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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精神传承与延续的具体表现及成功经验

国际学院　许晓华

从１９５９年松基三井喷油开始书写，大庆的历史至今已有５０余年。大庆的历史是
辉煌的。在中国，大庆油田首先是一家国有企业。５０余年中，大庆年产原油从５００万
吨增长到５０００万吨以上，并整整保持２７年高产稳产。２００３年以来，大庆进行战略调
整，实现年产原油４０００万吨以上的持续稳产。因为有了大庆，才有周恩来总理１９６３
年“中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的自豪；因为有了大庆，７０年代风雨飘摇、濒临崩溃的共
和国经济才得以支撑。这是大庆作为企业的骄傲。但大庆又不仅仅是一家企业。大

庆是一个行业的代表，大庆的成长与辉煌见证了中国的成长与辉煌，大庆的探索是中

国国有企业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大庆呈现的更是一种精神，大庆的成长、发展，大庆

奇迹的创造都与这种精神息息相关。大庆精神被概括和浓缩成八个字：爱国、创新、求

实、奉献。每个去过大庆的人，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在大庆，

这种精神无处不在，写在每个大庆人的脸上，更刻在每个大庆人的心上。大庆精神就

是大庆油田的企业文化，现在这种企业文化已融入企业员工的血液，成为这家企业强

大凝聚力与竞争力的源泉。５０多年来，这种精神一直在延续着，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
延续，而是在传承与延续中与时代同步，与时俱进，其核心与内涵历久弥鲜。

一、大庆精神传承与延续的具体表现

大庆精神的传承与延续表现在几个方面：爱国激情与奉献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创

新意识的传承与延续；求实负责态度的传承与延续。铁人精神是大庆精神的典型化体

现和人格化浓缩。正如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中诠释的那样，铁人精神是“为国分忧，为

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宁可少活２０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精神”；
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干工作要为油田负

责一辈子，经得起子孙万代检验的认真负责精神”；是“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无私奉

献精神”。

（一）爱国激情与奉献精神的传承与延续

６０年代，大庆石油会战中，大批石油人心怀强国的梦想，为了石油，从祖国各地来
到这片草原上，开启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没有起重设备和运输工具，工人们曾经

人拉肩扛把五六十吨重的钻机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井场。打井没有水，工人们用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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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端来几十吨水，保证了会战第一口井的提前开钻。为了制止井喷，王进喜和工人们

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那时，科研人员曾不顾生活与工作条件的艰苦，为

攻克技术难题废寝忘食、殚精竭虑。

时代在前进。５０多年过去了，工人们吃苦耐劳的作风却传承下来。多年来，钻井
作为特殊行业常年在野外施工的工作性质并没有改变。哪里有井位，井队就搬到哪

里。职工们没有节假日，日夜三班倒，四季轮流转，工服上经常是冬天一身冰、夏天一

身水。王进喜当年带领过的１２０５钻井队的８０后们，也曾在路面泥泞起重设备开不进
来时人拉肩扛将钻机拉到井场；在油井盘根被破坏时顶着“石油雨”奋力抢修；冬天计

量间干线漏失，在７０度热水环境中坚持工作。油田派驻海外的钻井队伍，在施工国家
政治局势动荡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岗位出色完成任务。科研人

