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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德 　 压力加工专家 。 １９３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生 ，浙江省杭州市人 。 １９６８ 年毕业于北
京钢铁学院 。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规划委员会副主任 。长期工作在工程技术第一
线 ，为我国不锈钢 、电工钢事业和轧钢技术的发
展做出贡献 。主持不锈钢攻关 、“高质量不锈钢
板材技术开发”国家课题和不锈钢改造 ，使不锈
钢工序成本大大降低 。形成一整套不锈钢生产
工艺技术 ；自主集成铁水为主原料 K OBM S
三步法冶炼不锈钢新流程 。采用强力粗轧机 、大
功率精轧机和世界最新 TDC技术改造热连轧 。
创新集成多项冷轧新技术 。主持建成国内第二
个冷轧硅钢厂 ，自主开发一整套冷轧无取向硅钢
生产工艺技术 。多次主持纯铁新材料研制 ，解决
多项技术难题 ，满足了国防军工和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等重点工程需要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
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全国科学大会奖 ，
国防科工委和冶金部联合奖 ，省部级一等奖 ５
项 、二等奖 ６ 项 。 出版译著 ３ 部 ，发表论文 ４０
篇 。 ２００５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结缘钢铁 一生无悔

我读的中学是杭州二中 ，前身是浙大附中 。
这是一所初 、高中兼有的完全中学 ，全省招生 ，
以师资力量强 、校风正而著称 ，现今仍是浙江省
最好的中学之一 。青少年时代 ，我喜欢体育 ，爱

好篮球 、排球 、乒乓球和跑步 。 读初三时 ，我就
成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兼体育部长 ，既强身健体 ，
又培养组织能力 ，还促使自己上课时精力集中 、
专心听讲 、认真笔记 、总结重点 ，及时复习 。 因
此 ，学习成绩一直不错 ，在当时 ５ 分制的考试
中 ，我基本上全是 ５ 分 ，称得上是学校的佼佼
者 。 学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勤奋刻
苦的学习精神为我的一生奠定了基础 。

１９５６ 年中学毕业 ，父母要我考浙江大学 ，
老师希望我考清华大学 ，但我的第一志愿选择
的是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 ，第二志
愿才是清华大学 。 这听起来很幼稚可笑 ，但却
是我当年立志投身钢铁的真实写照 。 这或许是
当时鞍钢三大工程建设的巨大影响 ，或许是“钢
铁是工业的基础”的感人号召吧 ！

６０年代初 ，北京钢铁学院专业教师奇缺 。
真没有想到 ，学校会把我这个当时正在鞍钢进
行现场教学的还未读完大四的学生 ，提前抽出
来当老师 ，更没有想到的是要我配合指导老师
带大五（当时北京钢铁学院本科实行五年制）的
毕业论文 ，还要求我同时学完大学剩下的全部
课程 。 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要教人家 ，大四
要教大五 ，压力可想而知 。 记忆中那是一段非
常艰苦的时期 ，白天边辅导 、边听课 ，每晚 １０点
才有空学习 、查阅资料 ，准备第二天的辅导 ，凌
晨两三点休息 ，５ 点又起床学习 。 有时彻夜不
眠 ，困了 、累了 ，就用冷水冲脑袋提精神 。这样 ，
经过一年的奋斗 ，总算勉强完成了任务 。

１９６３ 年 ，又一次机遇和挑战 ，学校要求青
年教师必须经过研究生的训练 ，但整个北京钢
院只招 ９ 名 ，难度很大 。 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拼搏 ：白天当助教 ，晚上准备考研 。由于大学学
的是俄语 ，研究生要考英语 ，实在太难了 。 一切
都得从头来 。 又是每晚学到凌晨两三点 ，５ 点
起床再学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 ，终于考上
了金属压力加工专业研究生 。

勤奋是进步的关键 。 这两次艰苦的经历 ，
锻炼了我的坚强意志 ，培养了不怕困难的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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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养成了熬夜的习惯 。 这对我后来在工厂
搞科研 、跟班做试验受益匪浅 ，也把我逐渐变成
了一个事业上的“工作狂” 。

