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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文化精髓

———“铁人”精神的价值分析

财政税务学院　陈　蕾

如果你到过大庆，一定会被这座洋溢着现代化气息的城市所吸引。如今的大庆已

不像当年歌中唱的：“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经过大庆人５０年的艰苦奋斗，
大庆已不再是荒原，而是中国北方最美丽的石油城。如果你没有到过大庆，那你一定

听说过“王进喜”这个名字。“铁人”是五六十年代社会送给石油工人王进喜同志的雅

号，在大庆、在全中国所传颂的“铁人”精神，是王进喜崇高思想、优秀品德的高度概

括，也集中体现出我国石油工人的精神风貌。

出于职业的习惯，在体验大庆油田磅礴气势的同时，我下意识地问自己，大庆油田

价值几何？诚然，基础设施的价值可以评估，矿产、石油资源的价值可以评估，自主知

识产权的价值可以评估……但是，我却难以找到一种合适的评估方法来衡量大庆油田

的文化精髓———“铁人”精神的价值。“铁人”的精神已经深入到大庆油田的每寸土壤

中，融入到每个大庆人的血液中，我们很难以传统的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去衡量大

庆油田“铁人”精神的价值，因为其价值本身已然具有非常重要和深层次的意义。

一、从五个角度看大庆油田的特殊意义

（一）社会角度

从社会角度来讲，大庆油田从开发建设到科学可持续发展，从一片荒原到今天美

丽的石油城，一路走来，成绩辉煌。大庆油田的成功、“铁人”的精神也激发着各行各

业的创业热情。在那个特别困难的年代里，大庆油田的成功给中华儿女打了一剂强心

针。在那个年代，人人争当“铁人”，在大庆精神的引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挺过了最

困难的三年。激情、奉献、责任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主旋律。时至今日，当我走在大庆油

田的土地上，耳边仿佛依然萦绕着“铁人”团队的呐喊，心中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北

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的那份豪情。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振兴，离不开榜样的力量。

很难想象５０多年前倘若没有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少了２１
亿吨石油资源投入生产的中国会是什么样，没了“铁人”精神的中国工业又会是什么

样！也许这就是大庆文化的价值、“铁人”精神的价值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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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角度

从政治角度来讲大庆油田的发现，让中国彻底甩掉了贫油落后的帽子，实现了石

油基本自给。大庆油田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经验，为以后中国其他油田

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国开辟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石油

工业发展之路。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高度关注大庆油田的发展。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同
志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作出“建设美丽的大庆油田”的重
要指示。１９９５年，江泽民同志寄语大庆“发扬大庆精神，搞好二次创业”。１９９６年，胡
锦涛同志希望大庆油田“珍惜大庆光荣史，再创大庆新辉煌”。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２日，习
近平同志在纪念大庆油田发现５０周年大会上讲到：“大庆的成长和辉煌，见证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和辉煌；大庆的探索和成功，体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成功；大庆的成绩和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的历史丰碑上，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大庆油田就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儿子，与祖国同呼吸、共

命运。

（三）经济角度

从经济角度来讲，大庆油田的发现，无疑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的新篇章，我国石

油工业从此起航腾飞。大庆油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业

绩。从萨尔图到杏树岗，从喇嘛甸到朝阳沟……在６０００平方千米的大地上分布着５０
余个油气田。截至２０１１年年末，大庆油田累计为国家生产原油２１亿吨，占全国同期
陆上原油总产量的４０％以上；纳税总额始终位居中国纳税百强企业榜首；主力油田采
收率已突破５０％，比国内外同类油田高出１０～１５个百分点；从１９７６年起，持续２７年
实现年产原油５０００万吨以上的高产稳产，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更
为难能可贵的是，大庆油田诞生之时我国正处于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那个

年代，大庆有力地支撑了我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转，是共和国的钢铁脊梁，

一直以来被视为共和国国有企业的长子。５０年过去了，大庆已成为我国工业企业不
可替代的风向标和领头羊。作为全国最大的油气生产基地，大庆油田的科学可持续发

展，对于缓解国内石油供应紧张的矛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科学

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四）技术角度

从技术角度来讲，大庆油田的形成，打破了我国对海相生油理论的认识局限，形成

了我国自己的陆相生油理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我国在大庆长垣地区探明石油储量４０
多亿吨，开创了第一次储量增长高峰；９０年代，通过深入研究非构造油藏的成藏模式，
发展完善了向斜区岩性油气藏勘探理论，连续５年探明储量超过８０００万吨，形成了
第二次储量增长高峰；进入新世纪，向低、深、难领域进军，在长垣外围、海拉尔盆地、松

