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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使之变成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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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册中，“两弹

一星”是极其辉煌的一页。

上世纪 50 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

国百废待举。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

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以

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

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人

造地球卫星，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

决策。

新中国一声召唤，海内外的中华儿

女满腔热情地投身祖国建设事业。著

名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归国途中被驻日

美军关进监狱，在祖国人民和世界科学

界的声援下，才恢复自由。著名物理学

家彭桓武在英国留学 10 年，获得两个博

士学位，是第一个在英国取得教授职称

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 ，他

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要理

由。”1950 年，邓稼先用不足两年时间获

得了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并在毕业

后的第 9 天就登上了回国的邮轮，抱着

“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

回来”的初心，回到国内，加入了中国核

事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归来的程开

甲教授，在天山深处核试验基地的“干

打垒”平房中，默默无闻地生活了近 20

年。他说：“如果我不回来，绝不可能像

现在这么幸福，因为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和祖国紧紧联系着。”1955 年 10 月，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钱学森从

美国回到祖国；1956 年 2 月，按照周总

理要求，钱学森起草了发展我国导弹事

业的意见书。

党中央一声令下，数以十万计的工

程兵、铁道兵部队和建筑工人队伍从四

面八方开进，形成继解放大西北以来最

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开始了导弹、原子

弹研制试验基地和工业企业建设的巨

大工程。一批批从炮火硝烟中冲杀过

来的中国军人，带着战争年代的革命精

神和优良传统，走向工厂、矿山，走进科

研院所，踏上向国防现代化进军的新征

途。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是张蕴

钰。这位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将军面

对新的光荣使命，激动地说：“上几代的

爱国者已经捐躯，处于当代的我们能为

祖国的现代化效力该是多么幸福呀 ！

将鲜红的热血涂在印版上，印出光灿的

国史，有此际遇何志不酬呢？”

我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最初得

到过苏联的技术援助。可是，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要撤

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短短 1 个多

月时间，1300 多名专家撤走了，一些重

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停工停

产，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动摇奋发

图强的壮志和雄心，站立起来的中华民

族依然直挺着不屈的脊梁，艰难而坚定

地走着自己的路。很快，我国自己制造

的被称作“争气弹”的导弹“东风一号”

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聂荣臻元帅

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

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

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60 年，我国登山健儿将五星红旗

插上珠穆朗玛峰，给在艰难中前行的中

国人民带来极大振奋。周恩来总理说：

我们在尖端技术上，要像攀登珠穆朗玛

峰那样前进。1961 年 7 月，中共中央决

定：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自力更生突破

原子能技术。大批专家和科技骨干，怀

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从全国各地迅速奔

向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第一线。他们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把自

己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为国争光的壮

丽事业。

以钱三强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原

子能研究所，在那几年先后为“两弹一

星”事业输送技术人才 900 多人。钱三

强说：“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了，尊严和骨

气再也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当

组织上决定让王淦昌参加原子弹研制

工作时，王淦昌斩钉截铁地说：“我愿以

身许国。”从此，这位发现反西格玛负超

子的著名科学家化名王京，成为攻关队

伍中的一名技术带头人。钱三强同参

加研究用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的

王承书谈话时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

辈子吗？”这位从海外归来的女科学家

坚定地回答：“我愿意！”著名科学家郭

永怀，在美国留学时始终拒绝参加机密

工作，而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他却义无

反 顾 地 投 身 到 原 子 弹 研 制 的 秘 密 工

程。1968 年 12 月 5 日，郭永怀因飞机失

事而牺牲。在那无情的烈火中，他仍然

紧 紧 抱 着 那 个 装 有 核 武 器 资 料 的 皮

包。正在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

所工作的周光召、吕敏、何祚庥等 20 多

名中国专家 ，得知苏联撤走专家的消

息，立即奋笔请缨，他们表示：作为新中

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我们随时听从祖

国的召唤！

封存在仓库中的几十麻袋计算草

稿 ，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设计队伍艰

苦攻关的记录。当年他们最先进的运

算工具，就是两架每秒 300 次“乌拉尔”

计算机，许多数据还要靠手摇计算机、

计算尺甚至是古老的算盘来计算。就

是靠这些近乎原始的工具 ，他们夜以

继日 ，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

计方案。

当时正值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严重

自然灾害，再加上帝国主义封锁，国民

经济出现了空前困难。在青海高原、在

大漠深处，科技人员和战士、职工一起

开荒种地，打骆驼草籽，在十分艰苦的

条件下坚持基地建设。他们咬紧牙关，

用心血、用汗水、用双手、用肩膀、用因

饥饿而热量不足的血肉之躯推动着共

和国核武器事业前进的车轮。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又一

次在最危难的关头闪耀出最灿烂的光

彩。极度困难的年代，也是实验室灯光

明亮的年代；忍受饥饿的年代，也是创

业者歌声嘹亮的年代。人们称誉这是

“两弹一星”创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习主席在武汉烽火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考察时指出，过去在外部封锁下，