１９６８年研究生毕业 ，由于我的研究课题是
冷轧硅钢片 ，当时全国只有太钢有冷轧硅钢试
验车间 ，为了专业 ，我选择了太钢 。 刚到太原 ，
生活很艰苦 ，天天吃粗粮 ，我和爱人没有房子
住 ，托人到处找 ，找到的是废弃的茅房 ，两人只
好分居在单身宿舍 ，两年后才搬进了一间
１４ m２的简陋小房 。 一家四口挤在一起 。 为了
让两个孩子养成爱学习的习惯 ，大人要以身作
则 ，除了新闻联播 ，不开电视 。 我看专业书 ，我
爱人在医院工作 ，我对她说 ，你就看小说吧 ！ 现
在我的一个孩子哈工大毕业后到了美国 ，一个
孩子上海交大毕业后 ，在上海工作 。

工厂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我从当工人开
始 ，进厂第二天就开上了轧钢机 ，这是一般学徒
工几个月后才允许做的事 。 经过几个月的岗位
劳动 ，得到了工人师傅们的认可 ，很快做了技术
工作 。 从技术员到总工程师 ，从课题组长到国
家重点创新项目的总负责人 ，在生产科技一线
一干就是 ３８ 年 。 这其中每一项成果无不凝结
着广大科技人员的群体贡献 ，无不凝聚着广大
工人的重要作用 。 我始终认为 ，知识分子有思
路 、有方案 ，但要真正出东西 ，离不开工人 ，工人
在实践中有丰富的经验 ，知道如何解决实际问
题 。譬如有一次 ，在试制国家重点工程用冷轧纯
铁板时 ，经矫直的钢板板型总不合格 。 怎么办 ？
我请来了有病在家休息的老班长 ，他只用十几分
钟就调整好了矫直机 ，出来的纯铁板平整了 。在
几十年的企业工作中 ，不管工作多忙 ，职务如何
变化 ，我总要经常到生产一线转一转 ，看一看 ，和
工人们谈一谈 ，吸取最基层的经验 。

人生经历往往是曲折 、坎坷的 ，由不得自己 。
我经受过两次挫折 ：住“牛棚” 、挑大粪 、种稻田 ；
被撤销一切职务 ，我只能从最底层重新做起 。我
曾“死”过两次 ：突然休克摔倒 ，掉了两颗门牙 ，把
整个脸都摔变形了 ；被医院误诊为肝癌后期 ，只

能活三个月 ，结果切掉肝的三分之一 。
面对这些 ，我没有颓废 ，没有消沉 。 为了事

业 ，就在诊断我肝癌后期 ，生命即将结束 ，把我
送往医院的途中 ，我要求司机送我到办公室 ，打
开柜子 ，告诉同事们 ，我积累的资料都在这里 ，
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拿走 。 为了事业 ，手术切掉
三分之一肝后 ，不到两个月 ，我就回到了岗位 ，
重新投入紧张的工作 ，争取把损失夺回来 。

我常想 ，一个人的机遇不是常有 ，但充实自
己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到 。 机会没来时 ，不妨先
充实 、完善自己 ，积蓄才干 。 不管遇到什么情
况 ，千万不要荒废自己 。在受挫折时期 ，我还前
后翻译了 ２００ 多万字的文献资料 ；而且每次参
加会 ，我总要坐在第一排 ，坐在领导的眼皮底
下 ，一是迫使自己认真听 ，既然开会 ，就要从别
人发言中得到启发 、增长知识 ；二是有利于参加
讨论 、发表意见 、提高自己 。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 ，一帆风顺的人是很少
的 ，大多数的人都会遇到曲折 、坎坷 ，我就是后
面这样一种人 。 磨难多的人就必须加倍努力 ，
比别人做出更多的付出 。 由于常年超负荷工
作 ，我多次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即使在办公室和
医院病房输液时 ，还坚持工作 。 尽管在太钢的
征程不算平坦 ，但我热爱太钢 ，因为我的事业在
太钢 ，是太钢为我提供了平台 ，让我增长了才
干 ，有了用武之地 。 我立志扎根太钢 ，矢志不
移 。 在最困难的时候 ，有人劝我离开太钢 ，我不
动摇 ，坚守岗位 。 在取得成绩的时候 ，更有不少
单位想挖我走 ，我不为金钱所动 。 我把坎坷和
挫折看作是对自己意志的锻炼和毅力的培养 ，
也是我人生历程中另一种财富的积累 。 它教会
了我做人和做事 。

我已年过花甲 ，但在院士中 ，却是个刚入院
的“小学生” ，是个“新兵” ；加上我又长期工作在
企业生产一线 ，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 为了珍
惜院士这个崇高的称号 ，我要不断进取 、努力工
作 ，继续为祖国不锈钢 、电工钢和轧钢事业的发
展竭尽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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