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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培育和弘扬铁人精神的历史贡献

闫立光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铁人精神是对王进喜崇高思想、优秀品德的高度概括。毛泽东对培育和弘扬铁人精神作出了重要历史贡
献。毛泽东基于新中国工业发展缺油的困境，指引石油开发战略，推动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大庆石油会战的开展，为铁

人精神的出场奠定了重要前提。毛泽东的艰苦奋斗思想、实事求是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深深影响了王进喜，

为铁人精神内涵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源泉。毛泽东提出的“工业学大庆”口号蕴含着对铁人精神的倡导，为弘扬铁人精神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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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和弘扬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
自觉与历史传统。建党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

产党人培育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作

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上的闪亮坐标，铁人精

神是对王进喜崇高思想、优秀品德的高度概括。

其内涵主要包括：“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

国主义精神；“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

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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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

老黄牛”、埋头苦干的无私奉献精神。毛泽东对

培育和弘扬这一伟大精神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但鲜有学者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鉴于此，本

文拟就毛泽东对铁人精神的贡献作一番探析，以

深化铁人精神形成的理论之源，进一步拓展毛泽

东历史贡献的研究视域。

一　毛泽东对石油战略的引领：铁人
精神孕育的重要前提

任何一种精神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特定历

史条件下的结晶。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石油工业基

础薄弱的困境，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的核心和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始人，从战

略高度认识石油问题，领导决策了石油勘探战略

东移方针，推动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和石油大会战

的开展，为铁人精神的出场奠定了重要基石。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无论在工业建设、国防建

设，还是百姓的生产生活中，都不可或缺。因此，

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中，毛泽东十分关注和重视

石油问题。针对西方的“中国贫油论”，１９５３年，
他问当时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

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①并强调：“要进行建设，

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

油都转不动啊！”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第

一个五年计划将“长期地积极地努力发展石油工

业”作为重要内容，作出首先在甘肃、新疆、青海

等西部地区进行地质勘探和钻探工作，大力开发

油田的规划③。１９５５年１０月，新疆的克拉玛依油
田出油，成为新中国勘探出的第一个大油田，但这

仍然满足不了国家建设的需要。而且，西部地区

８１

①

②

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２－２４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２２ＢＤＪ０６１）；吉林大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重点项目（ｙｓｚ２０２４３５）
作者简介：闫立光（１９８６—），男，河北邢台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孙东升，马京波：《毛泽东的读书之道》，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２６页。
余秋里：《余秋里回忆录（下册）》，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１１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３—１９５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５２—５３页。



第２７卷 闫立光：毛泽东对培育和弘扬铁人精神的历史贡献

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生产的原油不能及时运

出，严重制约了石油工业的发展。为推动石油工

业建设，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６日，毛泽东在听取石油工
业部的汇报后，指出“几年来石油力量发展不

够，……要调一些干部给石油部”①。他还指示：

“要在全国广泛开展石油勘探，要有全国规划”②，

并说“看起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③。

这对打破当时石油勘探主要限于西北一隅局面，

实现石油勘探重点从西北向东部转移具有重要的

战略指导意义。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对已有勘探资料进行

分析和研判的基础上，１９５６年３月１６日，石油工
业部党组在给毛泽东提交的计划报告中提出，要

大力加强石油勘探，并争取在两三年内，在包括松

辽平原在内的几个地区找到一二个大油田④。经

过几年的勘探工作，东部地区的含油远景和区位

优势显现出来，为此，１９５８年２月，主管石油工业
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向石

油工业部传达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关于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决策。在这一决策引领

下，石油工业部决定将松辽石油勘探置于石油工

业第二个五年发展规划拟新增的五个重点勘探地

区之首，由此标志着我国石油勘探的工作重点从

西部转到了东部。１９５９年９月，黑龙江省肇州县
大同镇附近，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说明松辽盆

地北部很有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为了尽快开发出大油田，１９６０年 ２月，石油
工业部党组向党中央呈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

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并

提出搞一场石油大会战。毛泽东明确表示：“要

搞会战。好哇！”⑤在其支持下，党中央批准了这

一报告，并号召和组织４万多名转业官兵、科技工
作者、石油工人，涌入茫茫荒原，助力石油大会战。

当时还在玉门带队钻井的王进喜再三向领导请

缨，参加石油大会战。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５日，王进喜
等人从玉门出发奔赴东北。经过数日的辗转和奔

