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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下半叶，国际石油勘

探获重大突破，大大加速了工业革

命进程。进入 20 世纪，石油已成

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日趋激烈的国

际竞争告诉人们，拥有石油就是拥

有财力、权力，就能获得战争胜利。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民经济千

疮百孔，国家一穷二白，石油工业

更是弱中之弱，中国的石油开发仍

然处于原始状态，远远落后于西方

国家。一向依赖进口石油的中国，

4 亿多人过着使用“洋油”的日子，

缺油已经到了“一滴油一滴血”的

严重程度。在中国，人造油、酒精

等各种汽油的代用品相继出现，但

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汽油奇缺的难

题，开发国内石油的呼声日渐高

涨。

彭德怀建议，毛泽东力
挺石油开发

1949年底，和平解放后的新疆，

百废待兴。

此时，刚刚翻身做了主人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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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油田：
新中国第 一座油田

疆各族人民，怀着极大的热情开始

着手建设新疆。作为西北地区主要

负责人的彭德怀，此时也开始考虑

新疆的建设，包括石油问题。但是

他意识到，在国民党留下的废墟之

上建立的共和国，翅膀尚稚嫩，限

于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很难独

立承担起石油工业建设重担。为此，

彭德怀考虑再三，奋笔呈书给党中

央 ：新疆石油资源的开发建设，要

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主动争

取苏联支持。

彭德怀的建议，引起国家副主

席刘少奇的注意。对于国内经济建

设需要苏联支持和援助问题，刘少

奇的态度坚决而明朗。

收到彭德怀的建议后，刘少奇

在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初步磋商

并求得共识之后，便向远在莫斯科

访问的毛泽东进行了详细的书面汇

报。

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接到

刘少奇《关于中苏两国在新疆设立

石油公司的报告》。这份报告，和彭

德怀上报党中央及中央领导的书呈

一起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阅读报告以及附件之

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是啊，新

中国现在百废待兴，发展经济可谓

举步维艰，而在众多困难中，最不

好克服的还是技术的缺乏。

思索良久，毛泽东挥毫在报告

上作出如下批复 ：这个报告不仅必

要，而且及时。

于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批复

下，争取苏联援助的谈判进度加快

了。

1950 年 3 月 27 日，经过毛泽

东和斯大林的多次磋商，两国政府

多方、多次洽谈，中苏双方终于在

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

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

王震组建石油队伍

1951 年 8 月底，时任中共中

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

员兼政委王震，为了安定新疆及在

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建设，忙得不可

开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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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震不太宽大的办公室里，

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谈话开始了。

谈话的是王震和新疆财政委员、财

政局长钱萍。

谈话开始后，王震单刀直入地

说 ：“钱萍同志，你的工作又要发

生变化了。”

钱萍不解地问 ：“什么变化？”

王震看着钱萍，不紧不慢地说：

“中苏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成立

了新疆石油股份公司。”

王震缓缓地道出了此次谈话的

目的 ：“组织上考虑，你在新疆工

作的时间比较长，了解和熟悉这里

的情况，决定调你去担任公司中方

经理。”

钱萍一听就急了，“呼”地一

下站起身来，着急地说 ：“什么？

中方经理？让我去搞石油？我一不

懂技术，二不懂管理，去了怎么工

作？”

王震看到钱萍着急的样子，反

而笑了，说 ：“想打退堂鼓吗？我

明确地告诉你，不行！你怕什么，

放心大胆地干，我来当你的‘后台

老板’，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白

天找我也行，晚上找我也行，什么

时间有困难，就什么时间来找我，

天大的困难你都不要怕。”