员的奉献精神也不曾改变。新一代“铁人”王启民怀着同样的爱国激情，克服了许多

难以想象的困难，收集整理油田单井资料数据近万个，绘制了油田第一张高含水期地

下水饱和度图，从而揭示出了油田不同含水期开发的基本规律和稳产办法，有力地指

导了油田开发实践。正如一位科研人员在自己的演讲稿中描述的：“在地质大队的走

廊里，你经常可以看到匆匆的脚步、布满血丝的双眼和冥思苦想的表情。他们把加班

视为工作的一个环节，把熬夜视为一项基本技能。没有人会记得自己有多少个节假日

没有休息，没有人会记得自己熬过多少个通宵。”“只要科研攻关任务一下达，一场战

役就打响了。每当这个时候桌子上的图纸就会堆积成山，人们像陀螺一样穿梭其中，

中午顾不上休息，晚上加班到深夜，周末与工作日一样准时准点。”①

数不清的实例告诉我们，对于他们的这种行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拥有激情、

梦想与奉献精神，油田的企业文化的精髓已深深融入他们的内心。惯常思维中的某些

“实用”逻辑，像努力加班只为赚取加班费，有人监督就努力没人监督就偷懒，遇事先

权衡利弊好处不多就避闪等逻辑，在这里似乎被屏蔽了。

（二）创新意识的传承与延续———技术创新，创造奇迹

钻研技术，进行技术创新在大庆油田创业初期就已成为很多工人和技术人员的自

觉行为。以铁人王进喜为例，他在技术上肯于钻研，曾带领伙伴用４０年代的老钻机，
克服技术上的困难，打出油田第一口斜度不足半度的直井，创造了用旧设备打直井的

先例。他还与工友们进行了钻机整体搬家、钻头改进、快速钻井等多项技术革新，对改

进钻井工艺技术作出突出贡献，被油田党委授予“工人工程师”的称号。

从１９７６年至２００２年，大庆油田连续２７年实现年产原油５０００万吨以上，创造了
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国际上同类油田的稳产期一般在３～１２年，大庆奇迹
的创造源于大庆多年来的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在经历了第一次创业之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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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二次创业阶段的大庆油田面临的重大难题是油田进入高含水期后，地下状况日益复

杂，开采难度逐步加大。要克服这一难题，就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５０多年中大庆
形成了一整套大型油田的科技创新体系，对陆相生油理论进行验证，形成一系列系统

技术，共获得８０００多项科技成果奖，３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使油田的开发水平一
直居于世界前列。以采油率为例，世界油田的平均采油率为３５％，而大庆油田的采油
率达到５０％以上，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庆的科技创新意识是超前的。一项新技
术，大庆会超前１５年进行跟踪，超前１０年进行论证，超前５年进行配套。由利用天然
能量的一次采油，到注水开发技术，特别是分层注水开发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之后的二

次采油，再到利用化学制剂的聚合物驱动技术的三次采油；从普通井到斜井、水平

井……技术创新保证了油田的高产稳产，而每一次技术上的突破无不凝聚着科研人员

无尽的心血和汗水。

（三）求实负责态度的传承与延续

６０年代，铁人王进喜等人的经验和做法，如“三老四严”（即当老实人、说老实话、
做老实事，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和“回访”制度等，其中

有很多成了油田的规章制度，还在全国工业系统推广。这些规章制度体现了大庆人求

实负责的工作态度，保证了油田的安全生产，也保证了油田开采的优质与高效。

新时期，油田依然保持着一贯的求实负责态度，这种态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企业内部推行严格细致的岗位责任制。近些年来，油田在此基础上制定了

健全的岗位责任制，保证企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大庆油田的岗位责任制共包括八种制

度，即岗位专责制、交接班制、巡回检查制、设备维修保养制、水质化验质量负责制、岗

位练兵制、安全生产制和班组经济核算制。这些制度涉及油田生产与管理的方方面

面，是油田安全生产、高质高效生产的重要保障。

二是为企业和员工作长远考虑，制定宏观发展规划。资源类企业往往会有一个由

盛转衰的历史，但不同企业的命运因决策的不同而不同。俄罗斯的巴库油田在石油资

源枯竭后衰败了；而同样作为石油城市的美国休斯敦，却成功完成了产业转型，继续保

持着既往的繁华。大庆同样面临着这样一种危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课题。面对

这种形势，２００２年后，立足于世界能源市场的新格局，大庆油田进行了战略调整，在控
制成本基础上保持产量，年产原油量由５０００万吨下调至４０００万吨。与此同时，油田
在不断进行外围勘探发现新储量及油气并举开发气田的基础上，努力开拓企业的发展

空间。一方面，开拓海内外市场。油田先后进入河北、河南、吉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

的钻井市场，并向海外派驻了１００多支钻井队伍，进军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阿尔及
利亚、哈萨克斯坦、美国、苏丹、伊拉克等国外钻井市场，横跨亚、非、欧、南北美洲五大

国际区域，在海内外市场树起了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在工程技术（如打井、测试

等）、工程建设（修管道、路桥等）、石油化工等领域发挥自身优势，寻求建立支柱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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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从而实现人员的有序转移。

三是保护环境，在寻求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持续不断的努力。如果说油田开发早

期对环保问题因历史原因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话，那么５０多年后的今天，为建设“绿色
之城”“生态之都”，大庆油田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可圈可点的。在开发过程中，油田

积极推动绿色油田建设，使企业与环境更加和谐。油田始终坚持“不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增长，不因一时的发展损害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教育引导广大

干部员工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环保优先”的工作理念，努力做到油田勘探开发与生态

