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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机轰鸣，火红的钢坯在 1000 多

摄氏度的 2250 毫米热轧生产线上经反

复轧制，到了生产线末端，最终变为 1.2

毫米厚的钢板。

11 月 7 日下午，“不一样的内蒙

古”主题宣介活动暨全国经济媒体内蒙

古行采访团走进包头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包钢集团”）。

投产于 2013 年的 2250 毫米热轧

生产线， 是包钢股份轧制钢种范围最

大、 轧制规格覆盖最广的热轧生产线，

其产品具有强度高、精度高、表面质量

好等特点，而轧制节奏是限制该产线生

产效率的主要因素。

“短短 1 秒钟转瞬即逝，但在生产

线上却无比珍贵。 ”包钢股份稀土钢板

材厂党委委员、 副厂长苗瑞林介绍，针

对这一情况，稀土钢板材厂成立精轧生

产节奏提升攻关组，通过优化精轧入口

就绪条件、延后中间坯降速点、调整飞

剪剪切速度、优化入口区域两块钢安全

距离，加快精轧生产节奏。

2022 年， 稀土钢板材厂成功实现

精轧区域连轧机同时轧制“两块钢”的

突破，最快达到“第六架抛钢、第一架咬

钢”，迈入行业第一梯队。 此后，精轧生

产节奏持续加速。 2023 年 4 月， 实现

“第四架抛钢、第一架咬钢”，最短轧制

间隔达到 11 秒。

包钢集团追求极致效率的脚步从

未停止。 今年以来，该厂通过对标学习

改善，精轧区域连轧机轧制间隔时间在

原有基础上又缩短了 1 秒钟， 仅为 10

秒钟，达到投产以来最快。

稀土钢是我国锻造“大国重器”必

不可少的支柱性材料， 在“国之重器”

FAST 射电望远镜观光桥梁、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高铁轨道等重要建筑设备设

施中，都蕴含着稀土钢的神奇力量。 而

正是包钢集团研发的稀土钢产品，一举

打破了国外对优质特种钢产品的长期

垄断。

近年来，包钢集团聚焦高质量发展

目标，推动钢铁产品结构优化、档次提

升，不断蓄积起发展新动能。

机械手臂在空中有序地舞动着，切

边剪裁、质量检查、张贴标签……当采

访团走进包头稀土钢冷轧板材厂厂房，

偌大的厂房内几乎见不到人，但所有设

备都在按部就班地工作， 一个自动化、

智能化、信息化的工厂映入眼帘。

“走在生产线上，听不到人声鼎沸、

看不见火花四溅，钢铁产业已不再是脑

海中的传统模样。 ”包钢股份稀土钢冷

轧板材厂生产厂长王小平说，除了头尾

两处的操控室外，该车间已经全流程实

现了无人化的操作。

记者亲测了一下，从这条生产线的

起点到终点，步行大约需要 8 分钟的时

间，而在这 8 分钟的时间里，就有两卷

稀土钢原材料可以经过分切、 退火、平

整等 16 道工序， 得到稀土钢冷轧板材

卷。 它们“自动打包”，每天就有 4000

吨的冷轧板材可以“自动上车”，发往全

国各地。

“高洁净稀土铁合金制备技术成本

低，合金杂质元素低，在钢中应用稀土

收得率稳定， 钢材性能得到大幅提升，

比如在铸铁中加入高洁净稀土铁合金

后，抗拉强度提高了 40%以上、抗压能

力提高了 80%以上。”王小平介绍，这项

技术经中国稀土学会和中国稀土行业

协会联合鉴定， 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因为有稀土钢，我国也在全球率先

制订稀土钢新标准，主持修制定了 5 项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9 项稀土

钢产品企业标准，获得稀土钢方面授权

发明专利 14 项，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5

项。 经过几年发展，稀土钢品牌价值已

达 208.37 亿元， 跻身中国品牌价值

500 强。

目前，通过“稀土 + 钢”强力聚合，

包钢集团服务着我国航空航天、 高铁、

新能源和医疗器械等行业的高质量发

展，也实现了从传统的钢铁企业到世界

最大稀土工业基地的转型。

与此同时，包头市加快推动传统产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一批传

统行业企业焕发了新活力。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加快数字化转型，数构云工业互联网平

