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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凭借大汉开疆雄风的律动，玉门这片古老的土地，见证过金戈铁

马，见证过烽火狼烟，见证过丝路传奇。

还是这片古老的土地，曾用她黑色的乳汁哺育了新中国的现代石

油工业，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依然是这片土地，在新世纪之初，又由新中国石油工业摇篮，成

功转型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示范基地。

依然是这个玉门，昔日的荒天大漠上，崛起了一颗戈壁明珠。

像一个复苏的神话，经过许多人的努力，今天的玉门已经走出了

迁城之困，走过了转型之难，走在了跨越式发展的征途上。

玉门近年来的发展是令人振奋的，为当世所瞩目，更是每一个玉

门人都能够亲身体会得到的。这样的发展，是全市人民开拓奋进，锐

意进取的结果。玉门是曾经诞生过铁人和“铁人精神”的地方，正是

这种“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精神，使一代代玉门人有了面对

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玉门人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都表现出了勇于担当的大局意识和乐于奉献的国家意识。

毫无疑问，今天是玉门历史上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我相信这样

的发展，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我们

已然确定，那就是：“强工兴市、转型跨越”。围绕资源型城市转型，

我们将着力打造石油化工、新能源和高载能循环经济“三大基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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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工业经济，为加快转型、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着力建设“百

年石油城"、“风光能源城”、“生态文明城”，振兴老工业基地，打造

资源型城市转型示范区。这个目标是全市上下的共识，也是全市人民

的期望，更是我们工作的目标，我们的责任。

在玉门快速发展的关键时刻，玉门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王新军带

着感情，深入一线，收集资料，采访当事人，历时半年，完成了这部

全景式反映玉门二次创业历程的报告文学《风舞玉门》，真实地反映了

玉门市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史实，读来令人振奋。这体现了一

个作家对家乡的热爱，更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担当。

今天的每一个玉门人，都要牢牢把握住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同心同德、

凝心聚力，务实创新、奋发图强，为推动玉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建设富裕文明和谐幸福的新玉门而努力！

本书出版之际，草撰此文，是为序。

2012年 12月 8日

（作者系中共玉门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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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祁连巍巍，疏勒浩浩；

悠悠玉门，百年油流；

忆往昔，

峥嵘岁月稠。

透过历史的窗棂，玉门这个从远古走来的名字，被一代代玉门人

赋予了热情与果敢的文化内涵。这方炽热的土地养育了玉门人，玉门

人用行动塑造出了玉门的性格。

今天我们所领悟到的玉门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是上溯无数代

玉门儿女智慧与心血的结晶。

玉门人敢于负重，善于攻坚，勇于克难，乐于奉献。尤其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十多万玉门儿女，带着这种豪迈

的激情和精神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

汗马功劳，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功勋。此举，史当铭记。

茫茫大漠，风车林立；

风电干将，四海云集；

看今朝，

戈壁明珠起。

在祖国的版图上，玉门是母亲的孩子。在时间的长河里，玉门今

天的发展也许只是一朵旖旎的浪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玉门人没

有为过去的辉煌沾沾自喜。玉门人正在用脚踏实地的简单理论，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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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可以套用铁人王进喜说过的那句话这样

说：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不发展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今天的玉门，依然迸发着生机，而且是更加蓬勃的生机。

今天的玉门，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朝阳一样的活力，是布局更加

合理的产业链，是更加清晰的发展思路，是更加靓丽的城市，是人民

群众更加幸福无忧的生活。

发展中，我们走过了一些不平坦的道路，也遇到了大大小小的困

难，但所有这些，都被玉门人克服了。这一个个不平凡的脚印，是值

得我们回味和牢记的。

可佩的是我们自己的作家，在我们迈向新征程的关键时刻，为我

们总结了这一切。《风舞玉门》这部报告文学，真实地记录了新世纪

以来我们走过的这段历程。这是一部重新认识玉门的市情读本，值得

每个玉门人去读。这是一本重新定位玉门的教科书，值得每一个想了

解玉门的朋友去读。

本书付梓之际，新军嘱我作序，时间仓促，草此短文，是为序。

2012年 12月 16日

（作者系玉门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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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篇

一次破蛹而出的转型

一次灿烂华丽的新生

一个石油的神话啊，玉门———

一群追风逐日的人

我们踏着铁人的足迹

我们乘着风光的双翼

为共同的理想奋勇前行

百年石油城

风光能源城

生态文明城

啊，玉门———

您是风，您是光，您是祖国的感动

为您付出再多也情愿终生

强工兴市，转型跨越

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责任

———雒兴明

抉 择



第一章 玉门与中国石油的古老传说

一

浩浩荡荡的祁连山像一匹烈马，冲出乌鞘岭高耸的樊笼，一路向

西狂奔。那飞扬的长鬃火焰样蜿蜒着，跳跃着，与当金山汇合一处，

隐入无边的青藏高原之中。就在它群峰林立的褶皱地带———巍峨的妖

魔山下，钻塔与采油树组成了一片钢铁的丛林。在北面一侧的山坡上，

厂房与高楼向北绵延数十公里，住宅楼房连着油井，磕头机日夜不停

地转动。这就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石油工业

基地———玉门油田。这片向着西北方向延伸的土地，就是今天地理意

义上的玉门。

油城玉门距离

汉代玉门关 300 多

公里，离清代玉门

县旧址 76公里，它

高高地蹲伏在祁连

山绵延重叠的余脉

上，傍依着白皑皑

的雪峰。山谷中那

一眼眼油井与山坡上排列开来的一座座工厂，组成了一道雄伟壮丽的

风景，见证着油城玉门 70多年的辉煌。

这里是诞生中国第一口陆上油井的地方，是诞生新中国第一个油

田的地方；这里是诞生新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石油基地的地方，是孕育

大庆、长庆、胜利、克拉玛依等众多大油田的地方；这里是养育和繁

衍中国现代工业的地方。数十年来，这里一直激荡着整个中华民族的

光荣与梦想。

石油河从这里

冲出祁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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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市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大纪实