我们自力更生，勒紧裤腰带、咬紧牙关

创造了“两弹一星”，这是因为我们发挥

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

大事。

二

1962 年 10 月 30 日，时任国务院国

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央呈送

《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原子能工业

领导的报告》，明确提出力争在 1964 年

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毛主席在

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

做好这件事。”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决

定组成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 15 人专

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成员包括 7

名副总理、7 名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

部门的负责人。从中央专委成立到我

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之前的

这段时间内，中央专委共召开了 9 次会

议，讨论解决了 100 多个重大问题。围

绕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项目，国家 26

个部委和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 900 多家

工厂、院校、科研单位，展开了一场规模

空前的大会战，为原子弹的制造和试验

研制出 10 万多种专用仪器、设备和原

材料。

核测试队伍在程开甲、董寿莘等专

家的率领下，同军内外有关单位密切协

作，在短短两年内研制出 1000 多台/套

核试验控制、测试、取样的仪器设备，取

得了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突破，建立了力

学、光学、核测量、放射化学、核电磁脉

冲等基本测试手段，为首次核试验的成

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正当中国一步步迈进核门槛的时

候，1963 年 7 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

科草签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企图绑

住中国人民的手脚。赫鲁晓夫断言中

国 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对此，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即使一

百年也造不出什么原子弹，中国人民也

不会向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低头，也不

会在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下跪。”

1964 年春，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

在罗布泊拔地而起，中国第一次核试验

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一时间，试验大

军云集，帐篷连营，大西北这片神秘的

荒原似乎成了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缩

影。参加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 5058 名

参试人员来自解放军、公安部、中国科

学院等 26 个单位；33000 多吨器材、物

资从祖国四面八方运往场区，共动用火

车皮 1116 节、汽车 1270 台……

为 了 核 试 验 ，5000 多 名 工 程 兵 日

夜拼搏。盛夏，地表温度达 50 多摄氏

度，他们坚持作业；严冬，气温降至零

下 30 多摄氏度，他们照常施工。经过

两年多的艰苦努力 ，他们按时保质保

量地完成了全部 154 项特种工程。执

行安全防护保障任务的防化兵 ，头戴

防毒面具，身穿胶质防护衣，全副武装

在戈壁滩上坚持天天训练 ，不知流了

多少汗水。为了严防无关人员误入试

验禁区，保证群众的绝对安全，基地的

7 名警卫战士沿着罗布泊最荒凉的地

带徒步巡逻了 4000 多公里，在半年中

每人穿烂了 7 双鞋。

“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不怕困难

不畏强梁，任凭天公多变幻，哪怕风暴

沙石扬，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沙

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核试验总

指挥张爱萍将军亲自创作的这首歌词，

是当时艰苦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参试

部队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在中国原子弹即将问世的时候，帝

国主义国家有人鼓吹要摧毁中国的核

设施。

针对这种尖锐复杂的形势，1964 年

9 月 2 日，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了关于

原子弹爆炸早响和晚响的两个方案 。

毛主席果断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

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公元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

总理感慨地说：“我们能不能自力更生

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不仅在国外而

且在国内都是有人怀疑的。但是，随着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

扫清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对核武器发展问题，毛主席说，原

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早在 1960 年

底 ，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制原子弹

时，钱三强就在原子能研究所组织黄祖

洽、于敏等 30 多名年轻科技人员开始

氢 弹 的 理 论 研 究 。 1963 年 ，在 第 一 颗

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两支理论设计

队伍会合在核武器研究所，迅速投入氢

弹研制。

1965 年 9 月，从未出国留学、被人

称誉为“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带领一

批科研人员在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

研究所连续奋战了 3 个多月，终于发现

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

因素和方法。于敏说：“我们到底牵住

了牛鼻子！”他当即用暗语给邓稼先打

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

打上了一只松鼠。”