钱萍 1915 年 2 月出生在浙江

诸暨一个小商人之家，1937 年在我

党创办的《群众周刊》杂志担任校

对和发行工作，1938 年 4 月加入党

组织，1941 年被投靠国民党的新疆

军阀盛世才逮捕，与陈潭秋、毛泽

民、林基路等一起被关进监狱 5 年

之久。钱萍想，再困难，再艰苦，

还能比面对敌人的酷刑，与敌人进

行斗争困难吗？他当即转变态度，

表示同意组织安排。

历经磨难的钱萍决定大干一

场，早日为新中国找到油海。中苏

石油股份公司组建之初，钱萍到处

寻找各类人才奔赴油田，从第二野

战军军部抽调余萍、曹进奎、范子

久、张启华、雷震、刘锡田、刘照民、

胡大年等 23 名团级干部充实领导

干部队伍。同时，他组织人员加紧

招收职工。新疆石油工作从业人员

迅速壮大到 5222 人，其中干部 836

人。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我国石油战

线的骨干力量。

1952年，毛泽东亲自签署命令，

将原第十九军五十七师转入石油工

程第一师，使基础薄弱的石油工业

有了一支具有顽强战斗力的队伍。

从此，我国第一次真正拥有了石油

领域成建制的正规军。 

至 1952 年 6 月，随着技术人

员的不断增加，技术力量的不断加

强，新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地质调

查处的野外勘探队由 3 支发展为 8

支，地球物理勘探队由 3 支发展为

15 支。这为大规模石油勘探提供了

有力保障。

终于打出第一口油井

1954 年 10 月 12 日，中苏两

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自 1955

年 1 月 1 日起，包括中苏石油股份

公司在内的各中苏合营股份公司的

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联股份的价值将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以供应苏联通常出口物品的办

法，在数年内偿还。

克拉玛依 1 号井的出油，预示

着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的诞生。

克拉玛依 1 号井原称黑油山 1

号井，位于克—乌大断裂上盘南黑

油山背斜轴部，在黑油山沥青丘东

南方向约 5.5 公里，属克拉玛依油

田二区。原设计井深 1000 米，目

的层是侏罗纪煤系地层。

克拉玛依 1 号井 1955 年 7 月

6 日开钻后，在技师（队长）陆铭宝、

副技师艾山卡日带领下，1219 名青

年钻井队的职工在茫茫戈壁上，顶

着风沙酷暑，克服了缺水和生活方

面的种种困难，制服了几次强烈井

喷，提前在 517 米处钻穿侏罗系

和三叠系地层进入古生界石炭系地

层，并在 620 米处提前完钻。为了

尽快试采出原油，保护油层不受固

井水泥浆浸染，钻井队筛管完井。

10 月 29 日，在装好井口，用清水

替出泥浆之后，开始外溢替入水。

★

1955 年 10 月 29 日，黑油山 1 号井喷油，克拉玛依油田就此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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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井恢复压力之后，30 日 15 时 55

分开井取样时，喷出石油和天然气。

11 月 1 日，用 10 毫米油嘴试产，

8.5 小时产油 6.95 吨。出油层位在

487.5 ～ 507.5 米的中三叠系下克

拉玛依层的第七砂层组。

出油了，人人兴高采烈。几个

月来，大家风餐露宿，挨冻受饿，

更苦不堪言的是无法洗澡，浑身生

满虱子。这一切艰难、疲惫，被黑

乎乎的原油冲刷得一干二净。盼星

星，盼月亮，盼的就是这一天。人

们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当晚，为了

庆祝第一口井出油，钻井队特意改

善生活吃了面条。 

克拉玛依 1 号井出油后，立即

受到各方面的极大关注 ：1955 年

11 月 15 日，《新疆日报》即以《黑

油山油田第一口探井出油》为题进

行了报道 ；11 月 26 日，新华社发

电讯稿进行报道。12 月 21 日，石

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带领唐克、沈

晨、翁文波等有关人员和苏联专家

组长安德列依柯可到现场检查指导

工作，传达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加

快石油工业发展的指示，要求加强

克拉玛依地区的勘探工作 ；12 月

17 日，在石油工业部勘探司司长唐

克带领的工作组指导下，克拉玛依

各石油开发单位召开黑油山总体规

划讨论会，由新疆石油公司总经理

张文彬、总工程师史久光、总地质

师杜博民以及地质师张恺等人组成

设计委员会，编制出《克拉玛依地

区钻探总体规划》，建议采用局部构

造钻探与大剖面钻探相结合的布井

方式，扩大钻探范围，尽快查明南

黑油山、南小石油沟和深底沟等几

个构造的储油情况，拿到一定的含

油面积和储量，做投入开发的准备。

一场大规模的石油勘探开发的

帷幕即将在克拉玛依拉开。

                   

