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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着英模脚步前行
马维维

铁人的队伍是这样带出来的
大庆油田钻探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1205钻井队队长 张 晶

大庆油田 1205 钻井队的钻井井架（2019 年 9 月

28日无人机拍摄）。 谢剑飞摄（新华社发）

1960年 4月，王进喜带领 1205钻井队在钻探大庆油田的第二口生产井时，突然发生井喷。危急时刻，王进

喜和队友们勇跳泥浆池，用血肉之躯奋力搅拌泥浆，制服井喷。 （资料图片）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

但到了近代，我国石油工业却在世界上远远落后。直

到 1959年 9月 26日，大庆油田的发现让新中国石油工

业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60多年栉风沐雨，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历史成就：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陆

相油田开发技术世界领先，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三次采

油基地，打造了过硬的“铁人式”职工队伍。其中孕

育形成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更是成为中华民族伟

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轰轰烈烈大会战
初次来到黑龙江省大庆市，大部分人都会感到惊

讶：马路旁、社区里、居民楼下，随处都能看见抽油

机，这个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磕头机”的设备早已融

入到大庆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但在 60多年前，这里的

面貌却截然不同。

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油工业形势十分严峻。石油

作为国家建设的血脉，时刻牵动着国家领导人的心。

“一五”计划结束时，原石油工业部是各工业部门中

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部门。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

邓小平随即决定：石油勘探要实行战略东移。

1958 年 6 月，松辽石油勘探局正式成立，并在松

辽平原开始了石油钻探。1959年 9月 26日，松基三井

喜喷工业油流，日产量 13.02 吨。时值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前夕，这个新油田便被命名为“大庆油田”。大

庆油田横空出世，打破了中国“贫油”的论断，掀开

了中国石油工业崭新的一页。

发现了这样一个大油田，如何开采就成为最关

键的问题。1960 年 2 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原石油工业

部关于组织大庆石油大会战的报告。一场从根本上改

变我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大会战拉开了序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外援这条路走不通，

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党中央动员 3 万多名解放

军官兵奔赴大庆支援大会战，原石油工业部集中玉

门、四川、新疆、青海等各石油厂矿、院校、科研部

门共 37个单位的精兵强将齐聚大庆，全国人民支援大

会战的各类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大庆。就这样，在

这片只有百十户人家的茫茫荒原上，轰轰烈烈地打响

了一场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石油大会战。

艰苦创业为祖国
走进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我为祖国献石油》

的音乐在耳畔响起，一幅原生态的大庆风貌展现在

面前。

当 时 的 中 国 既 缺 油 ， 又 缺 钱 。 大 会 战 队 伍 提

出，要先全局、后局部，先国家、后个人，先生

产、后生活。为节约资金，队员们因陋就简、就地

取材，用 4 个月时间盖起了 30 万平方米的土房子，

“荒原上出现了一批新的村落，当年实现了人进屋、

机进房、菜进窖、车进库的目标。”大庆油田历史陈

列馆讲解员张彬说，在国家经济建设最困难时期，

大庆油田为国家节省了超过 5000万元资金。

从 1960 年 4 月 29 日到 6 月 1 日，仅用了 1 个多

月时间，大庆油田生产的原油便汇入了我国石油工业

的大动脉。1963 年，大庆探明了一个含油面积 800 多

平方公里、地质储量 22.6亿吨的大油田，这是当时世

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油田之一。3 年的大庆石油大

会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中国终

于把“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洋。

1963 年，周恩来总理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

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其中，大庆油田提供的

高产原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拼命拿下大油田
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中，展示了一部钻机的主机

原件，俗名绞车。1960年 4月，1205钻井队的钻机运

达了大庆火车站，刚组建的萨中探区吊运设备非常

少，铁人王进喜带领队友硬是靠双肩双手把总重 60多

吨的钻机卸了下来、装运到井场，又靠人力把井架立

在了茫茫荒原上。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大庆石油

大会战，是在困难的时间、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

下打下去的。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里的一幅油画 《会

师大庆》，就生动再现了全国支援、激情燃烧、荒原

苏醒、大战在即的历史原貌。

在没有吃、没有住、青天一顶、荒原一片的极端

条件下，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人，喊出了“宁

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铸就了“爱国、创业、求实、奉

献”的大庆精神。1964 年，党中央发出“工业学大

庆”的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大庆的热潮。

张彬说，“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当时对于振奋中国人

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起了很大作用。

大庆油田的开发，不仅为中国经济奠定了重要的

物质基础，而且为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奋发图强建设

祖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激励，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

