，‘：型化，操作自动化⋯⋯的六火标志，另一类是西德、美国

式，90％以上的钢铁企业是利用老厂加以改造后同阵达到高水

平的现氏化，只有很少一部份企业符合六大标志。两者各有长

处，都省得学习借鉴，但后者投资少，见效快，产品妖量、生

产成本同样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因i『lj根据我们的国情，

重点应学习后者。不能不顾国力和实际情况，生吞活剥，硬搬

照套。对于引进后的先进技术设备，要迅速消化吸收。根据这

个思路和长期的实践经验．他系统地提出了我国冶金工业现代

化的六点建议。但在当时一窝蜂热衷于“引进”建大厂的思想

影响下，他的建议被一些人认为是唱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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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篇文章送到了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很快予以

印发，并加了按语。中央在去年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题

目，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实现“四化’’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虽

然有些部门和有些干部对这个大问题置若罔闻，不加理睬，但

是，确有许多有心入，他们埋头做调查，进行认真的思考和研

究，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不久，文章送到了邓小平同志那

里，他看后便说了我们文章开头的那段话。在中央的关心之

下，周传典终于有了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

周传典同志已是古稀之年的人了，但他仍奔波在生产第一

线，为我国的钢铁事业继续发出光和热。他就是这样一个中巨

人，生命不息，奋进不止，只知奉献，不求索取，自甘谈泊，-

不求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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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淮南煤矿建设四十年

张 建 怡

上篇：坎坷动荡的早年生涯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唐山市开平镇，家有薄地六亩，平房三

间，父亲和叔父都在开滦马家沟煤矿做工。1924年2月，我就

出生在这样一个半工半农的家庭里。1933年马家沟矿停办，举

家搬迁到赵各庄矿。在家乡，我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我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在内优外患之中。国内军阀混

战不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百姓倒悬，生灵涂炭；日本侵

略者步步进逼，“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铁蹄所至，烧杀

淫掠，惨绝入寰，更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在这样的环境

中长大，我饱尝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 ．t

1941年我初中毕业后，先考入河北省高中读书。不久，开

滦“林西工务员训练学校"招生，该校师资力量雄厚，大部分

教师是老北洋大学的教授，在那里不仅能学到知识，两且环境

优越，于是我又去投考，结果被该校录取。是年底，“珍珠港

事件"后，日军占领了开滦。此后，美国飞机轰炸林西，日军

在学校球场外架起了高射炮，林西的开滦俱乐部成了日军的兵

营，学习环境日益恶劣。在国难当头之际，大批爱冈青年不甘

当亡国奴，纷纷从沦陷区流亡到大后方。1943年秋，我的同学

齐矗华自东北来信说他要到后方去，我和他相约“后方见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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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矗华辗转到达陕西，考入了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我很羡