为第一个大油田正名

克拉玛依最早叫青石峡。我国

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早年写的《煤

油矿节略》中谈到新疆石油矿时说：

“塔城之青石峡矿，光绪二十四年

俄领事曾商租开采，亦经婉词拒

绝。”文中所说的光绪二十四年即

1898 年，这说明至少在 19 世纪末

世人即知道这里出产石油。克拉玛

依又叫黑油山。1919 年，翁文灏

著《中国矿产志略》在谈到新疆石

油产地时说 ：“塔城青石峡，在县

城东南乡，大地名青石峡，小地名

黑油山。”并从照片上判断山顶“地

甚平坦”。这是目前见到的有关黑

油山这一地名最早的记载。比《中

国矿产志略》晚两年出版的、由近

代学者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

通考》，在《新疆石油矿》条目下

也记载了黑油山这一地名 ：“塔城

油矿在东南境青石峡之黑油山。” 

1956 年 2 月，黑油山一带数

万人的石油会战如火如荼，新华社

新疆分社记者韩文辉来此采访。看

到大会战的壮观场景，韩文辉感到，

黑油山让人想到只是在一座小山上

发现的油田，与时下热火朝天的大

场面不相称，看上去、听上去一点

也不气派。同时，这个名字也没有

一点新疆特色。韩文辉想，既然维

吾尔语把“黑”叫克拉，把“油”

叫玛依，为什么不把黑油山直接叫

成克拉玛依呢？他将自己的想法告

诉了黑油山油田会战的总指挥秦

峰。

没几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委书记王恩茂、主席赛福鼎 • 艾则

孜来黑油山油田考察工作，建议按

照维吾尔语的读音将黑油山油田改

为克拉玛依油田。

1956 年 4 月，在新疆石油公司

召开的一次党委会上，张文彬和秦

峰提出，以后黑油山油田改为克拉

玛依油田，并强调公司文件资料要

开始使用或用括号加注的办法使用

“克拉玛依”这一名称。但是，当

时没有明确选定使用哪几个汉字。

1956 年 5 月 11 日，《人民日

报》刊发新华社消息 ：石油工业部

负责人在全国石油工业先进生产者

代表大会上公布，克拉玛依地区证

实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大油田。而报

道克拉玛依最多的《新疆日报》《新

疆石油工人》写的是“喀拉玛依”。

没过几天，《人民日报》又刊发新

华社消息：石油工业部负责人宣布，

克拉玛依地区是个很有希望的大油

田。很快，《新疆日报》效仿《人

民日报》，在一篇报道中首次使用

“克拉玛依”，同时编者还特别加以

说明——“前译为喀拉玛依，为力

求统一起见，以后一律改为现名”。

1956 年 5 月 29 日，新疆石油

工程第一师原政委、新疆石油公司

总经理张文彬和总地质师杜博民带

着黑油山乌尔禾的钻探成果，以及

“扩大准噶尔盆地勘探领域”的规

划，来到北京。此时，石油工业部

正在筹划召开“克拉玛依油田诞生”