富。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大庆石油管理局

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国文表示，大庆石油大会战取得决

定性胜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得

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我们不能忘记，是党和国家调集全国力量，才成就

了大庆油田”。

很多人知晓大庆油田，都是从铁人王进喜用

身体搅拌泥浆的那张黑白照片开始的。1960年 4

月，王进喜带领 1205 钻井队在钻探大庆油田的

第二口生产井时，突然发生井喷。危急时刻，王

进喜和队友们勇跳泥浆池，用血肉之躯奋力搅拌

泥浆，制服井喷。英模的壮举定格为精神的永

恒，流传后世。

这场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铸就了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这是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

国主义精神，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

精神，也是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随

后，大庆精神在油田开发建设的各个时期得到不

断丰富发展，激励着石油人百折不挠，勇往

直前。

当年的大庆石油大会战，是全国“一盘

棋”、行业大协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一代又一代石油

人，始终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主旋律，以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

雄气概，始终牢记大庆是党的大庆、共和国的大

庆，自觉胸怀全局、为国分忧，勇挑重担、拼搏

奉献，在全国工业战线树立起了一面鲜红的旗

帜。这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最鲜明最厚重的政

治底色与显著标志。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坚持党的领导、加

强党的建设，就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一个

队伍没有“根”，是干不好事业的。“根”的实质，就

是对党忠诚，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支部

建在生产线上”就是大庆油田通过党建引领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秘诀。

一个时代呼唤一种精神，一个时代产生一种

力量。走出大庆油田，当年的艰苦环境已经一

去不复返了，但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却在油田

人中代代相传。新征程上，他们将踏着英模的脚

步继续奋勇前行，谱写新时代的荣光。

1205 钻井队是铁人王进喜带过的

队伍。1953 年建队以来，创出过多项

纪录，是全国第一个进尺突破百万米

和钻井突破 1000 口的钻井队。目

前，已累计钻井 2483 口，进尺 314.5

万米，相当于钻透了 355 座珠穆

朗玛峰。1205 钻井队先后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等多项殊荣。

这支队伍是怎样带出

来的？最重要的就是用

活了党建“指挥棒”。

在 1205 钻 井 队 ，党

支部的工作始终

围着生产转、围着队伍转，在严格落实“三会

一课”、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制度的同时，我们

创建了“钢铁 1205党旗红”微平台，使组织生

活天天都是“进行时”，开辟了“钻工有话说”

栏目，坚持党员人人开口讲党课。通过“铁人

精神+基层党建”模式，在建队纪念日等重要

时间节点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弘扬大庆精神、

铁人精神。

同时，钻井队要求党员干部严格践行

“五条铁律”，即钻井队物资一钉一铆不私

用、食堂账目一笔一项必公开、奖金分配一

分一厘全透明、员工利益一丝一毫都不占、

说话做事一言一行正能量，筑牢了防腐拒变

的“防火墙”。

这一系列举措营造了 1205 钻井队政清

人和的良好氛围，所有团队成员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给原油生产带来严峻挑战。1205 钻井

队率先复工复产，全队 33人连续驻守岗位 40

余天，队干部 270多天吃住在井场，确保人员

零感染、施工操作零失误，防疫生产两手抓、

两不误。全队用铁人精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

底线，切实把“安全责任区”变成“安全承包

田”，筑牢钻井生产红色安全防线。

“迎风斗雪的钻塔意志，攻坚啃硬的钻头

作风，撼天动地的转盘力量，忠诚担当的铁人

品格”。在 1205 钻井队会议室的墙上，印刻

着我们队的钢铁誓言，这也是我们坚守的初

心。在党的领导下，铁人的队伍将永远向前，

努力创出新的更大业绩。

1960年4月29日，大庆油田召开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

（资料图片）

图为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大庆油田抽油机工作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