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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丁总，帮我把滞销的苹果卖了出
去，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天津
市蓟县西龙虎峪的郭树学是一位地地道道
的农民，他一直苦心经营着自家的苹果园，
但收益却不理想。蓟县苹果本就知名度不
高，又赶上现在全国水果销售形势都不好，
他家果园中的苹果处于滞销状态。而这一
情形，在遇到“丁总”后有了改观。

郭树学口中的“丁总”其实年龄并不
大，就是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2013 级硕士研
究生丁小恒。去年上半年，他和计算机与
控制工程学院 2008 级本科生高杨一起，
创建了“草帽农场”团队，目的是建立从

“农民手中”到“用户家中”的“O2O”一体化

直通车。
“创业要抓住痛点，痛点解决好了，就

是‘利器’！”抱定这样的想法，本科时期就
已经有创新梦想的丁小恒在研究生期间踏
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在丁小恒看来，第一个痛点在于农产
品没有“标签”，出现问题后难以溯源。“商
品一般都有品牌，我国农产品却很难有其
专属品牌，烟台苹果、葛沽萝卜等虽然在
农产品种类前都有一个定性的名称，但表
明的只是产地属性，并不等于品牌。美国
有‘都乐’这样的农产品知名品牌，我希望

‘草帽农场’可以成为中国的农产品知名
品牌。以后人们提起它，就会想到安全、

绿色、可信赖。”丁小恒有着自己的长远目
标。

“草帽农场”经营的所有农产品，必须
经过团队亲自考察、确保产品绿色安全后，
才从产地直接购入。在做蓟县苹果项目之
前，“草帽农场”还做过陕西猕猴桃、云南石
榴、汉沽玫瑰葡萄等。尽管目前还没有完
全实现农产品“扫码即视”，但也算有了“草
帽农场”这个标签，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
产品的绿色属性。

另 一 个 痛 点 ，就 是 农 产 品 的 销 路 问
题。在不少农村，农产品生产分散，难以形
成规模效应，导致销路受阻。

“前几年还有人上门收苹果，现在却没

人来了，再不抓紧运出去，就只能看着它烂
在果园里了。”正在郭树学犯难的时候，丁
小恒出现了，不但帮他卖掉了苹果，每斤的
收购价格还比以往批发商给出的价格高了
不少。虽然郭树学不知道丁小恒是用什么
方法做到的，心里却对这位大学生老总佩
服得很。

“在农村，一定要用好电商这个利器，
架起从农户到用户的直通车！”丁小恒坚
信，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我国广
大农村，电商的应用是一片蓝海。

于是，丁小恒和他的团队利用微信、微
博的传播力在线卖起了苹果，还在天津市
内设置了若干自提点。由于从农户手中直

接收购省去了中间的若干环节，60 元一箱
（20 斤）的 价 格 在 市 场 上 还 是 相 当 抢 手
的。而“满 15 箱包邮”的优惠政策，又契合
了时下最流行的“拼团”购物的模式。

有人说，丁小恒的两大创业利器实际
上是“品牌”和“渠道”。“这只是人们表面看
到的，市场的接受、团队今后的长远发展，
最终凭借的是消费者的认可，我们必须做
好产品本身，因为我们不想做只是凑了个
热闹的短命创业团队，我们想走得更远。”
丁小恒希望，正在开发中的农产品溯源体
系今后能进一步完善，也希望帮助农民了
解电商、学会运用电商，“授人以鱼”更要

“授人以渔”。

跨海大桥、舰船用钢、高强度汽车用钢
⋯⋯被誉为“工业粮食”的钢铁，作为重要
的结构和功能材料，在国民经济、人民生
活、国防安全等方面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然而近年来，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钢材
价格低位徘徊，钢铁企业盈利状况难言乐
观。在这一状况下，钢铁企业生存困局该
如何破解？钢铁行业又该如何实现从“黑
色”向“绿色”的华丽转身？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王国
栋以多年来努力攀登钢铁轧制技术高峰中
积累的学术积淀和实战经验给出了答案：
化解危机的压力是寻找新路径和新动力的
契机,创新是引领钢铁行业走出寒冬、绿色
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高碳排产业向低碳
化发展的不二法门。