波，他们于３月２５日抵达大会战的集聚地。一到

大庆，王进喜就投身到准备和开展会战的实践中。

一位姓赵的大娘心疼地说：“早上不吃饭，天不亮

就走，晚上黑天才回来，一天不吃不喝，真是个

‘铁人’啊！”⑥“铁人”称号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

的，铁人精神也是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孕育出来的。

可见，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决策和支持下，确立了

石油勘探战略东移方针，发现了大庆油田，开展了

大庆石油会战，从而为铁人精神的出场构建了场

域，奠定了实践之基。

二　毛泽东思想丰富的内涵意蕴：铁
人精神形成的重要源泉

毛泽东思想哺育了铁人精神。１９５９年 １０
月，王进喜受邀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交群英会”，

被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还获得了一套《毛

泽东选集》作为奖励。王进喜在以惊人的毅力实

现从许多字都不认识，到能独立看报、读文件的蜕

变之后，刻苦通读和认真学习了《毛泽东选集》。

１９６０年４月，为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会战困难
和矛盾，石油部机关党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

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⑦（简称

“两论”），王进喜又积极带头深入学习了“两论”。

毛泽东思想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深影响了

王进喜，为铁人精神的内涵，特别是“艰苦奋斗精

神”“科学求实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内涵的形成

提供了重要源泉。

（一）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铁人“艰苦奋斗

精神”的重要源泉

“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倡导和培育的优良传

统，是革命和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一往无前的重要法宝。大庆

石油会战时期，困难重重，王进喜通过认真研读

《毛泽东选集》，汲取和传承了毛泽东艰苦奋斗思

想，并用于指导实践，战胜了各种挑战，培育形成

了铁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艰苦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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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年３月２５日，王进喜和队友初到大庆，
通过访问、调查，了解到油田很大，非常欣喜。但

同时，也面临着人烟稀少，遍是盐碱地、沼泽地，生

产物资短缺，致使有些职工信心不足的境遇。为

此，王进喜就带领大家一起学习毛泽东的著作。

毛泽东说：“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

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

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

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

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①在这一论述的启

发下，王进喜和队员们一起分析困难的两重性，提

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②的

豪言壮语，以帮助大家树立起战胜困难的信心和

决心。到大庆第九天，钻机运来了，但没有吊车，

没有拖拉机，就连搬家用的大卡车也找不到③。

如何卸车、搬运、安装，是个大问题。怎么办？王

进喜组织全队职工学习毛泽东《愚公移山》等文

章后，大受鼓舞，硬是用棕绳、圆木、铁管撬杠等工

具，把钻机部件化整为零，一件一件从火车上卸下

来。“安装钻机没有吊车，他就和大家一起抬，重

达七、八吨的大件，都是用人力搬运安装的。”④经

过三天三夜的奋战，井架在草原上立了起来，为打

井挖油提供了必要条件。显然，“困难，并不是不

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⑤。

“跳泥浆池”是铁人王进喜学习毛泽东思想，

坚持艰苦奋斗传统打会战的另一体现。１９６０年５
月１２日，他所带领的井队在大庆钻第二口井时，
发生了井喷。大家用加水泥的办法进行压制，但

由于当时没有搅拌机，水泥和泥浆无法充分融合。

在紧急关头，王进喜想起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

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⑥的教导，不顾腿部

的伤痛，带头纵身跳进齐胸深的泥浆池中，伸开双

臂，扭动身体，不停地搅拌着散不开的水泥，成功

压制住了井喷。会战之初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

但王进喜并没有忘记艰苦奋斗，而是强调要不断

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把艰苦奋斗的旗帜一直举到

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可见，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

为铁人艰苦奋斗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源泉。

（二）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铁人“科学求实

精神”的重要源泉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

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

去研究。”⑦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毛泽

东撰写文章、总结经验，不仅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内

涵，而且还从坚持科学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理

论联系实际、重视调查研究等方面探索做到实事

求是的原则及方法，形成了系统化的实事求是思

想，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

根本遵循。大庆石油会战时期，王进喜通过阅读

和学习毛泽东的论著，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作

为指导工作的“金钥匙”，孕育出了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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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科学态度是干好工作的前提。１９６０年，
王进喜刚到大庆，对地下情况不了解。在毛泽东

