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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每一天的价值
——记太钢热连轧厂原副厂长王其峰

编者按：2012年7月8日，太钢热连轧

厂原副厂长、清华大学1970届电机系校

友王其峰因病去世。8月31日，王其峰的

同班同学严继昌校友给本刊编辑部送来同

学们收集的太原当地媒体对王其峰事迹的

报道，共54份。严继昌学长说：“罹患白

血病12年，王其峰瞒过了几乎所有的同

事、同学和亲人……看了这些报道，我们

全班在沉痛中为拥有如此优秀的同学而骄

傲！”本刊编辑部摘发6月1日《太钢日

报》文章（当时王其峰学长尚在医院抢

救），向王其峰学长致敬。

5月25日，又一个普通的星期五。热

连轧厂返聘专家王其峰没能像往常一样在

厂里审阅图纸，而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度

过接受重症监护的第20天。清醒时，他忍

不住对前来探视的同事说：“要不把标书

拿来，我在医院也能看一看。”看到身患

绝症的王其峰仍然如此忘我，同事们被深

深地感动了……       

生死是人生最大的考验

2000年，一次例行体检中，王其峰被

检出白细胞异常。经过骨髓穿刺检查，

终被确诊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生死是

人生 大的考验。听到这个消息，他一下

子愣住了，一个人在医院呆坐了两个多小

时。遭受车祸没多久的爱人能经受住这样

的打击吗？孩子的学业和工作会不会受到

影响？厂里正在筹划的大规模技改可怎么

办……他后来说：“那天我想开了，人得

正视现实。每个人总有走到头的一天，再

伟大的人也难以避免，但活着的每一天都

应该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王其峰没有将患病的消息告诉任何

人，而是若无其事地继续上班。1549mm生

产线改造，他从早上进现场一直工作到凌

晨，许多年轻人累得腿都发软，他硬是60

多天里没回一次家，吃住在厂里，连换洗

衣服都是托人捎来。新建2250mm生产线

时，尽管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但仍然带

领职工没日没夜地调试了三个月，创造出

设备安装调试的世界纪录。厂里设备出了

故障，无论半夜三更，他都第一个冲到现

场。一次中修，计算机系统突然瘫痪，大

家急忙查找原因，其他人轮班休息，他却

一直在现场呆了一周，累了就在冰冷的

防静电地板上睡一会。他知道，自己的

时间就像钢铁生产的流水作业，需要按

分秒计算。

王其峰 不愿看到被病痛压垮的那种

精神状态。爱人偶然通过化验单了解到了

他的病情。眼看瞒不住了，他反过来安慰

爱人说：“同事们都不知道我患病的消

息，大家就会像平常人一样待我。每天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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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技术问题能分散对病痛的注意，整天呆