1967 年 6 月 17 日上午 8 时 20 分，我

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上空同

时升起了两颗太阳。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到第一

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 7 年零 3 个

月，苏联用了 4 年，英国用了 4 年零 7 个

月。我国仅用了 2 年零 8 个月就完成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

越。我国共进行了 45 次核试验，同美国

1030 次、苏联 715 次、法国 204 次相比，

我国核试验次数是最少的。

1996 年 7 月 29 日，中国宣布从 1996

年 7 月 30 日起暂停核试验。

这 一 天 ，我 国 政 府 庄 严 宣 布 ：“ 从

1964 年 10 月 16 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

过 30 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

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

三

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美国国防部

部长麦克纳马拉曾预言，中国 5 年内不

会有运载工具。还有的西方记者说中

国是“有弹没枪”。但是美国人又一次

低估了中华民族的能力，他们绝没有想

到 ，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

1964 年 6 月，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中近程

弹道导弹。

1966 年 3 月，中央专委批准进行原

子弹、导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

这次试验，从巴丹吉林沙漠发射，

弹着区设在罗布泊。周总理反复强调，

一切工作都要百分之百地保证没有问

题才行。1966 年 10 月，毛主席、周总理

委派聂荣臻元帅前往现场主持这次试

验。导弹发射前，试验空域飞机停飞，

兰新铁路停运，1 万多名居民临时疏散

到安全地区，以防万一。

1966 年 10 月 27 日 9 时 ，“ 东 风 二

号”核导弹点火升空。9 分 14 秒后，核

弹头在距发射场 894 公里之外的罗布泊

弹着区靶心上空 569 米的高度爆炸。

“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标志着

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这一

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

炮兵。

此后，我国的战略核导弹，从中近

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燃料发展到固体

燃料，从陆上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

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相继研制成

功多种型号、不同射程的战略导弹武器

系统，并陆续装备部队。

1965 年 5 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

科委《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

告》，计划于 1970 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

造卫星，总体目标概括为四句话：上得

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第一颗人

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外形定为

72 面体的球形；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

一号”，第一、二级选用正在研制中的中

远程导弹“东风四号”，第三级采用新研

制的固体火箭。参加研究、设计、生产、

试验的单位达 5000 多个。

1970 年 4 月 1 日，载有“长征一号”

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列，经

过 4 天 4 夜的秘密旅程，开到了酒泉卫

星发射基地。第一颗卫星发射时 ，动

用了全国 60%的通信线路，仅保卫线路

的群众就达 60 万人；在长达上万公里

的线路上 ，每一根电线杆下都有昼夜

执勤的民兵。

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后，周恩来在人

民大会堂听取了卫星上天前的最后一

次汇报。人们至今记得，年过古稀的周

总理和科技人员一起趴在地毯上观看

图纸，他特意嘱咐将非洲一些国家的首

都写在卫星轨道预报方案中，让这些国

家的人民也能看到中国的卫星。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第一颗人造

卫星发射成功，茫茫太空响起了“东方

红”乐曲。

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

之后，世界第 5 个发射卫星的国家。从

1970 年 发 射 第 一 颗 人 造 卫 星 到 2021

年，我国已有 8 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

行了 300 多次航天发射；已有包括“风云

气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高分辨率

对地观测卫星系统”“海洋系列卫星”

“资源系列卫星”“实践系列卫星”等型

号、“对地观测、通信广播、导航、科学技

术试验”四大系列在轨运行的 200 多颗

卫星。

“两弹一星”的伟大实践，培养和造

就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优良作风的

科研队伍，促进了国家科技进步和现代

工业的发展，增强了国防实力和综合国

力，为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

民挺直脊梁站起来的重要标志，书写了

中华民族振兴史上的辉煌篇章，对中华

民族在当代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

决定性的深远影响。

在呕心沥血的奋斗中，一批老一辈

科学家和将帅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将无

悔的人生凝固成一尊尊永恒的雕像 。

在舍生忘我的拼搏中，许多科技人员、

工人和士兵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大漠

中的一片净土 ，成了他们永久的宿营

地。成千上万的奉献者几十年如一日

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奋战在自己的岗

位上，这些无名英雄和载入史册的功勋

们同样光彩。正是他们的艰苦奋斗，托

举着祖国的和平盾牌。

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两

弹一星”事业凝铸一种崇高的精神，这

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

弹一星”精神。

习主席在看望“两弹一星”元勋孙

家栋时说：“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

舞了几代人 ，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

财富。

“ 两 弹 一 星 ”精 神 源 于 历 史 ，更 属

于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肩负新

的 使 命 任 务 ，面 对 新 的 机 遇 和 挑 战 ，

“ 两 弹 一 星 ”精 神 在 今 天 显 得 更 加 珍

贵、更加重要。“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

的 精 神 ，是 创 新 的 精 神 ，是 奋 斗 的 精

神 ，是上进的精神。她不仅是保存文

物的博物馆和供人瞻仰的纪念碑 ，不

仅是壮丽的景观和精辟的词句 ，她是

奔腾不息的河流、延绵不息的血脉、永

远燃烧的火炬；她需要继承和发扬，需

要不断注入新的内涵。

惊天动地的壮歌
■彭继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