庆祝大会。

张文彬和杜博民的内心激荡着

前所未有的感情的潮汐，他们真切

地感受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克拉玛

依油田与京城，与 960 万平方公里

的华夏大地，一脉相连，息息相关！

“克拉玛依油田打探井 32 口，

钻井进尺 2.8 万多米，投入试采井

21 口，采油 1.64 万吨。”在北京石

油学院的千人会堂里，学子们听到

张文彬的报告后，用暴风雨般的掌

声给予回应。

1956 年 7 月 1 日，新疆石油

公司更名为新疆石油管理局。在此

后的一次党委会上，有人向新疆石

油管理局局长张文彬提出，新华社、

《人民日报》《新疆日报》都使用的

是克拉玛依，为什么《新疆石油工

人》还使用 “克热玛依”？对此，

副局长扎依托夫 • 米吉提作出了解

释。张文彬说，我建议还是与新华

社、《人民日报》《新疆日报》统一

使用 “克拉玛依”比较好。而当扎

依托夫 • 米吉提了解到汉语字“克

拉玛依”里没有带“卷舌”的音时，

同意了张文彬的建议。就这样，由

张文彬一锤定音，新中国第一个大

油田的名字就叫“克拉玛依”。

★



★ 372017-8 X I A N G C H A O

★国 家 记 忆

1956 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石油工业

部部长李聚奎在发言中宣布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的克拉玛依油田，面

积达到 130 平方公里，储油面积还

在扩大，可采储量 1 亿吨以上。

1956 年 10 月 1 日，在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 周年的游行队

伍中，一辆标有“1956 年发现的大

油田——克拉玛依”的巨大模型车，

缓缓驶向天安门广场，驶过“神州

第一街”。

为有牺牲多壮志

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的

重要能源，往往埋藏在万古洪荒的

偏僻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初，如火

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石油这一

“工业的血液”。开采石油，这是一

项光荣而重大的使命。一批又一批

热血青年加入石油人的队伍，背起

行囊，走向茫茫雪原、荒凉戈壁、

巍巍群山、漫漫大漠，开始了永载

史册的创业之旅。

祖国的需要，就是石油人的责

任。为了保障国家能源供应，石油

人义无反顾，用青春、用生命，演

绎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高昂旋

律，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经济建设。

1958 年 8 月，113 地质队女队

长戴健带着两名队友小张、李越人

在依奇克里克野外进行地质调查。

当翻越依奇克里克沟向另外一座荒

山挺进时，天气突变，大雨倾盆而

至，戴健与两名队友赶紧收拾已获

得的地质资料和标本，将身体贴在

如削的岩壁旁避雨。但这时，在她

们的脚下，一股汹涌的洪水已经形

成。

不知是谁不慎将挎在肩上的标

本包落入水中，戴健俯身去抓，“哗

啦——”一个浪头劈头扑来，将手

拉手的三人打散。第一个从漩涡里

冒出的小张，幸运地抱住一块石头。

一个多小时后，暴雨渐停。小张一

遍遍高喊戴健和李越人的名字，但

她们始终没有回音。

第二天，邻近的施工队闻讯赶

来，几十人排成队，在依奇克里克

沟拉网式寻找，最后在沟谷下游十

几公里处，发现了戴健的尸体，那

情景惨不忍睹 ：姑娘的一头秀发被

乱石全部剥去，两条腿也被尖利

的石头划得皮开肉绽，露出森森白

骨……后来，在不远处又找到了另

一位也已牺牲了的姑娘李越人。这

场洪灾中，除戴健和李越人外，还

有她们的战友李乃君、杨秀龙、周

正鑫壮烈牺牲。

1958 年 9 月 25 日，地质队长

杨拯陆与队友张广智在北疆三塘湖

刚刚完成一条侧线的勘查，突然遭

遇强冷空气……

杨拯陆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

将军的“掌上明珠”。当年，杨虎

城惨遭蒋介石杀害的时候，杨拯陆

正好随两个姐姐到了西安才幸免一

死。1955 年，杨拯陆听从在玉门石

油管理局当局长的哥哥的指引，自

愿分配到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调处。

杨拯陆不愧为将门之女，由于工作

努力，不久就被任命为地质队队长。

1958 年夏天，杨拯陆率队进

驻三塘湖盆地，对三塘湖盆地进行

1956 年 10 月 1 日，在国庆典礼上，克拉玛依油田的巨大模型车驶过天安门城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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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地质普查。三塘

