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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千
千万万努力拼搏、无私奉献的奋斗者。新中国
成立70多年来，无数建设者心怀祖国、服务人
民，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他们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
事迹。王进喜，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那个
百废待兴、风雷激荡的创业年代，王进喜带领
石油工人舍生忘死、日夜苦干，在石油战线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他用奋斗的一生铸起了大庆
石油人前进的航标，也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

人，没有尝受过苦涩的滋味，就体会不到
甜蜜的宝贵。1923年出身于旧社会一个贫苦
家庭的王进喜，从小就经历了生活的诸多苦
难。1929 年，家乡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6 岁
的王进喜用一根棍子带着双目失明的老父亲
沿街乞讨。父亲被迫给地主出劳役，9岁的他
赶着牛车，载着父亲把羊毛送到百里之外的酒
泉。为了挣钱给父亲看病，王进喜和几个穷孩
子一起到虎狼出没、气候变化无常的深山里给
地主放牛。为了躲兵役，王进喜淘过金、挖过
油、进油矿当过童工，干着和大人一样重的活
儿，经常遭到工头打骂，他不甘屈辱，奋起反
抗，却招来更恶毒的惩罚。王进喜心中充满了
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也正是这苦难的经历和恶
劣的生存环境，练就了他刚毅坚韧，倔强不屈
的性格。1949年家乡玉门解放，第二年王进喜
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石油钻井工
人。新中国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团结友
爱互相帮助的氛围，扑面而来的新思想、新风
尚、新气象使王进喜被压迫了 26 年的满腔热
血，一下子迸发了出来，全身心投入到新油矿
的建设中。

当了工人后，通过参加矿上组织的“扫盲”
班，他明白了人生的道理，明白了无产阶级为
什么受苦难，明白了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
带领穷苦百姓翻身得解放。1956 年 12 月，王

进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
道：“感到只有党才能解放受苦的人类，只有党
才能使农民、工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干活勤
快，能吃苦，风风火火、敢干敢闯，他的精神深
深感染了身边的工人们。个人的付出变成了
集体的力量，他带领工人闯过一个个难关，取
得一项项好成绩，王进喜也赢得了工人们的衷
心爱戴。1960 年，王进喜带领 1205 钻井队共
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六
项高纪录。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
油外运，到年底，生产原油97万吨。

王进喜带领工人大干、苦干、实干，却从不
蛮干。他以“识字搬山”的意志刻苦学习，他
说：“我认识了一个字，就搬掉了一座山，我要
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除了利用一切机会学
习文化知识，他还带领工人们不断从实际需要
出发搞技术创新。为提高钻机速度，他和工人
改革游动滑车，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
人研究改进泥浆泵，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
技人员一起研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
法”。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
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
损情况。在担任大队长的几年里，他经常身背
干粮袋深入到各个井场，调查研究、检查工作，
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

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不管职位多
高，王进喜从不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
风，对工人充满感情，时刻关心着他们的安危
冷暖。他说：“我是个普通人，没啥本事，就为
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
民的，我自己的小本儿上只能记差距。”他一边
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
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他看到天冷时工
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
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
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
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
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
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较远，工人和家属
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
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
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工

人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他带领
人们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
队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后来，人们为了
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
他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还惦记着工人们的
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
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钻工陈
国安病了，在大庆治不好，他利用开会机会把
他送到省城医院治疗。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公
牺牲后，他和 1205 队的职工经常给他的老母
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就是在北京查
出胃癌晚期后，他在病床上依然想着油田的生
产建设和广大职工，听说家属基地有害虫，他
托人买来“敌敌畏”，让来看他的人带回大庆。
王进喜对工人好，但对自己和家人却要求严
格。铁人家是个大家庭，全家10口人，弟妹子
女还要上学。为了维持全家生计，王进喜叫老
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会战工委和各级
党组织都想尽办法对困难职工给予补助，像王
进喜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
助，但王进喜自己从来不花，他把这些钱都补
助给困难职工了。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
和面粉，他都一律拒收。铁人患有严重的关
节炎，上级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台威力斯
吉普车。王进喜自己很少坐，就用它来给井
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
公用车。

