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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后，我重返石油城

它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
素不相识的大庆油田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朱国文同志写了
一封信，同时附上在《红岩春秋》杂志、《中国石油报》发表
的回忆石油生活的文章，表达想要重返大庆油田的夙愿。

几天后，我接到大庆油田总经办的邀请。6月中旬，
我终于回到多年来魂牵梦萦的大庆。

汽车下了高速路，进入大庆市区，我的眼睛紧紧地盯
着车窗外：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井架林立、钻机轰鸣的
茫茫荒原，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多想看
看当年住过的“干打垒”萨尔图农垦总场东风接待站，看
看曾在那儿演出的采油一部礼堂……

经过几代大庆人的努力，一座现代化的崭新城市，已
在松辽平原崛起。宽广的柏油马路、一排排整齐的白桦
林，曾经林立的井架已不见了踪影。只是，在市区繁华马
路旁、小区围墙外，不时能看到红色的抽油机，它们仿佛
在告诉人们：这里仍是一座石油城。

参加会演，我饰演五烈士之一

1965年，我17岁，怀揣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理想，
梦想当一个光荣的石油工人，参加了四川石油大会战。

1966年6月，在泸州市合江县白鹿镇与江津塘河乡
交界处，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石油32111钻井队血战火海
事件。之后，我调到会战总部演出队，在反映英雄血战火
海的大型歌舞剧《血战火海》中，饰演五烈士之一。当年
全国掀起“学习石油32111英雄钻井队”的热潮。10月，
我们和32111钻井队英雄一起，到成都、北京、大庆等全
国各地巡回演讲和演出。

大庆是我们十分向往的“铁人”王进喜生活、工作的
地方。我们从北京乘坐专列，驶过辽阔的松嫩平原，于10
月14日凌晨到达大庆萨尔图火车站。当年仅有一排简陋
站台的萨尔图火车站，如今已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大
庆繁华闹市区。

我在当年写下的日记中，记下了到达时的盛况：“列
车徐徐进站，我们受到在严寒中等候多时的大庆工委领
导、劳模及数千群众的热烈欢迎。锣鼓声、鞭炮声、口号
声、欢呼声响成一片。站台上毛主席画像、红旗、鲜花汇
成红色的欢乐海洋。32111队英雄下车时，欢迎的人们沸
腾了。大庆以王铁人为首的十大标兵，上前为英雄们披
红戴花。热情的大庆人把英雄们抬了起来。王铁人等标
兵和我们一一握手，少先队员给我们献花，我们和英雄一
起受到热烈的夹道欢迎。大庆人高呼：‘向32111队英雄
学习！向32111队英雄致敬！’我们则高呼：‘向大庆人学
习！向大庆人致敬！’”

幸福时刻，“铁人”为我戴纪念章

我这次重返大庆，油田宣传部门的朋友从档案馆找
到了1966年10月15日大庆油田出版的《战报》。《战报》
头版用《三二一一一钻井队的英雄们载誉来到战区》的通
栏标题，报道了我们到达的盛况，记载的现场情况和我在
日记上写的几乎一样。

巡回演讲团到大庆后，每人领了一套直行线缝露在
外面的棉衣，我们戏称为“杠杠”棉衣。棉衣的左上方，印
有白色的“农垦”两个字。这是因为当年大庆处于保密状
态，对外统一称“农垦”。就连我们住的“干打垒”平房，也
称为萨尔图农垦总场东风接待站。

第二天下午，在采油一部礼堂，大庆工委举行了隆重
的欢迎大会，向32111队英雄和我们演出队员，赠送了毛
主席像章和大庆会战纪念章。我们几个扮演烈士的主要
演员站在第一排，由“铁人”王进喜亲手给我们戴上毛主
席像章和大庆会战纪念章。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王铁人，18岁的我颇有几
分激动。过去只是在报纸、宣传画和画报上见过的英雄，
活生生地站在面前，我一下子竟开心得说不出话来。戴
好纪念章，“铁人”和我亲切地握手，我感到他的手虽有点
粗糙，但却十分有力，是一双工人师傅劳动的手。

当年11月我们离开大庆，年底休探亲假回到重庆，我在
小巷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穿的杠杠棉衣，棉衣上“农垦”两个
字，特别是造型独特的大庆会战纪念章，更是让人瞩目。走在
重庆的大街上，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回头率几乎百分之百。

我当小学教师的母亲，对我从大庆归来，更是兴奋不
已。一有空，她就要带我外出探亲访友，逢人就介绍说：“这
是我儿子，从大庆回来！”还会特别指着会战纪念章介绍说：

“这是‘铁人’王进喜给他戴上的！”幸福、骄傲之情，溢于言
表。这大概是母亲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