做绿色钢铁的全球领跑者

在王国栋的话语中，有一个高频

词，那就是“领跑者”。通过设备升级

和新技术开发，不断提高钢铁生产的

质量和效益，实现绿色、低耗钢铁生

产，从跟跑、并行，直至让中国成为世

界绿色钢铁工艺的全球领跑者，这是

王国栋毕生的梦想

现已年过古稀的王国栋，数十年如一
日地以钢铁般的意志“鏖战”在钢铁绿色轧
制技术的第一线，在轧制关键共性技术、钢
材组织和性能调控、短流程生产技术、轧制
过程控制和自动化方面取得了一个个有重
大意义的创新成果。这些成果中，超级钢
的开发就像一座里程碑，标注出领跑者的
速度和气魄。

1998 年，国家 973 计划项目——“新一
代钢铁材料重大基础研究”立项，其中“铁
素体—珠光体钢实现晶粒细化的基础研
究”课题落在东北大学王国栋教授科研团
队的肩上。

与日本等国追求的晶粒极度细化不
同，王国栋创新性地提出“晶粒适度细化和
复合强化”的学术思想。思路一变天地阔，
经过近一年的实验室研究，王国栋与他的
科研团队刻苦攻关，破解了提高材料抗拉
强度、降低屈强比和在现有轧机上生产超
级钢两个难题，采用传统控轧控冷技术，研
发出新一代钢铁材料原型钢——超级钢。

随后，他们与宝钢集团合作，在 2050
热连轧机生产线上实现了超级钢热轧带钢
的工业试制和生产。

在与一汽集团公司合作的过程中，应
用超级钢制作的汽车底盘承重梁等部件不
仅各项指标全部满足要求，而且每吨钢可
以降低成本 200元至 300元。

这一课题连创国际竞争的 4 个第一：
第一次在实验室条件下得到了原型钢样
品；第一次得到钢铁工业生产的工艺窗口；
第一次在工业生产条件下轧制出超级钢；
第一次将超级钢应用于汽车制造。这一研
究成果被应用于宝钢、鞍钢、本钢等企业，
已批量工业生产超级钢数百万吨，产生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完成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开发
出“超级钢”以后的 10 年间，王国栋和他的
团队继续瞄准钢铁行业绿色化、减量化的
大方向，聚焦新一代轧制控制冷却技术这
一热轧钢材最重要的关键共性技术，最大
限度地挖掘钢铁材料的潜力，减少生产过
程中的消耗和排放。他们针对钢板、钢管、

型钢、棒材和线材等不同的钢材门类，开发
出可以极均匀实现钢材极限冷速的不同类
型超快速冷却系统。开发的先进自动控制
系统可以与轧制线其他部分的控制系统无
缝连接，根据不同钢材的冷却要求，准确控
制冷却路径和参数，实现钢材产品组织和
性能的优化调控。这些创新工作为钢材的
组织性能控制和钢材由“中低端”升级到

“中高端”发挥了重要作用。
凭借先进、精湛的新一代控轧控冷技

术和良好、周到的工程服务，王国栋及其团
队在一些重大生产线的招标过程中，频频
击败国外顶尖公司，向企业提供全套的控
轧控冷工艺、装备、自动化系统；一些刚刚
引进的国外先进生产线，也纷纷采用这一
技术进行改造。他们还与企业一起，利用
这些工艺与装备，开发出新一代的绿色化
钢铁材料，实现了钢材品种的更新换代。

这些绿色化的钢铁产品，有力地支持
了我国现代化建设。981 钻井平台、观音
岩大型电站、新一代舰船、南海荔湾深海油
气田厚壁管线、驰骋北冰洋的高技术船舶
等等，这些光彩夺目的“国之重器”,承载着
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凝聚着王国栋及其团
队的心血和汗水，更是他们心中的幸福和
骄傲。

协同创新带动行业振兴

创新注定是一条不平坦的路。王

国栋坚信，只有下定“壮士断腕”的决

心，坚持协同创新、产学研用结合，才

能引领中国钢铁行业走出产品严重同

质化、企业间恶性竞争的困境，从粗放

走向集约，真正让钢铁业为国民经济

强筋健骨

“要做第一流的科技创新国家队，不仅
要突破高校内部的体制机制壁垒，还要汇
集行业各类创新要素，集中优势科研力量，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面向企业实际需求开
发行业共性关键技术。”谈到由东北大学牵
头的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担任中
心副主任的王国栋颇具战略思维。

创新注定是一条不平坦的路，但王国
栋坚信，只有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坚持
协同创新、产学研用结合，才能引领中国钢
铁行业走出产品严重同质化、企业间恶性
竞争的困境，从粗放走向集约，减掉虚胖的
赘肉，真正让钢铁业为国民经济强筋健骨。