在家里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思想负担。”他

的身体虚弱，经不得磕碰，爱人总是放心

不下。他就答应每天打电话汇报身体状

况，数年下来两人竟养成了定时通话的习

惯。“他的病得到较好的控制，精神支撑

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一方面，他心理素

质很好，也看淡了生死。另一方面，同事

们待他就像亲人，有事都喜欢请教他，他

愿意去厂里工作。这种工作氛围和精神上

的认同感给了他巨大的支持。”一生相伴

的爱人理解他。　　

同事们都尊称他为“老王厂长”。从

新厂筹建到2004年离开岗位，王其峰在热

连轧厂当了12年设备副厂长，返聘后又担

任技改工程项目副经理近8年。住院的当

天，副厂长李斌从成都赶回太原到医院了

解情况。“从他爱人口中我第一次知道，

老王厂长早就得了白血病，并且伴有其他

严重病症。”李斌说，同事们都很震惊，

因为在住院的前一天他还来厂

里上班，正在准备下一周与外

国专家进行技术交流。这么多

年，热连轧改造项目上许多核

心技术，都由他全盘考虑。现

在筹划和建设的罩式炉改造等

七八个项目，从前期可行性研

究、谈判交流到立项、项目设

计审查、电脑编程，他都是主

要参与人。

王其峰总是把工作摆在第

一的位置。身患多种疾病，冬

天是他 难熬的季节，每年到

4月份都需要穿着棉衣保暖。

可就在2011年冬天，上海某厂

家为太钢制造的精轧机主电机准备组装出

厂，王其峰坚持要参加出厂测试。他说，

以前使用的电机故障较多影响生产，这次

项目改造的关键就是电机制造质量，一定

要去一趟。到了上海，随行的设备科副科

长支成勇考虑到他身体虚弱，要安排他多

休息休息。他却放不下心，在厂区各个车

间来回走动，逐个工位进行察看。现场没

有坐的地方，他就一直站着，直到一周后

首台电机完成性能测试。还是2011年冬

天，由于胃部出血，厂里专门安排人陪他

到北京看病。他却说，这一趟不能白去，

捎带着也要干点活。就这样，他去北京

后，仍抽出时间到某厂家了解定做设备

的制造情况，担心不能按时交货影响工

程进度，临走时还特意对工期和质量进

行了要求。　　

工作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如果说王其峰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

2010年，严继昌（中）赴太原家中看望同学王其峰、邱
惠玲夫妇。图片左下角为王其峰、邱惠玲清华入学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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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那就是他没有个人爱好。技改办主任

白卫星是进厂 早的一批职工，他印象中

王其峰“不会玩”，每天只是在读书和看

资料。虽然已经是厂里的技术专家，仍然

从早到晚钻研业务。其实，王其峰精通绘

画、围棋等，他画的肖像画惟妙惟肖，两

个儿子的象棋、围棋都是他教会的。会归

会，但他不喜好。唯有对工作和自己的专

业 是热爱，并享受到了工作带给他的人

生乐趣。他对孙子说：“学习是苦的，但

当你真正投入了，你会发现学习有无穷的

乐趣，学习也是快乐的。”　　

热连轧什么 关键？许多人会说是

“三电”系统——计算机、电气传动、自

动化仪表，几乎所有生产动作都要靠电来

控制，而王其峰就是公认的“三电”系统

权威，是典型的技术专家。1970年清华大

学毕业分配到太钢，1992年来到热连轧厂

任职。“他技术精湛、专业水平高，是L1

控制系统和传动技术方面的知名专家。”

