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镇金银滩草原是一片美丽

又神秘的地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我国举全国之力，在金银滩创建科研基地，开展科学研究。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大漠深处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

起，震惊了世界。

抵御威胁 果断决策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有一座纪念碑，是 1992 年 9 月 1 日

由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二二一厂修建的，碑身高 16.15米，代

表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16日 15时。纪念碑的

正面是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

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核讹诈、核垄断，党中央果

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1956年 11月，国家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更名为

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后来的核工业部），具体负责组织、领导核

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

1957 年 10 月开始，中苏专家组负责厂址选择。青海原

子城纪念馆馆长马清芳介绍，相关专家综合考虑了金银滩的

地质、地貌、水文、气象等因素，认为这里水源丰富、四面环

山、交通便利、利于搬迁。最终，代号 221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选定在金银滩草原。

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在金银滩开

建，命名为“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对外称“青海省综合机

械厂”，掩护名称为“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青海矿区。

不惧困难 艰苦创业

1958年 8月，二机部核武器局（九局）局长李觉将军带领

一支 20多人的队伍、3顶帐篷、4辆解放牌卡车和 4辆苏制嘎

斯69越野吉普车，开始了在金银滩的艰难创业。

青海省委根据需要，将金银滩草原的 1279 户牧民搬

迁。6000多人赶着 15万多只牛羊，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仅用

10天时间，搬离了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草原，搬到了周边的

县域。

随后，广大建设者和科研人员集聚草原。大批科学家、

技术人员、干部、知识分子、工人，离开优越的生活环境，放弃

国外优厚的待遇，告别亲人，赶来建设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

制基地。

221基地占地 1170平方公里，建有 18个厂区和 4个生活

区，38.9公里的铁路专线及75公里的沥青混凝土公路专线。

在金银滩草原西南方向的爆轰试验场，记者进入掩体式

的 656工号，混凝土墙修筑的房间里，阴暗湿冷。“两弹一星”

理想信念教育学院讲解员刘晓萌介绍，这个爆轰场是流体动

力学试验场，主要是进行小型爆轰模拟实验。1964 年 6 月 6

日，这里成功进行了 1∶1 全尺寸爆轰模拟冷实验，为第一颗

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奠定了基础。

核武器研制初期，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极

为困难。最困难的时候，主管部门就组织大家开荒种地、打

鱼，补充生活资源，保障基地建设顺利进行。

经过举国上下的共同努力，1964年，一个水、电、暖、路齐

备，集科研、生产、生活为一体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在草原上拔地而起。

以身报国 勇攀高峰

研制原子弹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一大批留学海外的优秀

科学家纷纷响应祖国召唤，投身祖国核事业。像钱三强、郭

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回国的。世界著名

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曾说过：“母亲虽然很穷，但孩子依然挂

念。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回的时候就要走！”

当时没有先进的设备，科研工作者就靠算盘、手摇计算

机进行极为复杂的计算。为使计算结果更加精确，演算一个

数据需要很长时间，科研工作者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马清芳介绍，221 基地二厂区 209 工号主要负责高能炸

药生产和总体装配工作。像锯炸药、熬炸药和火工材料组装

等极具危险性的工作，都是由科研人员手工操作完成的。科

研人员用铝壶熬炸药，虽然是土办法，但却行之有效。

“我愿以身报国。”在“两弹”的研制过程中，许多科学家

隐姓埋名、夜以继日、无私奉献。

科学家王淦昌组织科研人员从 4 万张底片中找到了一

个产生反西格玛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受

到世界物理学界的高度评价。正在这时，领导要求他改变

研究方向，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这位世界级的科学

家突然从国际科学界神秘消失了，他改名为“王京”，隐姓埋

名 17 年投身祖国的核事业，直至 1978 年才公开自己的身

份。王淦昌来青海基地时是 54 岁，调回北京时已是年逾 70

岁的老人。

核爆成功 振奋国人

在金银滩的上星站，记者看到了 60多年前的火车头，就

是在这个站点，221基地的第一颗原子弹生产装配完成，通过

“零次”列车运往酒泉基地组装，后运抵新疆罗布泊。

经过广大科研人员、工人、战士的共同努力，新中国终于

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1964年 10月 16日 15时，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我国郑重发表声明：中国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之后，广大科技工作者遵照党中央指示，迅速转向氢弹