几十年来，王国栋不遗余力地倡导创
新链和产业链的对接。2014 年，由东北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钢研集团、中科院
金属所等单位和宝钢、鞍钢、武钢、首钢等
冶金院所和大型钢铁企业共同组建的钢铁
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通过了教育部、财
政部的认定。

中心以“绿色制造、制造绿色”为钢铁
行业绿色化转型的发展战略，不断研发先
进技术装备，优化生产工艺流程，降低能源
资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制造；
优化、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性能，开发
高端钢材，支撑国民经济和战略新兴产业
的绿色化、可持续发展。这一平台的搭建，
促成了创新成果的涌动。

针对鞍钢 4#和 5#热镀锌线锌层厚度
横向分布不均等质量问题，中心下大力气
协助鞍钢技术研究院改进镀层厚度与均匀
性控制技术，使镀层厚度偏差大幅降低，镀
层均匀度有效提升。目前，这些以中低端

产品为主的涂镀生产线，已成功改造成为
生产高质量汽车、家电用涂层产品的中高
端产品生产线，产品已经应用于奔驰、高尔
夫等中高档汽车上。

中心在唐钢京唐港中厚板公司率先进
行了“靶向式”改造试点，预计 2016 年年终
将可以由中低端产品生产厂跨入中高端产
品生产厂，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在王国栋看来，协同创新中心只要动
员钢铁行业和相关行业产学研用各个方面
的力量，行业协同，学科交叉，创新驱动，钢
铁行业一定可以走过目前的困难，实现有
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绿色化的发展。

真做科研 做真科研

问题是创新的原点，需求是创新

的原动力。“我们一定要把研究开展在

工 程 里 ，把 我 们 的 论 文 发 表 在 产 品

上！”王国栋认为，企业的机器一年 365

天开转，只要生产，就会有问题需要解

决。我们如果针对这些问题开展研

究，给出答案，那研究得到的成果必然

很快就转化为生产力

在王国栋的办公室最醒目的位置，有
这样一幅条幅：真做科研，做真科研。这是
他的心声，更是他科研品格的真实写照。

王国栋一直认为，实践出真知，干是硬
道理。如果远离实际，只是趴在计算机上
进行自圆其说的“模拟”计算，就难以面对
国家和人民对我们提出的重大需求。这种
情况下，不仅产生不了真正的科学家，只能
培养出一批学术界的“周老虎”。

项目从哪里来？在王国栋看来，答案
就在实践中，在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上。他
认为，企业的机器一年 365 天开转，只要生
产，就会有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如果针对
这些问题开展研究，给出答案，那研究得到
的成果必然很快就转化为生产力。“我们一
定要把研究开展在工程里，把我们的论文
发表在产品上！”他说。

问题是创新的原点，需求是创新的原
动力。“实验室要始终敏感地捕捉行业发展
的前沿问题，开发一批创新的工艺技术，研
制出一批创新的工艺装备，向社会奉献出
一批引领性的钢铁工艺产品，打破国外技
术垄断，填补国家钢铁技术的空白。”这就
是王国栋一直倡导的“工艺—装备—产品
—服务”一体化的系统创新机制，也是他们
服务企业、不断创新的法宝。

10 年前，我国经济大踏步发展济大踏步发展，，基本基本
建设如火如荼建设如火如荼，，重点工程星罗棋布重点工程星罗棋布，，需要大需要大
量高档次的工程机械用钢量高档次的工程机械用钢、、耐磨板等高强耐磨板等高强
度钢板度钢板；；舰船舰船、、潜艇的建造潜艇的建造，，也急需各种极也急需各种极
限规格限规格甚至超极限规格的高强钢板甚至超极限规格的高强钢板。。但是但是
对这类钢板进行热处理的辊式淬火机对这类钢板进行热处理的辊式淬火机，，我我
国并不能自主制造国并不能自主制造，，从国外引进价格也十从国外引进价格也十
分昂贵分昂贵。。市场上市场上，，极限规格高强板的价格极限规格高强板的价格
飙升到数万元飙升到数万元，，自主建造辊式淬火机已经自主建造辊式淬火机已经
迫在眉睫迫在眉睫。。

这种情况让王国栋和他的团队看在眼这种情况让王国栋和他的团队看在眼
里里，，急在心上急在心上。“。“我们不但要研究工艺技术我们不但要研究工艺技术，，
还要研究装备和自动化系统还要研究装备和自动化系统！”！”

