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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 醒“ 聚 宝 盆 ”柴 达 木
本报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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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农历正月初一。早

晨，97 岁高龄的老党员万方荣再次

穿上已经发黄的军装，佩戴好“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7 时 01 分，伴

随着手机中的国歌声，他缓缓

举起右臂，向北京天安门方

向敬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1949 年 ，入 伍 不 久

的万方荣光荣地参加

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开国大典。随后，

他 随 志 愿 军 入

朝作战。战争结束后，恰逢全国上下掀起“我为

祖国找石油”的热潮。意气风发的万方荣不顾

亲人劝阻，主动请缨到条件最艰苦的青海油田，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为祖国找“油”之路，这一干

就是32年。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

氧气吸不饱”，是当时柴达木盆地自然条件的

真实写照，而万方荣就曾工作在位于盆地西北

端、平均海拔 2750 米的冷湖地中四井。“当年在

茫茫戈壁滩上，我们每次出工必须带上干粮和

淡水，一旦迷路就只能露宿荒野。因为天气变

化无常，我们队伍中就有几位同志在狂风沙尘

天因迷路天因迷路、、饥寒而最后牺牲了饥寒而最后牺牲了。。””万方荣回忆万方荣回忆

道道，，“虽然当时也很害怕，但是我从不后悔自己

的选择。”

1958 年 9 月 13 日，部署在冷湖五号构造高

点上的地中四井，在钻达 650米后发生井涌并井

喷，日喷原油高达 800 吨。为了尽快控制井喷，

万方荣和其他队员一起，冒着危险强行起钻，经

过七天七夜的压井作业，油井终于开始正常工

作。地中四井奠定了冷湖油田的地位，彻底改

变了人们对柴达木石油勘探的认识。后来，冷

湖油田还一度位列全国四大油田之一，为新中

国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万方荣以忘我的精神和实践诠释着“我为

祖国献石油”的壮志豪情，在他的熏陶下，4 名

儿孙也选择了在青海油田工作。“如果再选一

次，您会继续当兵还是做一名石油工人？”万方

荣的儿子万海斌问父亲。万方荣笑道：“我爱

我们的党，爱我们的祖国，哪里需要我，哪里就

是我的家。”

越是艰苦，越要奋斗奉献，越要创造价值。

万方荣一家的默默坚守、无私奉献，是数万名青

海石油人“爱国、创业、奉献、实干”的柴达木石

油精神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后，在

党中央开发柴达木的号

召下，成千上万的开拓

者从五湖四海汇聚柴达

木。他们同海西各族干

部群众一道，在开发柴

达木、建设新海西的实

践中，创造了巨大的物

质财富，建立了不可磨

灭的历史功绩，更加难

能可贵的是，他们在艰

苦卓绝的劳动和斗争

中，创造、升华了伟大的

柴达木精神。这种精神

代表了老一辈柴达木人

的辉煌过去，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柴达木人不断

走向辉煌。

柴达木精神是在严

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

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

基础上产生的，以“艰苦

创业、无私奉献、勇于创

新、团结奋斗、科学务

实”为主要特征。它以

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实现各民族共同

富裕、繁荣和进步为根

本，是柴达木人引以为

荣的精神传家宝。

实践证明，柴达木精神来自实践，又积极地作

用于实践。柴达木精神自产生时起，就被海西各

族人民所珍惜并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光大。在柴达

木开发建设的各个阶段中，柴达木精神发挥了巨

大作用，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经过

几代人的努力，柴达木地区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人均 GDP位列青海省首位，盐湖化工、

油气化工、煤化工、金属冶炼四大传统基础产业和

特色生物、新能源、新材料三大新兴产业为主导的

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初步确立，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如期完成，“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各项事业取得

新的成就。

重温创业历史、描绘美好未来。进入新发展

阶段，柴达木精神不仅没有过时，随着时间推移更

显弥足珍贵。在海西广大干部群众中弘扬柴达木

精神，对于直面机遇与挑战、希望与困难同在的新

形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让柴达木精神在新时代继续得到传承弘扬、

不断焕发夺目光彩，既是历史的启示，更是发展的

要求。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本报记者 马玉宏 通讯员 苏 沛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党中央开

发柴达木的号召鼓舞下，成千上万的开拓者

从五湖四海汇聚青海柴达木，同海西各族干

部群众一道，开始了大规模的资源勘探和开

发建设。

驼铃声声入荒原
1954 年 3 月，原国家燃料工业部石油管

理总局召开全国石油勘探会议，决定对柴达

木盆地开展石油地质勘探。

同年 4 月，70 多名平均年龄不到 25 岁的

青年人组成了新中国地质勘查队。在乌孜

别克族向导木买努斯·依沙·阿吉老人带领

下，一行人骑着骆驼进入柴达木盆地，寻找

水源和油苗。

青海石油管理局原高级地质工程

师赵大年曾这样描述当初寻找石油的

情景：要找石油，就得先找水。我们

学习原苏联的地质工作法，一步一

个脚印地去填绘水文地质图，一天要跑几十公

里，几天就要搬一次家，从戈壁滩搬到盐碱地

再到风蚀土丘陵……那时只能用最笨的探险

办法去完成这项工作。

1955 年 11 月 24 日，柴达木盆地第一口深探

井油泉子构造泉一井开钻。12月 12日，该井喷出

原油，日产原油超 2吨。捷报一出，全国振奋。荒

芜的柴达木原来是个“聚宝盆”。一时间，来自祖

国四面八方的热血儿女，纷纷踏上了开发建设柴

达木的征程。

陌生的环境、复杂的地理地貌给初来盆地的

开发者带来工作、生活上的困难。针对这一情

况，国家成立了柴达木事务办公室，从各机关抽

调了一批人员从事招待工作。同时，海西州各党

政机关组织建设银行、邮电局、商店、粮店、新华

书店、交通旅社、合作饭店等，千方百计满足开发

建设大军的生活需求。

“从首批地质勘探队员进入盆地开始，就

翻开了‘新柴达木人’与‘老柴达木人’齐心协

力、共同开发建设柴达木的历史新篇章。”青海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协文史法制委主任