北深层天然气勘探等都获得了大突破、大发现，累计提交三级石油储量１３．５亿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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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０２年利用“火山岩储层预测技术研究及应用”技术发现了中国东部第一大气
田———庆深气田。大庆油田的整体综合开发技术与中国航天技术一起获得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技进步一等奖。可以说，这两项技术，对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类进步

都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五）文化角度

从文化角度来讲，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铸就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

要内涵的大庆精神，造就了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优秀职工队伍，涌现

了铁人王进喜、新时期铁人王启民、大庆新铁人李新民等一批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先进

典型。“铁人”精神得以传承，大庆文化得以延续。而大庆文化、“铁人”精神已经融入

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据统计，在大庆文化、“铁人”精神的

感召下，大庆先后累计涌现出国家先进集体１２个、先进个人４５人，省部级先进集体
７６个、先进个人３２２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先进集体５６个、杰出青年集体２０２
个、先进个人１０４人、先进青年３０６人。可见，大庆油田在长期实践中始终用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锤炼队伍，已然培育出了一支“铁人式”的干部员工队伍。

二、从四个关键词看“铁人”精神的特殊价值

“爱国、创业、求实、奉献”，是我们可以用来概括大庆文化的四个关键词，即：为国

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求科学、

“三老四严”的科学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而倘若进一步探究大

庆文化，我们会发现，“奋斗、责任、献身、忘我”的“铁人”精神，恰是整个大庆文化的价

值核心与精髓所在。

（一）“铁人”的奋斗精神

王进喜出生于陕西玉门一户穷苦农家，在旧社会受过压迫，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

家里的生活有了好转，他立志报答党的恩情。１９５９年，王进喜参加了全国群英会，第
一次来到北京。在这次群英会上，他吃惊地了解到国家急需石油的现状，亲眼目睹了

北京街头公共汽车因缺失燃油而在车顶上背了个大煤气包。国家“贫油落后”成了

“铁人”的一块心病，大煤气包就像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一样，他为祖国的“贫油落

后”而感到愧疚。１９６０年，王进喜参加了党中央批准大庆石油大会战，并为大庆奋斗
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铁人”将纯朴的报恩思想付诸实际行动中。至此，“铁人”的奋

斗历程和国家的建设与强盛结合在一起。他自觉地为国分忧，他的眼界已经从自身扩

展开来，他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二）“铁人”的责任精神

“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经得起子孙万代检验”，这是“铁人”当年说过的一

句话。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９日，在大庆会战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这一天，“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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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队因打了一口不合格井，受到当时的会战总指挥康世恩的批评。第二天，“铁人”到

指挥部诚心诚意地作了检讨，并请求把１２０５队打的那口不合格井填掉，钻井党委支持
他的意见。当时，队友认为不要把这件事写进队史，否则就是往自己脸上抹黑。“铁

人”非常坚决地说：“没有这一页，队史就是假的！”他还说：“这一页不但要记在队史

上，还要记在每个人心里！我王进喜算老几？脸黑脸白有啥关系？关键是要对大油田

负责任。不是一般地负责，要负责一辈子。”

（三）“铁人”的献身精神

大庆油田开发建设时期，技术装备力量不足，条件非常艰苦。“铁人”的原工作地

玉门在当时已经是石油城，相比一片荒原的大庆，生活和工作条件要强很多。在那个

物资条件匮乏的年代，当时的石油工人就连住宿还得分散到当地百姓家中。没有吃

的，找老乡借来高粱煮粥；没有喝的，抓把雪就着干粮下咽。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铁人”和他的团队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克服重重困难，将一生都献给了大庆这片热

土。矗立在大庆石油管理局办公楼前广场上那座久经风雨的“铁人”像，就像一座永

远的丰碑，向来往的游人诉说着大庆历史的变迁。

（四）“铁人”的忘我精神

“宁可少活２０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铁人”当年经常说的一句话，而这
正是对“铁人”忘我精神的诠释。“铁人”以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去世时年仅

４７岁，未能看到今天美丽的大庆石油城。在“铁人”精神的感召下，更多的有志青年继
承了“铁人”精神，“铁人”的称号已不再属于一个人；“铁人”在大庆已形成了一支有

着强大战斗力的团队，继续为大庆油田的建设而奋斗。世纪之交，“铁人”被评为２０
世纪“百年中国十大人物”，评选的理由即是：“工业劳模，‘铁人’是第一人。他对发展

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无人能比。”