保护并重。在推行绿色施工、打造绿色站队的同时，启动实施了油田生态环境治理工

程，工业废物无害化处理达到１００％。油田开采施工中认真细致进行的污水处理和植
被恢复工作得到了大自然的回报，城市中大片的绿色、蔚蓝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就是

这项工作的见证①。

二、大庆精神传承与延续的成功经验

（一）重视基层建设

基层建设是企业一切工作的基础。大庆油田一直重视基层建设，努力打造“铁人

式”标准化站队。为此，油田始终抓住基础建设工作不放松，从组织领导、制度完善、

岗位培训、队伍建设、环境营造等多方面加强基层建设。主要措施有大力加强“三基

工作”，加强班组建设等。几年来，先后选树了油田功勋队、标杆队等一大批基层建设

先进单位，并涌现出上百个优秀集团公司即“百面红旗单位”、油田基层建设标杆队。

２００６年，命名表彰了“基层建设十大标杆单位”，树立了“基层建设十面红旗”。
（二）重视榜样的力量

大庆油田一直重视在企业内部树立“铁人式”的先进典型。６０年代会战时期，会
战工委树立了王、马、段、薛、朱“五面红旗”。七八十年代，树立了“钢铁钻工”吴全清、

“最讲认真的人”周占鳌等２１大标兵。９０年代，树立了“新时期铁人”王启民等六大
标兵。新时期，大庆油田党委树立了“新时期五面红旗”和“新时期五大标兵”。榜样

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典型的影响和带动下，油田上下形成了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生动

局面。

（三）重视企业文化氛围的营造

油田非常注重企业文化氛围的营造。大庆油田总能让置身其中的人感觉到一种

精神、一股激情，并为之振奋，为之感染。

为了让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大庆油田一直强调铁人精神是企业文

化的灵魂，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六个一”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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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立了近百个企业精神和会战传统教育基地，其中包括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大庆

油田历史陈列馆、石油科技馆等，每个场馆都与石油有关，都充盈着大庆精神。以铁人

王进喜纪念馆为例，新馆自开馆以来已接待逾百万参观者。第二，组建了一支由老会

战、老劳模、老干部、老工人组成的宣讲队伍，每年组织多场巡回报告会。第三，编写有

关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系列书籍，如《大庆传统教育简明读本》、《铁人传》等，并拍摄

了《铁人王进喜》等电视纪实片。第四，成立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研究会，建设了一

支专兼职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推出《关于新形势下发扬大庆精神的研究》等一批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第五，组建了一支写铁人、演铁人、唱铁人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创作

演出的《周总理与大庆人》、《铁人轶事》等一批作品受到广泛好评。第六，建立了一个

长效机制，把学习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作为员工入厂、入党、入团教育的第一课和必修

课，并始终伴随其职业生涯。

（四）想员工所想，为员工服务

油田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保护好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共同发展，使企业与员

工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考虑到年轻人希望发挥自己才华和体现个人价值的需求，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

油田制定了人才激励制度，让真正有才华的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快从竞争

中脱颖而出。另外，近年来，油田通过实施“１１２７”工程和党员干部“一帮一，帮扶再就
业”工程，使４１１８６名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人员实现了再就业；通过开展“进万家门，知
万家情，解万家难，暖万家心”活动，走访慰问和帮扶各类人员４０多万人次，发放各类
帮扶资金２．４亿元。油田每年还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物业、医疗、公交等事业，为职工
群众改善生活质量创造条件。由于企业与员工建立的良好劳动关系，２００６年，大庆油
田被评为“全国和谐劳动关系企业”。

企业精神是“企业所拥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意识和信念，它是一种个性化非常强

的文化特征”（王福全、孙卫利，２００９）。大庆精神实际上就是大庆油田的企业文化。
这样的企业文化让每个员工在体会到企业带给自己归属感的同时内心充满自豪。这

种企业文化塑造无疑是成功的。正如当年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所说，“一个企业的企

业文化真正成功的标志在于，企业的价值观及其相关理念被职工认知、认同、认可后变

成企业职工的自觉行动，体现在生产、管理以及经营的全过程”（宋雪连、刘若凝，

２００７）。成功的企业文化使得５０多年后的今天，作为资源性企业的大庆油田能够拥有
一支政治坚强、业务精通、作风正派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奉献”的“铁人式”员工队伍，在油田时，能保证高效完成生产任务，走出油田也能在其

他地方甚至海外树立起叫得响的企业品牌形象。总之，大庆精神能够传承延续下来，

历经５０多年而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与大庆油田在企业文化创建方面的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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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是分不开的，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吸纳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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