张珍连说。

潮涌盐海岁月稠
粮食生产是立国之本，钾被称为“粮食的

粮食”。因此，找钾工作既是我国钾盐、钾肥工

业的根基，也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大事。“一五”

期间，我国开始了钾盐找矿预测工作。

1956 年，青海省交通厅公路局在修筑敦格

公路时，在哈萨克族老人哈吉的指引下，发现

了著名的察尔汗盐湖，找到了以卤水为主的大

型钾盐矿床。1957年，国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

盐湖科学调查队，队员们骑着骆驼开始了在柴

达木盆地艰苦、漫长的考察工作，并在这里发

现了光卤石和珍珠盐。自此，察尔汗盐湖资源

开发翻开了新篇章。

在察尔汗盐湖博物馆，讲解员刘倩说：

“1958年 7月 15日，青海省盐务局 4名干部和茶

卡盐厂 15名工人乘坐两辆老解放牌卡车，经过

4 天的艰苦行程到达察尔汗盐湖。他们以镐、

铁锹为生产工具，用汽油桶和大铁锅熬制光卤

石，经过10个昼夜的奋战，生产出10多公斤、品

位为 50%左右的氯化钾，填补了我国钾肥生产

的空白。”同年，青海钾肥厂建成投产，土法上

马，人拉肩扛，当年生产了 953吨钾肥。正是这

953 吨钾肥，开创了我们农业大国钾肥生产的

新纪元。

当年，老一辈盐湖人钻进卤水里，克服

恶劣的自然环境，开挖了“英雄运河”；通过

大 胆 创 新 ，发 明 了“ 汽 车 拉 火 车 ”的 运 输 方

式，用汽车作牵引，拖拉着火车货厢运送矿

石……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钾肥分

公 司 总 经 理 田 红 斌 说 ：“ 经 过 60 多 年 的 发

展，现在察尔汗盐湖拥有大面积盐田，自主

研 发 了 光 卤 石 晒 矿 专 利 技 术 、水 采 船 重 大

专 利 技 术 ，拥 有 反 浮 选 冷 结 晶 等 多 项 核

心 专 利 技 术 。 为 响 应 国 家 号 召 ，几 十 年

如一日，艰苦奋斗，奠定了中国盐湖化工

的基础。”

日新月异看今朝
走进格尔木市区偏北的一个院落，苍虬

的老杨树历经风沙洗礼，树木枝干与戈壁沙

土成为一色。格尔木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老场

部就在这里，依旧保持着几十年前的原貌。

格尔木农垦集团工作人员臧婕带领记者

走进会议室，这里墙上和柜子上都展示着从

20世纪 60年代至今的锦旗和奖章，显示出这

个企业创造的辉煌。“我的祖籍是山东青岛，

当初我爷爷领着我年龄尚小的爸爸到柴达木

从事农垦工作，我已经是农垦三代了。格尔

木是我的家，我就是格尔木人。”臧婕说。

格尔木农垦集团组建于 1965年，前身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

十二师。第二代农垦人、格尔木农垦集团办

公室主任付建伟介绍，在格尔木的石油开采

和盐湖建设拉开大幕后，为解决开发大军的

吃饭问题，在党和国家的动员下，来自河南、

山东等省份的 1 万多名青年集聚柴达木盆

地，组成农垦职工队伍，开始了农垦创业

史。开发者们以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

向荒原进军，对荒漠开战、向荒滩要粮，硬是

用小小铁锨和镐头，开创出柴达木农业发展

的新天地。

经过几代柴达木人的不懈努力，柴达木

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海西州地区

生产总值由 2015 年的 440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619.81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

增长 5.3%，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4.8%，人均 GDP 连

续多年全省最高。

“以盐湖资源开发为核心，海西构建起了融合盐

湖化工、油气化工、煤炭清洁利用、金属冶炼以及新

材料、新能源、特色生物多产业横向扩展、纵向延伸

的循环型工业体系。”海西州州长孟海说，目前，海西

州第一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产业集群架构顺利实现，

柴达木地区实现白天全部由清洁能源供电。“十三

五”时期，装备制造、特色生物、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占

全州规模以上工业比重由 10.8%提高到 12.9%。

目前，海西全州有机枸杞种植面积达到12.9万亩，

柴达木枸杞入选首批欧盟保护地标名单。“十三五”期

间，全域旅游加快发展，累计接待游客 7560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423 亿元。取得科技成果 193 项，国家级、

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达到 178 家，是“十二五”时期的 5

倍。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455 个，签约金额 2029.3 亿

元。海西州已成功组织发布柴达木钾肥、纯碱、枸杞

3 个价格指数，成功举办“青洽会”海西分会、柴达木

矿产资源开发暨新材料博览会等一批重大节会活

动。“祖国聚宝盆·神奇柴达木”知名度、美誉度正不

断提升。

1954954年年，，新中国地质勘查队在乌孜别克族向导木买努斯新中国地质勘查队在乌孜别克族向导木买努斯··依沙依沙··阿吉老人的带领下阿吉老人的带领下，，骑着骆驼进入柴骑着骆驼进入柴

达木盆地寻找水源和油苗达木盆地寻找水源和油苗。。 （青海油田供图）

左图 察尔汗盐湖上的采盐船和生

活补给船。 本报记者 石 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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