他干活一丝不苟，对工作严肃认真，发现
违规行为就会给予严厉的批评，丝毫不留情
面。他要求工人对每道施工工序都严格把关，
环环相扣。他说：“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
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1961年，部分
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
连铁人带过的 1205 队也打斜了一口井，为了
扭转这种情况，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
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后来，这
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 4·19”，已担任大
队长的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
的井填掉了，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
填掉的不光是一个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
病、坏作风。”

从1950年到1970年，是王进喜最忙碌、最

辛苦的二十年，也是他为党为国家做出突出贡
献的二十年，他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奉献给了新
中国的石油事业。

人们不会忘记，1959年10月，王进喜作为
国庆观礼代表参观首都，在路上看到行驶的公
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才知道国家急需石油，
那一刻他内心感到了强烈的震撼，这位从小历
经生活磨难、性格坚强刚毅的西北汉子，蹲在
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难过得哭了起来。

人们不会忘记，1960 年 2 月，东北石油大
会战打响，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
到达萨尔图火车站，一下火车他一不问吃在哪
里，二不问住在哪里，就问钻机到了没有？井
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记录是多少？钻机到
了以后，没有吊车和拖拉机，王进喜带领全队
的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人拉肩扛、化整为
零，奋战了三天三夜，把40米高的井架矗立在
茫茫荒原上。打井没有水，他就带领大家到附
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用水桶挑、用脸盆端，硬
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

人们不会忘记，1960年4月29日，王进喜
在大庆油田“万人誓师大会”上发出的“宁可少
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铮铮誓言。

人们也不会忘记，1960年5月在打第二口
井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
掉拐杖带头跳进了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
浆，经过三个小时的奋战最终制服了井喷。

人们更不会忘记，他在临终前，用颤抖的
手从身上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了看望他的一
位领导同志，那里面是他住院后各级组织给他
的 500 元补助费，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这
些钱他一分也没动，他说：“请组织把它花到最
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在场的人感动得流
下了眼泪。

他兑现了自己的誓言，带领工人拼命苦干
拿下了大油田，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
因为积劳成疾，最终英年早逝。1970 年 11 月
15日23时42分，党的好干部、祖国的好男儿、
工友的贴心人、时代的好榜样——王进喜，永
远闭上了眼睛，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了 47
岁。1972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
刊发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

铁人王进喜》，高度评价了王进喜的一生。人
们谈论他、缅怀他、学习他。他的生命缩短了，
但他的精神却像一面鲜红的旗帜，永远飘扬在
人民的心中。

风雨五十载，旧貌换新颜。今天，中国早
已改变了当年一穷二白的面貌，进入了社会主
义新时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也取得了飞速发
展。2023年3月2日，大庆油田正式对外宣布，
自发现油田以来已累计生产原油突破 25 亿
吨，占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36%。2023年9
月7日，中国石油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施工的
古龙非常规二开水平井钻达井深 4691 米，顺
利完钻。该井水平段长 2001 米，全井机械钻
速达38.1米/小时，创出油田陆相非常规井钻
井周期9.98天新纪录。

假若铁人英灵有知，一定会欣慰含笑的。
时光如水流，精神永不朽。铁人可知道，

自他逝去五十年来，人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他，
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0 周年之际，王
进喜和雷锋、焦裕禄、史来贺、钱学森等被中组
部誉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
优秀代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能够和王
进喜这样的劳动人民代表共享殊荣，是最崇高
的奖励。2000年，王进喜荣获“百年中国十大
人物”称号。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
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王进喜获
得“最美奋斗者”称号。位于大庆的“王进喜纪
念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参观，瞻仰
铁人风采，感悟“铁人精神”。

如今，千千万万的新时代建设者正继承英
雄的遗志，发扬“铁人精神”，怀着满腔热血踏
上新征程，为实现美好的新生活而努力奋斗。

现代诗人臧克家曾写过一首《有的人》，诗
中这样写道：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他活着是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王进喜，就是这样的人。