慕，也向往到西北或西南考上名牌大学。恰在这年的年来，我

校有一名同学被监工高某殴打，全校学生罢课，我是向校方及

矿方交涉的五位学生代表之～。此后，事态越闹越大，风传当

局要抓学生。离校南下，此其时也。于是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在

1944年2月，瞒着家庭出走了。我们怀着满腔救囤热情，为寻

求光明和希望，冒着生命危险，踏上了南下的征程。我的目的

地就是去大西北找齐盗华。
‘

离开唐山后，经北京，过新乡，打算绕道河南去大后方。

但在河南大召营附近的郭庄，被困了半个多月。因为日军头子

冈村宁次正在新乡布置入侵中原的战争，严禁通行，加之黄河

正值冰凌期，只好待机偷渡。一天夜间，我们沿着铁路旁的沟

壑，躲避着日本装甲车上迎面照来的探照灯和盲目扫射的枪

弹，偷偷越过封锁线，来到黄河岸边是晨羲微露。天亮后才发

现，这里聚集着很多准备偷渡黄河的人，大部分是从东北、华

北来的青年学生。白天一整天，大家都是躲在沙坑里或趴在地

上，以躲凝轰炸和扫射。到了夜间，大家互相搀扶着，星童着冷

彻骨髓、深及腰部的激流，抢爬上小渡船，偷渡到日寇尚未侵

占的南岸花园渡El。 ．

过了渡口，气氛大变。在去郑州的道路两旁．贴着不少大

标语：欢迎有志青年来报国，欢迎沦陷区青年来后方I全国军

民统一意志，抗战到底l⋯⋯等。我们一边走，一边高唱着

“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抗日歌曲，浑身热血沸腾。

从郑州又走了三天，到达洛阳。从新乡动身后，我随身穿的，

用的东西大部都已卖光，生活极端窘困。1944年4月，我只身

从洛阳经西安，宝鸡。过秦岭、汉中，抵达城固，，终于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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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齐矗华。为解决暂时的生计，三天后我又回到汉中，在褒

惠渠水利工程处谋得了一份搞测量的工作，同时复习功课，准

备高考。这年9月，我考入西北工学院矿冶系，总算实现了夙

愿，结束了半年多的流浪生活。

． 当时西北工学院分散在几个地方，一年级所在地叫七星

寺，这第一年是能否将大学攻读下来的关键，同学们戏称为

“鬼门关刀。因我基础课荒废的时间久，而新课程进度快，．没

有复习时间，功课压力大，又辞掉了工作，生活无来源，所以

处境极端困难。笔墨纸张无钱购买，夜晚读书只好凑着别人的

烛光或“刮蜡油”，冬天无褓衣，靠青年会救济；没有鞍子就

光脚穿草鞋，脚趾冻得象胡萝卜。艰苦的环境使我吃了很大苦

头i但也使我成熟起来，培养了我的正义感和坚韧不拔、吃苦

耐劳的品格。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对未

来充满希望。作为大学二年级学生，我匿景着将来能组织些同

窗好友，开发矿业，搞实业救国。但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

对，悍然撕毁“双十协定黟，于次年秋发动了内战，重新把中

国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19474引L京发生了美国兵强奸中国
女大学土事件，民主斗士圈一多、李公朴在昆明相继遇害，引

起人民的极大愤慨．学生奋起示威，反饥躐、反内战、反独裁

的民主运动麻卷全国。编偏在这多事之秋，我院有一位同学被

抓了壮丁，而当局却极力否认。在运送壮丁的火车即将开动

时，谈同学被其他同学发现，全学院群情激愤，拥进车站，抢

了发车的路签，迫使火车停开。接着举行要课，西北七所大学

一致声援，游行请愿。我又被推选为五位学生代表之一，到胡

宗南的司令部进行交涉，要求赔礼道歉，负责医药费，保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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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生抓学生当壮丁的事件。斗争取得胜利，慢慢复课了h可

是，传闻国民党政府要抓人，我们当代表的几个同学。心中惶

然，每晚都换地方睡觉。

无情的现实．把我的实业救国之梦打得粉碎。就在这种情

况下，我于1948年6月，从大学毕了业。我仍一心向往着搞自

已的专业，感到北方战火连天，西北不是久留之地，于是去了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找工作。但那里是小矿小厂，土法生产，

且人员臃肿，尤其是许多被解放军从东北赶跑来此的“劫收，，

大员们，终日游荡无事生非，那里怎是安心搞警业的地方呢l

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胜利进行，国民党的败象日益明显，蒋家王

朝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了。由于我政治上还比较幼稚，虽然对

现实感到幻灭，但又看不到出路，何去何从，心中充满了矛

盾。这时，我的小同乡王维中告诉我，他的叔父王槐三在淮南

八公山矿当矿长，经他介绍，我与1948年lO月来到了淮南煤

矿·

这一年底，淮海战役正酣，不少前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敬

兵游勇窜来淮南，矿区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在这历史转折关

头，煤矿的高级职员和技术人员．每个人都面临着“走”与

“留”的决择，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当时王槐三等人已先

行南撤了。我在林西时的老同学李香亭从南京来信，说有货轮

去台湾，约我同往。我经过反复考虑，下定决心。绝不做将家

王朝的殉葬品，就婉言谢绝了。李瑞是我在西北工学院的同

学，时任八公山矿工务科长。他就“走”与靠留，，征求我的意

见，我坚定地说， “不走l一，就这样，我们和许多人一道留

了下来，护矿迎来解放。1949年1月18日，宋子文苦心经营几

十年的官僚资本企业一～淮南煤矿，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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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解放后，．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支援前线，驻矿解放军夜