李斌说，1974年国内首次系统引进国际先

进的1.7米轧机，他就作为自动化控制方

面的专家被冶金部点名赴武钢援建。4月

11日，厂里设备事故无法解决，凌晨一点

还把他请到了现场处理。　　

住院的那天正好是王其峰66岁生日。

躺在病床上，他还是很遗憾，热连轧厂有

他热爱的工作，有他的精神寄托。他本来

计划好参加完新一轮项目改造，就退休回

家。病床上他总念叨着开标、审查资料。

家人就劝他，你带病工作这么多年，一直

保持精神生活的愉悦和充实，其实已经给

自己创造了奇迹。　　

王其峰常对年轻的同事说起一个简单

道理：你好好干是一天，不好好干也是一

天。好好干了有人会看在眼里，而且长的

是自己的本领。通过好好干，自己的能

力提高了，将来会有好处，对厂里也是一

份贡献，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干呢。王其峰

的爱人记得，不久前一天晚上，药刚刚煎

好，还没有开饭，厂里突然打电话来，设

备无法正常运转，问他能不能去解决一下

故障。他二话没说，喝了一碗药就出门

了。他喜欢和技术人员一起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每排除一个故障他都欣喜若狂。

指导现场人员处理完故障回家后，看得出

来他非常高兴。他感到这一天没有白活，

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自动化控制领域知识更新快，要求技

术人员不断学习和认真研究。王其峰年龄

大，学习劲头却 足。厂里先后引进过

日美德三套 先进的控制系统，其中许

多技术都是国内首次引进，每回他都从零

学起。短短几年，从掌握到精通、从使用

设备到开发新功能，他成了大家的学习标

杆。他就是喜欢研究技术，把自己的专业

和技术看得比什么都重。他认为，没有掌

握好专业和技术，回报知遇之恩、实现自

身价值就是一句空话。凭着这股子认真劲

儿，在德国学习期间，他仔细审阅外方资

料，发现了设计方案中遗漏了一台重要设

备，为太钢避免了重大损失。　　

技术人员喜欢向王其峰请教问题。住

院前一天，支成勇找他讨论改造项目的电

缆选型问题。现场施工难度过大，需要修

改设计方案，可设计方出于保守考量，

不愿承担相关责任。王其峰没有考虑那么

多，也没有因为自己是返聘人员而用模棱

两可的话推脱，而是认真负责、仔细计

算，拍板定下了优化方案。支成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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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喜欢去他办公室讨论问题，只要

是技术上的事，你要谈下去，他就和你谈

到底。”　　

他给年幼的孙子读过一段《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人 宝贵的是生命。生命

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

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对他

来说，这不仅是名言警句，还是一种价

值观。　　

真实的人生最具穿透力       

王其峰的小儿子劝说父亲出院后就不

要再上班了，可以在家写两本书。一本写

专业技术，另一本写他十余年的中医药研

究心得。他说，专业技术的那一本早已完

稿，如果能出版，希望帮助年轻的技术人

员更快地掌握技能，更好地为太钢服务。

在许多职工心目中，王其峰是热连轧

厂的幕后英雄与受人尊重爱戴的技术权

威，多年来一直默默地站在团队的背后，

躲在光环和荣誉的旁边，用敬业的精神感

染了一批批技术带头人，用辛勤的汗水浇

灌出了1549mm和2250mm两条太钢的“生命

线”。　　

1549mm生产线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太

钢的“半壁江山”。全线为从日本引进的

二手设备，其中电气设备安装要从零开

始，一方面依靠国内支援力量，另一面就

是王其峰带领的年轻团队。设备投产时，

引起国内外电气自动化领域巨大震动，业

界对他们掌握技术的速度和程度极为敬

佩。2002年，生产线大规模升级改造，控

制系统要推倒新建。他和团队成员待在现

场的时间 长、工作 苦。通过努力，完

成了对整条生产线数百台主要设备和数千

个控制点的全自动、高精度控制。　　

2250mm生产线代表了当时世界热连轧

技术的 高水平。按要求，工程必须于

2006年上半年投产，其中主电机、计算

机、各类仪表等有成千上万件设备，仅电

缆的长度就有1000余公里。留给王其峰团

队的安装调试时间是三个月，并要求一步

到位、保质保量。他充分发挥厂里的技术

力量，主动分担外方任务，把每件工作都

做到位，大幅缩短了调试时间，确保了生

产线一次试车成功。　　

技术人员深受像王其峰这样的老一辈

热连轧人的影响。尤其是建厂初期，厂里

大多是刚刚步出校门的年轻人，现场经验

缺乏，专业力量薄弱。20年过去了，一支

强大的“三电”技术队伍已经成长起来。

目前，该厂设备故障率和功能开发程度都

属于世界水平，电气、自动化等专业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他们做成的许多项目成了

设备供应方的“活广告”。许多国际知名

的厂商都希望参与厂里的项目改造来锻炼

提高。“你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热连轧搞

电的人大多是老王厂长一手带出来的，无

论是专业技术还是敬业精神。”自动化作

业区主管马峰说。　　

“王其峰是一名真真实实、普普通通

的职工，只是尽自己的能力做了一点自己

喜欢的事情。要说贡献，那是靠全体热

连轧厂职工的辛勤努力。”面对记者的

采访，他和他的家人反复强调说。王其

峰把自己的年华和才干献给了热爱的太

钢，献给了喜欢的“三电”技术，他的

精神和经历穿透人心，感动了身边的每

一名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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