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庆油田篇

大庆油田考察启示录

杨世忠

一、缘起

２０１２年７月，校党委讨论通过了旨在全面提升我校中青年教职工素质和能力的
《驼峰计划》，利用暑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２０１１年，校工会曾组
织青年教师赴内蒙古鄂尔多斯进行考察，效果不错。２０１２年扩大考察范围，校工会组
织两批中青年教职工分赴长春一汽和大庆油田两个企业进行考察。选择在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进程中有过辉煌业绩或典型意义的行业、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对于高校教师

深入了解国情、接触实际、深化认识、提升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本人参加的是赴大庆油田考察的队伍。之所以选择大庆油田，不仅因为大庆油

田曾经是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而且因为铁人精神、

大庆精神、“三老四严”作风和岗位责任制在我的成长和工作历程中深深地影响了我

和我的同时代人。于是，怀着一种缅怀大庆历史的心态和探究大庆未来的好奇，我们

开始了此次考察行程。

在大庆，我们受到了大庆人的热情接待。我们参观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大庆油

田历史陈列馆、大庆石油科技馆，考察了钢铁１２０５钻井队、中１６联合站，与油田纪委
书记王昆同志和党委宣传、人力资源、企管法规、技术发展、安全环保、内部控制等部门

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交流。通过考察活动，我对大庆油田的发展历程有了进一步的

了解，对铁人精神和大庆精神对于当代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

二、大庆油田发展历程及其贡献

石油堪称现代工业与经济的血液。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因为石油工业和石油
资源的勘探开发非常落后，我国成为有名的“贫油国”。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对我国实行封锁和制裁，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也于１９６０年撕毁协议停止了对我
国的经济援助。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陷入被包围和封锁的困境。“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成为那个时代国家精神的主旋律。

当时，在李四光等一批爱国学者的“陆相成油”理论指导下，我国地质勘查工作者

在黑龙江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勘探工作。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６日，松基三号钻井喷出了原
油，这一天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里程碑。由于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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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庆之日，在这里发现的大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经过１９６０～１９６４年间的石油会
战，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大庆人艰苦创业，开发油田，原油年产量在１９６３年达到５００
万吨，使我国甩掉了贫油落后的帽子，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为此，

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１９６５～１９７６年间是大庆油田不断扩
大产量的发展阶段，１９７６年达到了年产５０００万吨原油的水平。１９７７～２００２年间，是
大庆油田高产稳产阶段。大庆人通过技术创新和不断开发，使原油年产量５０００万吨
水平持续了２７年，其中１９９６年甚至达到了５６００万吨，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最长的
高产稳产期。２００３年以来，大庆油田仍然以年产原油４０００万吨的产量持续发展。今
天，大庆油田已经持续高产稳产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依托油田建设起来的新型石油

城，其人口已经超过了１３０万，成为著名的绿色宜居之城、天然百湖之城和北国温泉之
乡。通过科技创新、深度开发、转移开发、走向海外等全方位发展，大庆人对未来的可

持续发展充满信心。人们相信，油尽城衰的巴库模式和完全产业转移的休斯敦模式，

不可能成为大庆的明天，大庆的明天还将续写新的辉煌。

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发展之路，它不仅建成了特

大型砂岩油田，为我国现代工业的发展输送血液，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还创造

了以铁人精神、大庆精神、岗位责任制为代表的巨大精神财富，积累了企业管理的宝贵

经验。

三、铁人精神

铁人精神是对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担任１２０５钻井队队长王进喜同志的思想境界和
工作状态的高度概括。其主要内容有五个方面。一是“为祖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

爱国主义精神；二是“宁可少活２０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三是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四是“干工作要经得起子

孙万代检查”、“为革命练一身硬功夫、真本事”的科学求实精神；五是“甘愿为党和人

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奉献精神。

铁人精神在今天的１２０５钻井队传承发展为岗位报国精神、矢志一流精神、自我超
越精神、求实创新精神、和谐奉献精神。

四、大庆精神

大庆精神产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石油会战。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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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科学、“三老

四严”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奉献精神。其中，“三老四严”指的是：对待

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

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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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岗位责任制

岗位责任制是大庆油田最基本的生产管理制度。它的内涵是把全部生产任务和

管理工作具体落实到每个岗位和每个人身上，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专责，办事有标

准，工作有检查，保证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和工作质量。岗位责任制主要包括八个方

面的内容：一是岗位专责制；二是巡回检查制；三是交接班制；四是设备维护保养制；五

是质量检验负责制；六是班组经济核算制；七是岗位练兵制；八是安全生产制。

六、大庆油田考察启示录

启示之一，干。“文化大革命”期间，当马列主义口号喊得震天响，人们热衷于批

判“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时，铁人王进喜说“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