“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⑧思想的指导下，他坚持

大搞调查研究，跑了好多井队，“问他们多少米是

什么层，泥浆的比重多大，怎么打法，设备是怎么

安装的”⑨，从而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打井更有

把握。在打井的过程中，王进喜注重将学习毛泽

东著作时掌握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

的原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摸索打井规律。如阅

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后，基于毛泽东“敌进

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瑏瑠的“敌变

我变”策略，他提出“地变我变”的原则，并针对不

同地区、不同油层总结出不同的打井法。最为典

型的就是基于萨尔图地区的特点，他总结出了至

今仍在被多个钻井队运用的“打井四段法”。“越

学越有劲，越用越实在”瑏瑡是王进喜坚持学习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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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０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２页。
王进喜：《为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６—７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４页。
徐嘉：《王进喜加强理论学习的思考和做法及其现实启示》，《百年潮》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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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思想，开展生产实践的朴素认知。在不断提高

理论素养的基础上，王进喜以科学求实的态度，研

究钻井技术，改进钻井工艺，提高钻井质量，对工

作始终精益求精。正如他经常对人说的：“干工

作光有一股子干劲，猛打猛冲是不行的，张飞还粗

中有细嘛！”①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他逐渐练就

了一身硬功夫、真本事。

实事求是干工作，也要做到心中有责。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

毛泽东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②。王

进喜学习和坚定这一理念，基于自己的工作，提

出：“打井重要的是质量。我们要为革命负责一

辈子，为油田负责一辈子，就要对质量负责一辈

子。”③从到大庆打第一口井开始，他就坚持认为：

“我们就要为自己打的井负责一辈子，不是交了

井拿个合格证就算完。”④由此可见，铁人科学求

实精神的形成汲取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丰富

意涵。

（三）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铁人

“无私奉献精神”的重要源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继承马

克思、恩格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观点，摈弃

传统的崇拜圣贤、贬低人民偏见的基础上确立的

人生价值取向，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

旨⑤。这一思想蕴含于《毛泽东选集》之中，并在

其熏陶下，鼓舞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前仆后继

投身革命和现代化建设。铁人王进喜就是在阅读

毛泽东论著后，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在

新中国建设的创业实践中形成了“甘愿为党和人

民当一辈子老黄牛”、埋头苦干的无私奉献精神。

铁人王进喜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乐于奉献，

甘当党和人民“老黄牛”的人生价值观深受毛泽

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影响。如铁人自己

所讲：“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

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就心甘情愿为党、为人民当

一辈子老黄牛，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一丝不苟地

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跟着毛主席忠心耿耿地干一

辈子革命。”⑥正是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情感，

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将名利与生死置

之度外，用实际行动誓夺头号大油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做到关心群众的痛

痒，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指出：“真正

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⑦因此，在《关心群

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强调：“我们应

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

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

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⑧

王进喜认真、反复学习了这篇经典文章。据铁人

王进喜的战友回忆，翻开铁人拥有的那本《毛泽

东选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他读了多遍，圈圈点点划了许多记号，其中许多句

段，都能背诵下来⑨。基于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

深刻认识，铁人王进喜十分关注油田职工的生活

问题。无论是工人，还是家属他都装在心里，特别

是那些容易被忘记的人，想不到的人。他总是告

诉大家：“越是容易忘记的，我们越是要想到。”瑏瑠

“铁人随身有个小本子，上面记了许许多多关于

群众油盐柴米的事。他看到住地离市镇比较远，

工人和家属上街买粮、寄信、看病不方便，孩子们

没有地方上学，就和有关单位商量，先后在村子里

办起了粮店、商店、邮局、卫生所和一所帐篷小

学。”瑏瑡由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铁人王进喜这种对

党、对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与毛泽东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三　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号召：铁
人精神弘扬的重要动力

铁人精神不仅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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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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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瑏瑡

王进喜：《为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４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２８页。
王进喜：《为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７页。
王进喜：《为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８页。
刘晓华，陈立勇，管慧：《刍议毛泽东的民本观与铁人精神的形成》，《学术交流》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王进喜：《为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１—１２页。
《毛泽东年谱（第１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４２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８页。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业学大庆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７１页。
大庆铁人传写作组：《铁人传（下册）》，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５页。
王进喜：《为革命艰苦奋斗一辈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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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也是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弘扬的。“工

业学大庆”作为毛泽东发出的伟大号召，非常重

要的一层内涵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以铁人王进喜为

代表的广大石油工人的典型形象与崇高精神。因

此，从这一逻辑来讲，毛泽东“工业学大庆”的号

召为铁人精神的弘扬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工业学大庆”是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

