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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起点·永续”。

这是黑龙江省大庆油田历史陈列

馆庭院中央青铜雕塑的名字。

岩芯、油浪、管道与阀门组成的井

口采油树……静静伫立的雕塑，犹如

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大庆油

田的岁月征途。

青铜铺就的“大庆之路”以年份为

刻度，从雕塑下方向远处延伸。

这里是大庆油田的起点——

“松基三井喷油了！”1959 年 9 月

26 日，在黑龙江松嫩平原上，松基三井

喷出棕褐色的油龙，一个世界级特大

型陆相砂岩油田诞生。最先接到电报

的技术员朱鼎科冲进走廊大喊，工作

人员纷纷冲出办公室，“又唱又跳又鼓

掌”。时值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前夕，油

田被命名为“大庆油田”。

这里是大庆石油会战的起点——

陈列馆的前身，正是当年的大庆

石油会战指挥部。1960 年 2 月 20 日，

中共中央转发石油工业部《关于东北

松 辽 地 区 石 油 勘 探 情 况 和 今 后 工 作

部 署 问 题 的 报 告》，一 场 标 志 着 从 根

本 上 改 变 我 国 石 油 工 业 落 后 面 貌 的

石油大会战拉开序幕。

这里是大庆精神的起点——

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第一代

石油人，艰苦创业、不懈奋斗，孕育形

成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

内涵的大庆精神。习主席在致信祝贺

大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时指出：“大庆

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

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

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

“我为祖国献石油”

走进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橱窗中

的一个公交车模型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车顶上鼓鼓囊囊的黑口袋是什

么？”讲解员王奎星告诉记者，1959 年，

作为玉门油矿工人代表的王进喜到北

京开会，看到大街小巷间穿行的公交

车，曾提出同样的疑问。

“这是煤气包。咱们国家太缺石

油了，只能靠烧煤气让汽车动起来。”

同行的伙伴告诉他。

车顶的煤气包摇摇晃晃，仿佛一

顶顶“贫油”的帽子，刺痛了这位石油

工人的心。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国家

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石油禁运，妄

图“窒息红色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结束时，我国石油自给率仅达 40.6%。

“没有油，坦克、大炮还不如打狗

棍。打狗棍拿着还可以打狗，坦克、大

炮没有油就不动啊。”诚如朱德元帅所

言，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内展出的一张张

黑白照片，记录着当年由于石油不足，

拖拉机在工厂内闲置，坦克不得不停止

训练，空军训练和执勤的飞机也不能正

常起飞的情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

战略储备都需要石油。油从哪里来？

1959 年，大庆油田被发现时，我国

并没有开发建设大油田的成功经验。

一些外国人说，“大庆油田的原油又黏

又稠，只有搬到赤道才能开采”，并断

言，离开他们，“中国人就不能开发这

样大的油田”。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石油工业部

到参加会战的全体石油工人，都是憋

着一口气的。”大庆市委党校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研究所所长王丽丽说，这口

气，就是“我为祖国献石油”的铮铮誓

言，就是“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

平洋”的雄心壮志，就是为国争光、为

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

凭着这种气概，中央军委一声令

下，3 万余名复转军人跨黄河、越长城、

出山海关，奔赴松辽盆地这个未知的

“战场”，在“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

片篝火红”的艰苦条件下，开始了白手

起家的创业。据统计，参与大庆石油

会战的工人中 90%是退伍战士，领导干

部 80%是转业军官。

凭着这种气概，大庆人仅用 3 年时

间就探明了面积达 860 多平方公里的

特大油田，我国因此基本实现石油自

给，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

奇 迹 ，挺 起 了 中 国 石 油 工 业 的 脊 梁 。

60 多 年 间 ，大 庆 油 田 累 计 生 产 原 油

24.3 亿吨，有力维护了国家能源安全、

支持了国民经济发展。

“穿着蓝制服的解放军”

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一处“人拉

肩扛运钻机”的场景复原，吸引不少参

观者驻足流连。

1960 年初春，钻井工人翘首以盼

的钻机终于运抵火车站，但吊车、拖拉

机不够用，60 多吨重的钻机怎么从火

车上卸下来？又怎么安装起来？

“当时的场面特别壮观，有的在前

面拽，有的在后面撬。”“老会战”孙宝

范回忆道。

经过 3 天 3 夜的奋战，王进喜和队

员喊出“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

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

不怕”的劳动号子。38 米高的井架如

巨人般矗立在旷野上，人拉肩扛精神

也成为大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精神的主要内容。

是什么赋予会战工人超越人体极

限的力量，完成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翻开孙宝范执笔的《铁人传》，

记者看到书中记录了这件壮举背后的

一段对话，似乎找到了答案——

王进喜把 1205 钻井队全体职工集

合到一起，问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党

支部书记孙永臣：“我没打过仗，你说要

是在战场上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是

上还是退？是打还是坐下来等？”