你 是 一 团 火 ，为 祖 国 和 人 民 燃 烧
——缅怀铁人王进喜

●赵宝音

单位举办文化讲座，从高校请来一位老
师。老师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接近正午，
因为开的车在偏僻的地方抛锚了，想方设法
搭车来的。一来就很诚挚地向我们道歉，然
后讲课。

讲了不久后，台下的人坐不住了，一个
个先后溜出去，再也没回来。有的是赶着去
学校接孩子，有的啥事也没有，只是对文化
讲座没兴趣。还有的，是几个人一起约着去
下馆子。

组织活动的人先前被老板喊去做别的
事了。讲台上，只有老师一个人。

讲堂里的人，越来越少。
最后，只剩下我自己。窗外石榴树上麻

雀喳喳叫了几声，也算是台下的听众。
但老师还是讲得很认真，一点儿也不

敷衍。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水也顾不上喝
一口。

那天，老师讲完最后一句后，下了讲台
朝我走来，老远就伸出手，我迎上前去，握住
他的手。

此刻，他是最好的讲授者，而我，是最好
的倾听者。我们都从对方那里，得到足够的尊重。

这种尊重，是弥足珍贵的。
这种尊重，是母亲教给我的。
我还是七八岁的时候，冬天，村里来了位盲艺人，说书的，抱一把二胡，

到了故事高潮时拉一下，唱上几句，提提大家的兴趣。
一开始台下的听众们，都还兴致盎然。但后来，这种兴致被雪破坏掉

了。雪下得并不大，只是冷不丁地掉下几个雪粒子，钻进人的脖颈里，冷嗖
嗖的。但天是越来越冷了。

有人搬了板凳离场。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台下没几个人
了。我对母亲说，咱也走吧，太冷了。母亲说，你先走吧，我再听一会儿。

回到家里，我抱着火炉，把自己烤得暖暖的，然后在灯下看小人书，看
了五本了，母亲居然还没回来。

我便去找。
老远就看到，村委大院空旷的场地上，一盏白炽灯寂寞地亮着，一团惨

淡的光罩住台上的盲艺人，还有台下的，我的母亲。这场景，就像是我小人
书里的一幅图画。

盲艺人的声音依然很高亢，我在这边就听到了。
我没有走近，远远地靠着一棵树看。
等到盲艺人最后一拍惊堂木，说了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母亲站起来，使劲鼓掌。盲艺人站起来，向母亲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家的路上，我抱怨母亲，天这么冷，您干嘛非守在那儿不可？就算你

走了，台下一个人没有也没啥事，反正他又看不到。母亲却说，他看不到，
但耳朵可以听到，心可以感觉到。

我知道，母亲其实只是想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他，我在，你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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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得南村一块田，精耕细作乐无边。

轻风拂过新苗满，细雨飞临嫩叶妍。

锄草施肥留妙舞，治虫喷雾奏轻弦。

深秋方得丰收趣，不累焉知绿色鲜？

七律·南村田作
●李秀梅

驻足熏风摇柳处，新荷戏水
浓妆。云开雨霁秀农乡。一坡禾
叶绿，千垄菜花黄。

蜂蝶诱人生雅韵，抒怀原野
流香。欲吟佳景费思量。有莺闲
打趣，邀燕巧帮腔。

临江仙·仲夏
●霍跃庭

晨晨 光光 苗青苗青 摄摄

执一缕春风
将学海化作绵绵细雨
点一盏明灯
用知识照亮童稚双眸
三尺讲台，字母在欢腾跳跃
字里行间
孩子们看到了美丽浩瀚的大千世界
英语，和世界对话
世界的历史和文化在眼前展现
不同语言的和谐共振

传承了历史，书写进步和文明
有人说
教育就是一朵云推一朵云
一棵树摇一棵树
一个灵魂靠近一个灵魂
英语让世界变得更加亲密无间
青衿志高，路途迢迢
你用爱和守望，播撒英语的火种
看教育河流，千帆相竞
我当志存高远，锐意前行！

青衿志高，路途迢迢
●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