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他们关心群众疾苦，尊重科技人员，办事

效率高，解决问题快，深得群众的信赖和崇敬。从解放军身

上，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解放军同志

的革命精神，给全矿职工树立了榜样，带来了信心和力量。从

工人、管理人员到工程技术人员，都积极投入到恢复生产，支。

援解放全中国的劳动中去。生产水平和生产秩序很快走向正

常。我和大家一样，满怀豪情地参加了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

中，从此，在淮南扎下了根，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矿山技术工

作。

下篇：为淮南煤矿的建设发展添砖加瓦

四十多年来，我经历了淮南矿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解放前夕，淮南矿路公司只有九龙岗、大通、八公山三个

矿，一个规模很小的电厂和设备陈旧简陋的铁路，年产煤炭仅

万吨。设在洞山的工专算是淮南的最高学府。我工作的八公山

矿只有两个木支架的简陋斜井，地面有简易翻罐笼，利用倾斜

地形把煤运到北部，再用轻轨小火车运到河下码头，经淮河外

运。那里没有一条象样的道路，工人都住在简陋的茅草庵子

里，更谈不上文化娱乐场所。九龙岗西矿为本矿，东矿为2号

井分矿，大通矿有l 7、2、3号和5号井，3号井刚建成，设

计还较新颖，平台上矿车自动滑行，l千马力的汽绞车是从开

滦马家沟矿拆来的，在当时是国内比较先进的矿井。那时3个

矿的采煤方法都很原始、落后，回采率很低，巷道断面狭小，

通风能力不足，运输条件很差，安全状况极坏，经常出事故，

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我初来淮南所目睹的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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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幅破败景象。

解放以后，淮南煤矿的生产建设日新月异，改造老矿井，

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产量年年大幅度递增，逐步发展成为国

家重要能源基地。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迅速改善，逐步提

高，与过去天壤之别。看到这些，我由衷地高兴，我的实业救

国梦想，过去到处碰壁，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成为现

实。令人欣慰的是，淮南煤矿的发展，也有我的一滴汗水，直

到1985年3月退居二线，我依然时刻想着煤矿的生产和发展。

现在把四十年经历过的事就记忆所及叙述出来，如能对后人和

煤炭事业的发展有所助益，也算是发挥一点余热，了却一桩心

愿。

一、参加煤矿的生产建设、矿井改造和技术改革

在八公山矿，我先在l、2号井搞生产，以后负责3号井

的建设施工(此井现为新庄孜矿的主皮带机井)。当时八公山

矿地面上南有蔡家湖，北有钱家湖，皆与淮河相通，常年积

水，对井下采煤构成威胁。1949年，我们曾设想用挖泥船把淮河

泥沙排入湖内，淤平两湖。后因大规模治淮工程开始，淮南两

岸修筑了确保堤，故原设想未能实行。后来我们采取在湖内筑

“格子堤"的办法，在格内设水泵，煤采到哪一段，就在相应

的格子排水，保证了井下安全生产。 。

1950年9月，我调大通矿任副总工程师。以后几年内，直接

参加并领导了多种新采煤方法的试验和推广，如： 露倒台阶采

煤法力、 “水平分层木板假顶采煤法"、 “水平分层金属网及

竹笆馊顶采煤法”、“分段巷道采煤法矽等。为与新采煤法相

配合，同时进行了机械化回柱的试验和应用，由矿里自制绞

车，推广分段错茬回柱和多绳头回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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