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真知。。王国栋和他的团队走访王国栋和他的团队走访
了钢板用户单位了钢板用户单位，，了解了这些高强钢板使了解了这些高强钢板使
用部位和性能需求用部位和性能需求，，又解剖了国外引进的又解剖了国外引进的
高强钢板高强钢板，，分析了这些材料的组织和性能分析了这些材料的组织和性能
特点特点。。同时同时，，走访钢厂走访钢厂，，考察引进淬火机的考察引进淬火机的
性能和特点性能和特点，，且特别注重向现场操作人员且特别注重向现场操作人员

了解引进设备存在的问题了解引进设备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恰恰
恰就是他们攻关的目标恰就是他们攻关的目标、、创新的原点创新的原点。。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正在这正在这
时时，，太钢临汾中厚板厂提出建造一台辊式太钢临汾中厚板厂提出建造一台辊式
淬火机淬火机，，以满足高强钢板和高端不锈钢板以满足高强钢板和高端不锈钢板
热处理需求热处理需求。。考虑到进口设备的价格和质考虑到进口设备的价格和质
量量，，他们决定选择在国内寻找自己的合作他们决定选择在国内寻找自己的合作
伙伴伙伴。。王国栋的学生王昭东王国栋的学生王昭东、、袁国等一批袁国等一批
3030 岁左右的年轻新秀来到晋中腹地岁左右的年轻新秀来到晋中腹地，，白天白天
下现场调研下现场调研，，向企业技术人员和工人请教向企业技术人员和工人请教
学习学习，，晚上讨论晚上讨论、、整理设计与实施方案整理设计与实施方案。。一一
个多月后个多月后，，当厂里的专家拿到初步方案当厂里的专家拿到初步方案，，立立
刻得出结论刻得出结论：：这些小伙子能行这些小伙子能行！！

转眼之间转眼之间，，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工程项目也进工程项目也进
入现场安装阶段入现场安装阶段。。这是一台长这是一台长 2020 余米余米，，宽宽
近近 1010 米米，，高约高约 77 米的庞然大物米的庞然大物，，重量达到重量达到
200200 余吨余吨。。整台设备全部自动化控制整台设备全部自动化控制，“，“一一

键式键式””完成完成。。
接着接着，，他们又挥师南下他们又挥师南下，，南钢南钢、、宝钢宝钢、、新新

余余、、华菱涟钢华菱涟钢、、酒钢⋯⋯众多钢厂接受了这酒钢⋯⋯众多钢厂接受了这
个示范个示范，，接受了这些年轻人的作品接受了这些年轻人的作品。。这批这批
年轻人走南闯北年轻人走南闯北，，转战四方转战四方，，自从他们登上自从他们登上
淬火机的大舞台淬火机的大舞台，，就结束了引进淬火机的就结束了引进淬火机的
历史历史。。这这 1010 多年来多年来，，他们的设备逐渐覆盖他们的设备逐渐覆盖
了国内市场了国内市场。。

制造出设备并不是结束制造出设备并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而是另一场
战斗的开始战斗的开始。。在王国栋的带领下在王国栋的带领下，，这些年这些年
轻人又根据不同材料性能要求轻人又根据不同材料性能要求，，不断完善不断完善
成分设计和工艺制度成分设计和工艺制度。。最终最终，，他们掌握了他们掌握了
从重要材料到核心技术的全流程从重要材料到核心技术的全流程，，受制于受制于
人的历史从此结束人的历史从此结束！！

绿色是生命的颜色绿色是生命的颜色，，代表着希望代表着希望。。以以
创新助推钢铁从创新助推钢铁从““傻大黑粗傻大黑粗””向向““绿精富强绿精富强””
转变的征程中转变的征程中，，王国栋仍然志在千里王国栋仍然志在千里！！

王国栋，1942 年出生于辽宁大连，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数十年如一日地以钢铁般的意志“鏖战”在钢铁绿色轧制技术的第一线，在轧制关键
共性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个个有重大意义的创新成果，先后主持和完成多项国家重大基
础研究规划项目（973）、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项目（863）、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
为我国超级钢的开发、生产和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超级钢之父”

“超级钢之父”王国栋：

绿色轧钢绿色轧钢 创新模范创新模范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王钰慧

大学生丁小恒和他的“草帽农场”
□ 本报记者 牛 瑾 通讯员 马 超

图①王国栋院士在实验室。

图②王国栋院士在和学生交流科研心得。

图③王国栋院士指导研究生进行控制冷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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