而18岁的我，则更是幸福满满，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去过大庆，见过王铁人，“铁人”还亲手替我戴上纪念章！

几十年来，这枚会战纪念章，我一直珍藏。

一口井，惊天地泣鬼神

重返大庆，我参观了两处“铁人”纪念馆，一处是“铁
人一口井”，另一处是位于大庆市最繁华大道的“铁人王
进喜纪念馆”。

1966年我们第一次到大庆时，就参观过这口井。那
时的这口井房十分简陋，井房旁边有几间“干打垒”和“地
窝子”，周围光秃秃的。经介绍我们才知道，这是1960年

“铁人”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参加会战打的第一口
井。经过多年建设，如今这里已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一
座园林式的“铁人一口井”纪念馆，呈现在眼前。

原有的井房已修葺一新，旁边的石碑上镌刻着相关介
绍：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来到松辽平
原，参加石油大会战。在没有设备、缺少水源等艰难条件
下，“铁人”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的豪迈誓言。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靠人拉肩扛，
仅用5天零4小时就钻井深达1200.76米，打出的第一口油
井喷出了石油，创造了当时世界石油钻井史上的最高纪录。

“铁人”当年和战友们打出的这口井，如今成了大庆
油田“石油精神教育基地”和首个入选国家工业遗产名录
的项目，并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口油井无声
地向人们讲述着，在20世纪最艰苦的60年代，“铁人”和
战友们所书写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建在大庆市中心城区。蓝天白
云下，鲜花盛开的纪念馆广场，矗立着“铁人”王进喜的雕
像。雕像高6.5米，庄严肃穆，“铁人”手扶钻井刹把，目光
坚定，眺望远方，伟岸的身影，让人敬仰。

穿旧棉衣，“铁人”像邻家大叔

馆区主体建筑外形为“工人”二字的组合，鸟瞰呈
“工”字形，侧看则为“人”字形，象征着这是一座工人纪念
馆。主体建筑有47米高，正门台阶47级，寓意“铁人”47
年的不平凡人生历程。沿台阶拾级而上，步入纪念馆序
厅,迎面是鲜花簇拥的国内最大铸铜雕像《石油魂》：一群
以“铁人”为首的石油工人，意气风发、目光坚定、大踏步
勇往直前，气势磅礴，令人震撼。这座国家一级博物馆以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石油魂”为主题，展出490余
幅珍贵历史照片、1170余件珍贵文献和文物，客观、真实
地展示了“铁人”王进喜的生平及用终生实践所体现的

“铁人精神”。每年200多万人次的参观流量，也使这儿
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

展厅中，一辆摩托车勾起了我的回忆。当年，我们住
在东风接待站，“铁人”几次来看望我们，就是骑的这辆摩
托车。记得他来的时间大多是下午四五点钟，应该是下
班路过接待站时顺便来看看我们。嘘寒问暖，问我们吃
住习不习惯，就像一个慈祥的邻家大叔。

“铁人”身上所穿的棉衣，和发给我们的蓝色“杠杠”棉
衣完全一样，不同的是我们是新的，而他穿的却是旧的。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他棉衣的两只手肘部，都有一块十分显
眼的补丁。要知道，“铁人”当时已担任钻井指挥部副指挥，
算是领导干部了，但他依然如此简朴和平易近人。

今年，大庆将举行“铁人”王进喜100周年诞辰纪念
活动，大庆的朋友希望收藏我的这枚大庆会战纪念章。
我又拿起了这枚纪念章，决定将它捐赠给纪念馆，为我这
次重返大庆油田，留下珍贵的美好回忆。

（作者系重庆苎麻纺织总厂干部 图片由作者提供）

“铁人”王进喜
亲手给我戴上

纪念章
□李中石

今年5月，整理我的收藏品，看到一枚
熟悉而独特的纪念章：纪念章呈长方椭圆
形，正面是一队头戴铝盔的石油工人，脚下
踩着地球，高举红旗奋勇前进。身后是一口
油井，阀门开启，滚滚石油，喷涌而出，卷起
滔滔油浪。红旗下，顶上有一颗五角星的石
油井架，巍然耸立。纪念章的背面镌刻着：
会战纪念章 1960-1963 中共松辽石油
会战工委 1963.12。

这枚“大庆石油会战”纪念章，是57年
前我18岁去大庆油田时，“铁人”王进喜亲
手给我戴上的。

五十多年前，18岁的我随“32111英
雄钻井队”全国巡回演讲团来到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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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笔者笔者（（二排二排
左左 33））和演出团和演出团
同伴在萨尔图同伴在萨尔图
农垦总场东风农垦总场东风
接待站留影接待站留影。。

“铁人”赠
给我的大
庆会战纪
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