也没有”。确实，大庆油田的高产稳产是干出来的，不是成天搞大批判出来的。无独

有偶，邓小平同志对于人们争论“姓资姓社”问题时也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争

论”“发展是硬道理”的话。当年，深圳人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下，创造了深

圳奇迹。今天，勤劳的中国人民正在“干”富民强国的伟大事业。干，是主人翁精神的

体现。袖手旁观、评头论足、只找茬不建议，这样的人和事不可能没有，但是不能多了。

一个单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干事的人多，是正压邪；看的人多，搅和的人多，是邪压

正。在邪压正的环境里，不可能干成事。

启示之二，实。无论是“陆相成油”理论还是钻井勘探，无论是“实践论”还是“三

老四严”，离开了科学求实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操作，蕴藏于松嫩平原地下砂岩中的

油气不可能跑出来造福人类。大庆人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是立足于实际提出来的，

用健全的规章制度和无处不在的思想政治工作做保障，事事有人负责，件件落到实处。

政工干部要“三访四到”：职工思想遇到问题要走访，职工生活有了困难要走访，节假

日对工伤和离退休职工要走访；职工或职工直系亲属患病要看望到，职工婚丧嫁娶要

关心到，职工外出或公出疗养要关照到，职工修房搬家要到现场。钻井工人要“四懂

三会”：懂设备性能、懂结构原理、懂操作要领、懂维护保养，做到会操作、会保养、会排

除故障。就是总结评比，也要讲真实性：表扬与树立典型一定要实在，成绩必须真实。

虚的不能服人，形式主义假成绩，骗了别人骗自己，最后还是害自己。

启示之三，样。“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干部身先士卒，劳模勤奋工作，是大

庆油田的特色。大庆人认为，“单位好不好，关键看领导；班子行不行，先看前两名”。

大庆的干部要做到“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工人身上有多少泥，干部身上也有多

少泥”，“干部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解决生产问题、同娱乐”。机关工作人员要

做到“三分之一在机关办公，三分之一跑面了解情况，三分之一在基层蹲点调查”。机

关工作要“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党委领导要做到“四个公开”：思想公开，

有问题摆在桌面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搞背后议论；缺点公开，严于解剖自己，不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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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不怕丑，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公开，及时向党委汇报工作，经常互通情

况，有事共同商量，加强集体领导；生活公开，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不干见不得群

众的事。

启示之四，严。大庆人讲“三老四严”，其中“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

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就体现出一个“严”字。覆盖全面的规章制度，各种各

样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标准，无不体现着一个“严”字。例如，工作中要做到“四个一

样”：黑天白天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没有

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会战期间要做到“七不准”：一是不准降低规定的生活标

准和提高规定的伙食费；二是不准吃冷饭，喝不上开水；三是不准穿不上棉衣；四是不

准睡不上八小时觉；五是不准住冷房子；六是不准开没有准备的会；七是不准不关心

病号。

启示之五，细。以工人的工作交接为例。“任务不清，不交不接；质量要求和措施

不明，不交不接；设备保养不好，不交不接；工具、配件缺少、损失，不交不接；工作场所

不整洁，有漏油、漏气、漏水、漏电等现象，不交不接；原始资料不全不准，不交不接；上

班为下班的准备工作不好，不交不接。”“对重要的生产部门要一点一点地交接，对重

要的生产数据要一个一个地交接，对主要的生产工具要一件一件地交接”。

启示之六，创。从早期的创业到今天的创新，大庆人始终在念“创”字经。凭着创

业精神，大庆人住干打垒战严寒，在茫茫荒野上打出一眼又一眼的高产井。凭着创新

精神，从自喷到分层注水、从聚合物到化学剂驱油，每一次采油技术的创新，都使一口

又一口油井成为高产稳产油井。世界油田回采率平均为３５％，大庆油田达到了５０％。
相信随着新的三元复合物技术的推广运用，大庆油田回采率冲击７０％的目标能够实
现。大庆人的“创”字经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实践—总结—新设想—实验论证—

推广实践—再总结……循环往复。大庆人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就是沿着这样的路

径在发展。

启示之七，献。铁人王进喜“宁肯少活２０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最后
成了现实，他未到退休年龄就过早地离开人世。大庆人不仅奉献石油、奉献物质财富、

奉献管理经验、奉献精神财富，而且还奉献青春年华，甚至奉献生命。大庆人的奉献精

神在铁人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通过对大庆油田的实地考察，我对“干，实，样，严，细，创，献”七个字有了新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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