的探索研制。近10万名科研人员参加了氢弹原理研究。

1967 年 6 月 17 日上午 8 点 20 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

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我国用了 2 年 8 个

月，美国用了 7 年 4 个月，苏联用了 4 年，英国用了 4 年 7 个

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

成就这样的不凡伟业，是因为在党中央的组织领导下，

有一支为国家和民族振兴默默奉献的英雄团队。

221 基地从研制原子弹、氢弹及武器化，16 次国家核试

验和两次常规武器试验产品的研制生产，为后续新基地的建

立准备了人才、管理和科研基地、工业研究、贮存研究核武器

退役处理……

1987 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做出了撤销 221 基地的决定。

基地退役并移交地方以来，海北州委、州政府坚持保护、开

发、利用并重的原则，加大原子城建设力度。

“221基地移交时，所有的学校、医院、广播站等都完好无

损，是随时可以使用的。”原海北州交接工作组成员马元

新说。

221 基地退役后，金银滩草原的牧民又陆续回到了草

原。达玉日秀村党支部书记吉合生木家封闭式的房间里土

暖气烧得暖烘烘，新式家具样样俱全。吉合生木说：“我们这

个村现在算是很富裕的村子，家家户户都在草山上养着牛

羊，70%以上的村民在西海镇买了楼房，让孩子接受更好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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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好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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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 晶

金
银
滩
崛
起
原
子
城

本
报
记
者

马
玉
宏

石

晶

图①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

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图② 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

州海晏县西海镇的“两弹一星”理想信

念教育学院。 （资料图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科学家、干部职工、解放军战

士，身怀强烈的报国之志、爱国之心，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

命运，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联系在一起，用智慧、青春和热

血，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中国从此拥有了保家卫

国、捍卫和平的核力量。

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背后，凝结着无数爱国志士的心血和

汗水。他们不仅要突破科技领域中的种种难关，还要克服吃

不饱、穿不暖、远离亲人的煎熬。他们在国家经济最困难时

期，勒紧裤腰带研制原子弹，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永久地

镌刻在中国大地上。

“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

和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在 20 世纪创造的宝贵

精神财富。数十年来，靠着“两弹一星”的战略保障和支撑，

我国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机遇。我们党带

领全国人民胜利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掀起气壮山河的

建设浪潮，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重温

这段辉煌历史，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对于推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两弹一星”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华儿女

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参加工作 5 年来，我已经进行了约 2000 场次讲

解，尽我所能传播‘两弹一星’精神。”青海原子城纪

念馆第三批讲解员姚雯静说，她是“两弹一星”精神宣

讲团成员，经常到全国各地的机关、高校、部队、社区

等开展宣讲。

姚雯静说：“讲解员的工作看似重复单一，要讲好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一次讲解都是一张新的考

卷，每一批参观人员都是考官。讲解工作不仅要求

‘专’，而且还要‘博’，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才

能讲解得更清晰、更从容。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有限的

历史资料和亲历者口述中去甄别、还原更多事迹和历

史情景。”

“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
马玉宏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原子城纪

念碑。 （资料图片）

2017年 4月，“两弹一星”精神宣讲团在上海奉

贤区宣讲结束后，一位男士告诉宣讲员，他母亲是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时的报时员。随后宣讲团成

员去探望老人。听说宣讲团来自青海原子城，老

人非常激动，为大家讲述了当时在新疆马兰基地

工作的一些情况。“我们有机会就到全国各地走

访当年在 221 基地工作过的老同志，搜集资

料。这不断增进了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知。”

姚雯静说。

姚雯静至今记得，在 2017 年的一次“两

弹一星”精神宣讲结束后，几位听众说：

“宣讲让人感动、引人深思，让我们对‘两

弹一星’精神有了新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

解。”这些点滴让姚雯静倍感振奋，也更加

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

来原子城纪念馆的观众不少是当年 221

基地工作人员的后代，他们循着父辈的足

迹，踏上青藏高原，来这里了解父辈们的奋

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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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雯静

说：“纪念馆里每一张照片和展品的背后都

有一段发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感人事迹。

我们通过学习、研究不断成长，每一次讲

解，我都会从心底涌出无限感动。作为讲解

员，我有责任将‘两弹一星’的故事讲给参

观者，守护好传递好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让

‘两弹一星’精神感召、鼓舞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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