孙永臣说：“只能进，不能退；只能

上，不能等，就是豁出命来也要上！”

王进喜接过话头说：“对了！我们

大会战也像打仗一样。没有吊车，我们

37 个人就是 37 台吊车；汽车不够，我们

有手有脚有肩膀，蚂蚁搬山也要搬。”

“像打仗一样”，简简单单的 5 个

字，将热火朝天的石油会战与战火纷

飞的战场冲锋连在一起。

在纪念馆中，记者看到一件俗称“48

道杠”的棉工服，是王进喜 20世纪 60年

代初期穿过的。蓝色斜纹布面，白色布

里，里和面都有泥浆浸过的痕迹。旁边

那张王进喜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照

片，将英雄的壮举定格为精神的永恒。

在一段视频资料里记者看到，当

年和王进喜一同跳进泥浆池的戴祝文

回忆道：“井喷就是命令，如果不及时

压住，井架和设备就有可能陷入地层，

井毁人亡。”

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王进喜

果断决定用水泥压井。没有搅拌机，

泥浆比重迟迟难以提高，“王进喜不顾

腿伤，奋勇跳进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

泥浆，提升泥浆比重”。

回看当时的珍贵视频资料，王进

喜跳进泥浆池的身影，像极了飞身堵

枪眼的黄继光。

“大庆精神是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的继承和创新，是人民军队的

优良传统在工业领域，特别是石油工业

战线的延伸和升华。”大庆师范学院大

庆精神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陈立勇说。

正如 1964 年发表的长篇通讯《大

庆精神大庆人》描述的那样：“身经百战

的将军们，赞誉大庆人‘是一支穿着蓝

制服的解放军’。在延安度过多年革命

生涯的老同志，怀着无限欣喜的心情

说：到了大庆，好像又回到了延安，看到

了延安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

“铁人队伍永向前”

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门口的 47 级台

阶，象征着“铁人”47 年的短暂人生。

铁人已逝，但以他为代表的 4 万余

名“老会战”创造的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早已熔铸进石油人的血脉深处。

1205 钻井队钻井平台旁，在“铁人

队伍永向前”标语的激励下，工作人员

为祖国“加油”的脚步从未停歇。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等不利条件，

1205 钻井队 2020 年钻井进尺突破 10

万米，历史累计进尺达 314.5 万米，几

乎相当于钻透了 335 座珠穆朗玛峰。

“把井打到国外去！”王进喜的夙

愿已经由大庆新铁人李启民实现。如

今，大庆油田的海外业务项目涉及 54

个国家和地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也

走出国门，在异域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

“铁人事迹蕴含着丰富的红色养

分，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七

一”前夕，大庆市红岗区人武部组织全

体党员来到驻地“铁人第一口井”，重

温铁人王进喜的战斗足迹，感悟大庆

精神、铁人精神孕育形成的过程。

武警黑龙江总队大庆支队连续 19

年开展“身在大庆学大庆、铁人身边做

铁人”活动，通过课堂教育、环境熏陶、

岗位践行等形式，引导官兵自觉传承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人人争当“铁人

式”标兵。

如今，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大庆油

田历史陈列馆、“三老四严”

发 源 地 、女 子 采 油 队 等 40

余 处 大 庆 精 神 教

育基地，年接待量

超百万人次，成为

大庆人过党日、团日，青少年举行成人

礼的重要场所。

“在教育中培养、在环境中熏陶、在

实践中拓展，大庆精神已经成为大庆人

的灵魂，代代薪火相传。”大庆市委史志

研究室党史研究科科长杨朝云说。

漫步大庆城区，记者看到，以“铁

人”“会战”“创业”“星火”等命名的街

道、社区、学校、广场星罗棋布，赋予这

座工业城市独特的风格和深厚的底蕴。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接力棒在

一代又一代大庆人手中传递，就像马

路两旁随处可见的抽油机那样，以恒

定的节奏不停运转，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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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起民族的“铁脊梁”
■本报记者 佟欣雨 通讯员 兰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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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习近平

全 国 安 全 管 理 标 准 化 优 秀 班 组

长、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工匠

人才创新工作室带头人”……这一连

串的荣誉，属于一名大庆油田的退役

军人。

1996 年，当了 4 年汽车兵的关俊武

从部队复员，成为大庆油田的一名电

气工人。“那时候企业效益不太好，许

多工人都调走了。”关俊武回忆。

尽管工作领域陌生、单位处境不

佳，关俊武却充满斗志：“我曾是一名

军人，到‘铁人’曾经战斗的地方工作

是我的光荣。效益可以差一时，不奋

斗却要苦一世。”