“铁人”精神———他引领着一个民族一代代的有志青年投身于祖国建设的伟业

中。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一大批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先进模范，大家争做“铁人”，在

各自的岗位上甘于奉献，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叫忘我，什么叫献身。

“铁人”精神———他显示了一个民族知苦不怕苦，艰苦奋斗的壮志豪情。“铁人”不仅

仅属于那个艰苦奋斗的年代，“铁人”精神更值得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去传承，将“铁人”

精神带到我们的工作岗位，让大庆文化、“铁人”精神在中国遍地开花。“铁人”精

神———他凝聚着一个民族知难不畏难，迎难而上的民族气概。以“铁人”为模范，以

“铁人”为榜样，是历史赋予当代青年的重任。

毋庸置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

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是如此，企业也是这样。

优秀的企业以文化的方式存在，企业的发展首先是企业文化的发展。而企业价值观作

为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信仰，构成了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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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价值导向，直接决定企业的前途和命运。现实中，企业在经历了最初的经验管理、

科学管理和战略管理后，正日益认识到企业最高层次的竞争已经不再是资金、技术、人

员、策略的竞争，而是企业文化的竞争。谁塑造了优秀的企业文化，谁拥有了最优秀的

企业价值观并且转化为企业行为，谁就会成为市场竞争的优胜者。因为几乎所有成功

的企业，不论企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的企业文化是基本不变的，或者说，企业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不变的。价值观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价值观为全体员工提供

了共同的行为准则，企业的成功源于员工对组织价值的确认、信奉和实践。

回顾大庆油田走过的历程，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那就是：“奋斗、责任、献

身、忘我”的“铁人”精神，不仅是推进大庆油田不断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更是大庆油

田乃至中华民族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源泉。从这一点来讲，“铁人”精神无价！

三、“铁人”精神对我们的启示

在此次学校组织的大庆调研行程中，我们结识了许许多多热情的大庆人。其中，

毫无疑问，“铁人”的故事是他们最津津乐道的。从他们的言语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

那份自豪与荣耀。当年，石油工人的挥汗如雨，已随着岁月慢慢沉淀；往事，在大庆人

的心中，早已凝结成了深刻的记忆。

一个人的力量究竟有多大？“铁人”给了我们答案，他不仅能激励自己的团队，更

能影响一个国家。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很少有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一座城市如

此息息相关。“铁人”是一个例外，那个在５０多年前响彻中国大地的名字，也将在未
来继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的中国青年投身到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业中。

５０多年前，大庆油田的诞生吹响了中华民族振兴崛起的号角，但那时我们的技术
装备落后，所以，在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铁人”。“铁人”精神也在

当年成为一部励志宣言，激励着一代国人奋发图强。今天的中国已非５０多年前所能
比拟，我们已不需要工人用自己的身躯去搅拌水泥，更不需要他们用血肉之躯去阻挡

井喷，但我们依然需要“铁人”精神。我们体会过落后带给我们的痛苦，甲午一战，北

洋水师全军覆没，致远号的舰锚至今还作为战利品留在日本东京的上野公园供往来的

游客参观，所以，我们需要“铁人”精神在科技兴国、“中国创造”的征程上发扬光大。

我们体会过落后带给我们的伤感。在国际市场上，我们的民族品牌举步维艰，在与国

际品牌的竞争中每每处于劣势。甚至在国内市场，我们的民族品牌也无法对洋货完全

说不。所以，我们需要“铁人”精神在民族品牌振兴崛起、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为我们引

吭高歌。我们体会过落后带给我们的无奈，引进外资，我们的劳动力价值低廉成为吸

引外资的一大优势，所以，我们需要“铁人”精神陪伴我们走向自信自强。

“铁人”那份忘我奉献的激情与豪迈，源于他对祖国深深的热爱。现代的中国青

年并不缺乏爱国激情，缺乏的也许是真诚坚定的精神信仰，也许是乐观负责的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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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许是无难不克的意志品格，也许是不怕牺牲的工作精神，也许是一丝不苟的工作

作风，也许是自强不息的价值追求……民族兴亡，匹夫有责！如果每一位中华儿女都

能以“铁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变成“铁人”，那将是国家

之幸、民族之幸。正因如此，作为大庆油田文化精髓的“铁人”精神，无价的“铁人”精

神，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它应该像陈年的佳酿

一样，历久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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