台成功入选国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内蒙古北方重

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自主研发

国产化大型装备实现新突破……

随着一项项科技新成果的诞生，催

生出一个个新业态，为包头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澎湃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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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包头 11 月 8 日电（记者 张

雪冬 张聿修 实习生 丁悦 朱昱晗）11

月 8 日上午，“不一样的内蒙古” 主题

宣介活动暨全国经济媒体内蒙古行

采访团走进了包头市， 深入探寻这

座城市在稀土产业创新与发展方面的

独特魅力。

包头市，被誉为“世界稀土之都”，

其稀土产业已形成了从采矿到终端应

用的完整产业链。 在这里，采访团见证

了稀土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科技创新

所带来的巨大变革。

在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记

者们感受到了浓厚的科技氛围和创新

气息。 该中心汇聚了国内外顶尖的科研

人才，针对稀土永磁、储氢、合金材料等

领域开展了 30 余项关键技术攻关，并

已授权专利 47 项， 参与编制标准 33

项。 此外，还开发了新装备、新产品、新

材料等 20 余项， 展现了强大的创新能

力。

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的技

术专家刘鹏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最新研

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减蓝光修饰

粉新产品。 这种产品能够将白光 LED

照明中的高能有害蓝光转换为可见光，

从而实现更健康的照明效果。 他手中的

展示品是一种利用光转化技术制造的

新型采光材料，特别适合用于台灯。 与

传统台灯相比，这种台灯的光源更为柔

和， 因为它的灯珠巧妙地隐藏在侧面，

光线从这里射向灯管，经过灯管的折射

和散射，最终产生均匀而柔和的照明效

果。

紧接着， 记者团来到了金力永磁

（包头）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亲眼

见证了稀土材料从熔融状态到成品的

转变过程。 熔液在高温下闪着耀眼的光

芒，铸片也散发着明亮的光泽。 经过一

系列精细的加工步骤，这些熔液和铸片

最终被塑造成各式各样的磁钢。 这些磁

钢将被广泛应用于风力发电、新能源汽

车及其零部件、节能变频空调等高科技

行业。

在这一过程中，讲解员向记者团普

及了磁性材料在家电行业的广泛应用，

尤其是在空调和冰箱的压缩机中。 他解

释说，这些压缩机的转子部分通常会嵌

入磁性材料， 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电

机。 这种电机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被

专门用于压缩机中。 无论是在办公室还

是家庭，我们都能见到使用磁性材料的

空调，它们最大的优势在于节能，与传

统空调相比， 节能效果可达 1/3 左右。

讲解员还提到，冰箱上的能效标识显示

为一级的绿色标签，通常意味着它使用

了磁性材料制成的压缩机，这是高效能

和环保的象征。 在这个领域，金力永磁

的技术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 全球

每生产 2.3 台空调， 就有一台的压缩机

材料是由他们提供的。 这一成就不仅展

示了公司在稀土材料应用领域的领先

地位，也体现了包头在全球稀土产业中

的重要地位，为实现从“世界级储量”向

“世界级产业” 的历史性跨越作出了贡

献。

卧龙永磁电机产业园则是包头在

稀土应用领域的另一大亮点。 这个现代

化的产业园区配备了先进的设备以及

强大的生产能力， 标志着包头在建设

“全球领先的稀土应用基地” 上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项目负责人介绍，该产业园将于今

年 12 月建成投产， 届时， 将形成年产

5.2 万套新能源汽车电机等产品的生产

能力，这将进一步巩固包头在全球稀土

应用领域的领先地位。

此外，“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永磁

电机产业园”项目也备受瞩目。 作为一

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

产业园区，它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和

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相

关企业入驻，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集群效

应。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包头全市稀

土产业增加值增速达 32.6%，保持迅猛

发展态势。 预计今年稀土产业产值将突

破 1000 亿元大关， 实现从“世界级储

量”向“世界级产业”的历史性跨越。

稀土产业发展迅猛 从“世界级储量”向“世界级产业”迈进

包钢集团：“稀土 +钢”强力聚合让钢铁产品“身价倍增”

采访团在包钢稀土钢冷轧板材厂参观 林则志 摄

工业长子包钢的稀土冷轧板材厂 林则志 摄

采访团走进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 林则志 摄采访团在包头稀土高新区稀土永磁电机产业园参观 林则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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