设实践，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发出的号召，是

其亲手树起的一面旗帜。１９６３年，在以毛泽东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领导下，历经 ３
年多的大庆石油会战，一举拿下了大油田，甩掉了

中国“贫油”的帽子。同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指出：“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

大部分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了。”①

会上，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向与会代表报告了

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情况和石油战线的发展，石

油工业部的做法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工业各个部

门开始有人提议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因而，毛

泽东指示：“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

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

普遍实行的时候了。”②１９６４年 １月，余秋里又专
门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系统汇报了大庆石油会战的情况及

经验。在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我看这

个工业，就要这个搞法，向你们学习嘛！要学大庆

嘛！”③在此，毛泽东首次提出“工业学大庆”的口

号。之后，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的头版
头条刊发了毛泽东关于“工业学大庆”的号召。２
月５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
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大庆的做

法和经验在工业、交通、财贸等部门得到了传达。

２月１３日，在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指示：“要学
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④１９６５
年６月１６日，在杭州召开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
会议，毛泽东再次强调“工业靠学大庆”⑤。由此

至１９８１年国家经委党组发布《关于工业学大庆问

题的报告》进一步肯定大庆经验时期，是全国工

业学大庆运动阶段。

“工业学大庆”运动是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一件重要历史事件，对推动改变我国工业

面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非凡意义。那么，

“工业学大庆”，要学什么？毛泽东关于“工业学

大庆”的号召及之后相关部门的通知、报道，都从

不同视角进行了概括和凝练。其一致性的旨趣就

是要学习大庆精神与大庆人。铁人王进喜作为大

庆石油工人的突出代表，铁人精神作为大庆精神

的典型化、具体化，亦是“工业学大庆”的内涵。

１９６４年，毛泽东提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后，大
庆精神、铁人精神自此推向全国。正如毛泽东所

讲：“要学解放军，学大庆”，“在工作方法上，要发

扬成绩，树立标兵……在我们的工作中，有很多好

人好事、好的典型，应当表扬。”⑥大庆油田工人中

的一面模范红旗、一个典型代表，就是铁人王进

喜。但在大庆石油工人中，像铁人王进喜这样的

人，不是单个的，而是一个群体。在困难的时候、

困难的地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大庆油田开发，

正是这些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广大石油工人在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和党的领导下，头顶蓝天，脚踩

荒野，“坚持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科学态度相结

合的原则，坚持技术革新和勤俭建国的原则”⑦，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忘我拼搏精神、艰苦奋斗精

神、科学求实精神、无私奉献精神，才建立起了我

国一流的大油田，使中国告别了依赖洋油的时代，

推动了新中国的工业建设。“这种精神，这种人，

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⑧《中共中央转发国

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的通

知》也指出：“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

我国工人阶级的本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新时期，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⑨

学习大庆、弘扬铁人精神的活动，极大鼓舞了

广大职工的革命精神，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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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公报》，《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４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７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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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榜样》，《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０日。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５５—３５６页。



第２７卷 闫立光：毛泽东对培育和弘扬铁人精神的历史贡献

发展提供了动力①。如广东省茂名石油公司宣传

铁人王进喜与天斗、与地斗的革命精神，大力培养

自己“铁人”式的先进工人，提出“远学大庆王‘铁

人’，近学王‘铁人’式的好工人张鸿泉”，对公司

职工队伍革命化、提高企业生产和建设效益起到

很大推动作用②。１９７７年 ４月 ２０日至 ５月 １４
日，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中共中央、国务院

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３８５人③。这些在一线
埋头苦干、勤勤恳恳工作的先进人物是学习和弘

扬铁人精神的典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

时刻，都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结语

通过上述梳理和分析，一方面可以说明毛泽

东对铁人精神的形成和弘扬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

献。他不仅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哺育了铁人精

神，而且还为铁人精神转化为强大物质力量指明

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伟大的理论具有强大的力量。

大庆石油会战时期，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

石油工人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毛泽东思

想能够最大限度地振起人们的革命精神，而人们

有了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在生产斗争中

就能坚强有力，在科学实验中就能勇往直前。毛

泽东思想还使人们在斗争中掌握正确的方法，去

发现矛盾，解决问题，战胜困难。”④这一期间，他

们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依靠毛泽东思想克服了

各种艰难困苦，拿下了大油田，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启示我们新时代新征程要加强理论学习，厚植

理论功底，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以更好发挥理论的强大力量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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