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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64年，毛泽东多次表扬大庆典型，正式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工业学大庆运动持续十余年，波及各行各业，涉及上亿人口，对于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影响至深
、至广。
《工业学大庆始末》作者宋连生多次深入大庆调研，采访当事人与知情者，查阅档案文献资料，首次
系统梳理了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来龙去脉，记述了大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演变过程，总结了依靠群众运
动推动经济建设的成败得失，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弘扬大庆精神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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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连生，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198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班，现任教
于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
近年主要著作有：《中美首脑外交实录》，《对峙五十年》，《穿越台湾海峡的中美较量》，《中国
入世全景写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抗美援朝再回首》，《乾隆惩贪秘
档》，《蒋介石的黄埔岁月》，《工业学大庆始末》，《农业学大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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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铁人”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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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
第十一章 渐渐尘埃落定
 1．把大庆建成美丽的油田
 2．继续学“两论”
 3．新形势，新认识
 4．中央作出正式结论
尾 章 大庆精神有传人
 1．摆脱单一生产模式
 2．今日“铁人”钻井队
 3．新时代的“铁人”王启民
 4．大庆精神不能丢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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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历史上中国最早的石油开发与利用都是在西部，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国民
经济恢复及“一五”时期，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的重点仍集中在西部地区。
这种状况虽事出必然，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西部地处偏远，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交通
运输很不便利。
而国家经济建设的用油大头，都集中在东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建设的需要，石油工业必须实行战略东移，即把勘探、开发的重点由西部偏
远地区，转移到沿海和重工业重地的东部地区。
这是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向石油工业提出的历史性要求。
    50年代上半期，李四光等中国地质学家和一些苏联专家，曾对我国东部地区的沉积盆地作过不少研
究，主张尽快展开石油勘探工作。
从1955年起，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先后在华北平原与松辽盆地开展勘探。
经过几年的勘探工作，对中国东部地区含油远景有了初步的认识。
    为了加快石油工业的发展进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调整和充实石油工业的领导力量。
    1958年1月，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叫到一旁，对他说
：“我们准备让你和李聚奎同志对调一下，请你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当时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间，人们都知道石油部长是个责任重大的职务。
余秋里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思想毫无准备，稍加考虑后说：‘总理，这个任务我可承受不了啊！
’”周恩来也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只对余秋里讲了句：“你考虑考虑，毛主席还要找你谈话。
”    按照新近出版的《余秋里与石油大会战》一书披露的材料，由余秋里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是彭德
怀提议的。
书中介绍说：在一次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与会者分析了我国工业的发展形势，会议气氛很
热烈。
可是一谈到石油工业，会议骤然冷场。
在一瞬间的沉寂之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突然冒出一句：“我建议余秋里同志和李聚奎
同志对换一下，由余秋里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然后他就开始介绍余秋里的情况。
他讲完了，周恩来对与会者说：“彭德怀同志提议余秋里同志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同志们觉得怎么
样？
”大家都表示同意。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1月下旬的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余秋里当天下午到毛泽东办公室开会，并特别嘱咐要早一点到，毛
泽东要与他谈话。
    下午，余秋里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准时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让他坐下以后说：“总理他们提议，调你到石油部当部长，我们都赞成，总理和你谈过了吧？
”余秋里说：“总理和我谈过了。
我考虑，我从来没有搞过工业，石油在地下，情况更复杂，这个任务我恐怕承担不了。
军队中比我强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选一个人？
”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余的话，只是问了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余回答说：“43岁。
”毛哈哈一笑说：“43岁，儿童团嘛！
”接着毛泽东严肃地说：我过去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
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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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不要摆官僚架子。
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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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工业学大庆始末》和《农业学大寨始末》两本书，自2005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来，曾引起过
业界和读者的热议。
仅在新浪网读书频道，就有近百万的点击量。
这个数字虽然不好与畅销文学作品比，但对于严谨的历史著作而言，也算是引人关注了。
如今，仍不时有读者通过各种途径寻找这两本书。
在这样的背景下，九州出版社提议再版本书，我自然乐意配合。
    历史是现实的母版。
读者喜欢《工业学大庆始末》和《农业学大寨始末》，实际上反映了人们渴望了解那段历史，并从中
获得启迪的心情。
作为两场群众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
但当年人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国为怀、无私奉献等等，
让今天的读者仍感热血澎湃；而当年在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如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埋头蛮干、
掠夺资源等等，即使在今天仍与我们不时邂逅相逢。
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工业学大庆始末》和《农业学大寨始末》这两本书，不仅有自身的学术价值
，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回顾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话题时隐时现，我本人也参加过一些相关的写作与访
谈活动。
但从总体上讲，人们对这两场运动议论多，研究少，新披露的资料更少。
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加以时间紧促，在本书再版的时候，作者只调整了书中的个别表述，未添加重要
内容，亦未作大的修改。
这是要向读者讲明白的。
    宋连生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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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年人们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国为怀、无私奉献等等，让
今天的读者仍感热血澎湃；而当年在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如形式主义、强迫命令、埋头蛮干、掠
夺资源等等，即使在今天仍与我们不时邂逅相逢。
    1964年，毛泽东正式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农业学大寨始末》由宋连生所著，系统
梳理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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