湖盆地位于新疆东北缘，南临天山

东段的白依山，北接蒙古的阿尔泰

山，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沙漠连绵，

山丘重叠，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荒凉

戈壁。这里的自然环境极为恶劣，

大风刮起来，沙石铺天盖地，常常

使队员们做不成饭，也使得他们工

作的速度大为减慢。

9 月 25 日这一天，黎明来得特

别早，朝霞像孔雀开屏那样五彩缤

纷。杨拯陆的心情正像这满天彩云

一样美丽。她把全队分成三组，两

个小组外出完成区块的收尾工作，

留大部分同志在家整理行装准备搬

家。

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一切都

按计划进行。杨拯陆和另一位勘探

队员周则民各带一个小组出发了。

但是，刚到中午，万里晴空突然阴

沉起来。过了不久，一场狂风骤雨

就席卷了整个三塘湖。又过了不久，

雨转雪，气温猛降到零下十几摄氏

度。

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惊呆了在

家里的勘探队员，他们深为两个外

出小组的安危担心。大家立即停止

手中的工作，让司机老刘去接两个

外出组回来。司机开车出去，很快

把一个外出小组接了回来。却怎么

也没有找到杨拯陆和队上的技术员

张广智。因为风雪大，到下午四五

点钟，天就黑了下来，能见度越来

越差，在家里的队员们全体出动去

寻找杨拯陆、张广智。消息传到附

近的居民点，老乡们也骑着马出来

帮着寻找。他们在戈壁滩上喊，用

火光打信号，可茫茫戈壁实在是太

大了，找一个人就像在大海里捞一

根针。

次日凌晨，队员们终于在离驻

地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下发现了一串

脚印，顺着脚印找去，他们先找到

了一把地质锤，顺着锤把指的方向

找去，找到了牺牲的张广智，再顺

着脚印找去，又找到了牺牲的杨拯

陆。大家找到杨拯陆时，她还没有

被完全冻僵，身体向前匍匐着，双

手紧抓着大地，朝着基地方向呈前

进姿式。

队员们不相信他们的队长会牺

牲，给她做人工呼吸。但是，曾经

率领他们奋战克拉玛依，又酣战三

塘湖的队长已经不会再醒来了。当

人们解开她的衣襟时，一张完好无

缺的地质图纸紧紧贴在她的胸口

上……

这一年，杨拯陆只有 22 岁。

这些只是一个阶段、一个方面

的典型事例。当年，广大的石油人

为新中国的石油事业奉献青春和热

血的事例，不胜枚举。

不断续写新篇章

克拉玛依取得的巨大成就，得

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赞

扬。1958 年 9 月 10 日，朱德到克

拉玛依考察。1965 年 1 月 4 日，毛

泽东在北京接见出席全国人大三届

一次会议的新疆石油管理局井下作

业处修井队副队长克尤木 • 买提尼

牙孜。1983 年 5 月 18 日，胡耀邦

到克拉玛依视察并参观矿史陈列

馆。1989 年 7 月 6 日，江泽民在

库尔勒石油基地接见新疆石油管理

局局长、克拉玛依市市长戴相梓。

1989 年 11 月 23 日，李鹏在克拉玛

依考察。1993 年 9 月 23 日，朱镕

基在克拉玛依钻井队考察。2006 年

9 月 6 日，胡锦涛在克拉玛依听取

绿化工作汇报。2007 年 8 月 18 日，

温家宝在克拉玛依九龙潭发表热情

洋溢的讲话……

中石油新疆油田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公布消息，2016 年克拉玛

依油田公司全年生产原油 1113 万

吨，天然气 28.5 亿立方米，原油

产量比 2015 年有所上升，天然气

与 2015 年基本持平。

2017 年 1 月 22 日，克拉玛依

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市

长张红彦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

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年均增长 3.3%，

2016 年为 648.9 亿元，保持了平

稳发展，扣除中央石油石化企业贡

献份额，地方生产总值由 2011 年

的 104.7 亿元增加到 2016 年 176.6

亿元，年均增速 8.7% ；第三产业

占 GDP 比重由 16.2% 提高到 28.2%，

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发展质量进

一步提升。

从 1955 年打出第一口工业流

量油井，到如今年产原油超千万吨、

天然气近 30 亿立方米，形成集石

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油气储运、

炼油化工、工程设计和建设、技术

服务、装备制造、运输通讯、发电

供水等门类齐全的石油化工生产基

地，拥有成熟而完备的石油化工产

业链，克拉玛依谱写了一部新中国

石油工业的神奇史诗。

从昔日缺水少绿、满目黄沙的

矿区油城，到如今碧水穿城、绿树

成荫、百业欣荣的现代化文明新城，

再到打造世界石油城，让人民过上

和谐、幸福、美满、富裕的高品质

生活，建设经济强市、国际名市、

品质之城、文明之城、安全之城、

幸福之城，克拉玛依续写着中国西

部新丝绸之路上的时代华章。

今日的克拉玛依市，下辖克拉

玛依、独山子、白碱滩、乌尔禾 4

个行政区，总面积7700多平方公里，

人口 40 万，有汉、维吾尔、哈萨

克等 46 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

总人口的 18.4%。

今日的克拉玛依人是幸福的。

当年这片“没有草，没有水，连鸟

儿也不飞”的亘古荒原上，如今已

建设起一座花团锦簇、碧水长流、

高楼林立的适宜人类居住的“戈壁

明珠”现代化城市，成为西北地区

第一个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

的地级城市，并获得“国家环境保

护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人居环境

范例奖”等一系列荣誉。

克拉玛依油田的历史是一部艰

苦创业的史诗，是一部爱国奉献的

史诗，是一部开拓创新的史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