怀着这样的信念，他拼命学习专业

技术，抓住机会就向工友请教，凭着一

股子“钻劲”，不到一个月就从“门外汉”

成为可以独立执行任务的熟练工，不到

半年就进入技术骨干序列，成长速度之

快震惊了许多人。

2001 年，公司轻烃分馏装置扩建，

电气管理难度加大，技术能力突出的

关俊武被调到轻烃分馏分公司工作。

在新岗位上，他继续锤炼工作本领，练

就了“闻声断病”的绝活。诸如轴承缺

油 等 即 使 用 听 诊 器 也 不 易 判 断 的 问

题，关俊武只需听一下电机转动的声

音，就能准确找到症结。

他还被工友们亲切地称为“移动

的资料库”。从分公司各个配电系统

到 200 多台机泵的线路走向，从各个泵

房 的 动 力 负 荷 参 数 到 每 台 电 机 的 功

率、电流、型号，从生产用电负荷到生

产用电负荷的位置和数量，他都了如

指掌。车间里遇到技术难题，只要他

在场，总能快速解决。

“像‘铁人’一样，为油田振兴发展鞠

躬尽瘁，是我永远的使命！”这是关俊武

写在日记本扉页的话。近年来，关俊武

把更高的奋斗目标锁定在打造化工企业

“蓝领专家”团队上。他成立劳模创新实

训工作室，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手艺，

培养了一批“石油工匠”。

“只要功夫到，就没有过不去的火

焰山。保持军人

本色、传承铁人精

神，是我不变的誓

言。”关俊武说。

大庆油田化工有限公司某电气工段长、退役军人关俊武

从优秀士兵到“蓝领专家”
■乔振友 董明侠

“当蓝方进至某高地时，我方应该

派出渗透小队，先打击侦察力量……”

盛夏，第 79 集团军某旅在塞北某地组

织夜间训练，“红九连”排长孙浩智正

在组织战斗骨干进行战术推演。

1997 年，孙浩智出生在大庆油田

采 油 二 厂 的 一 个 工 人 家 庭 。 外 祖 父

母 、母 亲 都 是 油 田 职 工 ，父 亲 是 一 名

军 人 。 从 小 听 着“ 铁 人 ”和 军 人 的 故

事成长，孙浩智的心里早已种下了英

雄的种子。高考填报志愿时，成绩优

异的孙浩智毅然选择了军校。

大 二 时 ，有

着 10 年围棋学习

经验的孙浩智对

兵棋推演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我特别喜欢方寸之间运

筹帷幄的感觉。”通过勤奋自学，他渐

渐崭露头角。

“当年大庆油田的前辈们艰苦创

业，为国家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作

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必须全力以

赴，勇争第一！”从第一次参加全国兵

棋推演大赛开始，孙浩智就在心里暗

暗发誓。为了争第一，3 个月里孙浩智

与团队进行 1000 余场对抗演练，一举

拿下个人总冠军。

军校毕业后，孙浩智来到陆军第

79 集团军某旅“红九连”任排长，也成

为连队兵棋推演的教练员。2020 年，

作为指导教练兼参赛队员，孙浩智带

领团队向人机对抗挑战赛发起新一轮

冲锋。“一周训练 6 天半，每天 15 个小

时。特别是决赛开始前 4 天，他总共睡

了 9 个小时……”提起孙浩智，团队成

员眼里写满了敬佩。

在与全军百余支强队的比拼中，

孙 浩 智 和 团 队 成 员 怀 着“ 用 我 必 胜 ”

的 信 念 ，夺 得 编 队 人 机 对 抗 挑 战 赛

优 胜 奖 、人 机 混 合 对 抗 赛 总 决 赛 冠

军 、“ 优 秀 战 报 ”一 等 奖 。 他 个 人 也

脱 颖 而 出 ，再 次 收 获 个 人 对 抗 挑 战

赛冠军。

6 次参赛 6 次夺冠，是孙浩智近年

来的“战绩”。当被问及为何一定要把

冠 军 作 为 参 赛 的 目 标 时 ，孙 浩 智 说 ：

“向冠军冲锋是我身为军人和大庆精

神传人的永恒使命！”

陆军第 79 集团军某旅“红九连”排长孙浩智

从油田子弟到“强军新星”
■乔振友 薛晓飞

图为王进喜所带的1205钻井队钻

井进尺超10万米时职工欢呼的情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