但在 10年前，它几乎成了一块弃地。

在今天玉门市老市区的油城公园里，耸立着一座长方形的纪念

碑，正面的上方，一位面容慈祥的学者面带微笑，炯炯目光注视着向

北铺开的城市。他便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先驱、玉门油田的缔造者、著

名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正是他带领勘探队伍，于 1939年 8月 11日，

发现了中国陆上第一口工业油井———老君庙一号井。

老君庙一号井又名“老一井”，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功勋井。今天

新中国第一个现

代化石油工业基

地———玉门油田

正在钻进中的“老一井”。1939 年 3 月 23 日由孙健初确定的第一口井开始人工挖掘，27 日挖至

23米时出油一吨多，5月 6日改为顿钻钻进，8月 11 日钻至 115.51 米时发现 K层，日产原油 27

吨。由此，揭开了开发建设老君庙油田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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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依然耸立于油城公园以南三公里处的石油河畔，与老君庙一起

静静聆听着石油河不息的涛声，安详地领受着人们的注视与敬仰。

玉门的老君庙，也因此成了中国石油的发祥地。站在高处的山坡

上，眼前是大地巨大的裂隙，河水切开地面，露出了地壳表层的些许

秘密。这条源于祁连山深处的河，被人们称之为“石油河”，它的水面

上，一年四季漂浮着黑得泛红的原油花。老君庙一号井，就在石油河

东岸的一处山坡上。当年这口油井是以半人工的方式开挖的，人工洞

挖至 23米处，黑色的石油便流了出来。接着进一步改为顿钻钻进，钻

至 115.51 米

时发现 K 层，

日产原油 27

吨，由此揭

开了开发建

设老君庙油

田的序幕。

一 号 井

旁边的老君

庙，因此成

中国石油功勋井

———老一井

石油河畔的老君庙

第一章 玉门与中国石油的古老传说 4



———玉门市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大纪实

为中国石油人的朝圣之地。这条巨大的石油河谷，也成了中国石油发

展的横断面。河谷两侧高高耸峙的山崖底部，密集地分布着一个个狭

小而黑暗的洞穴，

那就是石油工人最

早居住的地方，玉

门的第一代石油工

人，大多在那些洞

穴里住过。沿着这

些洞穴向上，是整

个中国石油发展的

路径，它们是越来

越新的磕头机，越

来越亮的储油罐，石油人也从谷底的洞穴住进了平房，楼房。

看着那些被烟熏火燎的洞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王进喜。

这里或许就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吧！新中国成立前，他以一个放牛

娃的身份在玉门油矿当小工。新中国成立后，他正式招工到玉门油田，

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后来又成长为玉门油田一名优秀的钻井

队长。

在我开始准备写一本关于家乡玉门的纪实作品的时候，突然陷入

了一种沉思，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提笔。在好多个白天，我都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拉上窗帘，努力地将自己脑海里关于玉门的记忆与印象

一点点搬出来，在内心重新进行解读和诠释。

我知道，玉门对我而言是熟悉的，生于斯长于斯的我，40年来几

乎没有远离过这片土地。然而真正要将对她的感情诉诸文字的时候，

她对我又是那样的陌生，我对她的思绪又是那样繁杂。任何形式的采

访，对于写作者来说都只能是走马观花。我曾经十分不认同那种源于

某种短暂采访的写作，因为它的确与一个作家的内心体验有着清晰的

距离。

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又不得不这样做了。采访有时候的确是

位于油城公园内的

孙建初同志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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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现实的最有效途径，我必须用心去重新认识和理解这片对我来说

已经十分熟悉的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为一种事业奋斗着的一个个熟

悉而又陌生的群体。他们在时间的长河里走过的这一段辉煌的日子，

注定将一次次感动我。

对于故乡的记忆，最早或许并不与石油有关。但在最早接触到的

教科书里，当我因为生活在玉门而感到骄傲的时候，玉门的确已经紧

紧与石油联系在一起。这或许便是古老玉门崭新的一页。

这新一页历史，已经清晰地写在了共和国的史册上。

回眸历史，让我们看一看玉门人是如何千辛万苦，历经挫折，百

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过去走到现在、从今天走向明天。

二

1939年 3月，远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通过电台向全世界

发布消息：甘肃玉门老君庙第一口油井出油，日产原油 27吨。动荡贫

穷的中国，从此甩掉了“无油国”的帽子。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玉

门”这个名字走出了汉唐边塞诗，一夜之间蜚声中外。边地玉门，也

一跃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大本营。这一事件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被镌刻在了中华世纪坛

的青铜甬道上。

1938 年，抗日战争正酣之时，由于日

本的海上封锁，全国抗战前线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油荒”。在国共两党的大力支持下，

玉门油田开始了大规模开发建设。1942年 8

月，蒋介石亲临玉门油矿视察。至 1945年，

玉门油田累计生产原油 25.5 万吨，占全国

石油天然气生产总量的 97%。玉门炼制的各

种油品，一车一车运往抗战前线，为中国人

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老

一辈的玉门石油人都知道，抗日战争中后

钻井台上的王进喜

第一章 玉门与中国石油的古老传说 6



———玉门市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大纪实

期，打日本鬼子用的就是

玉门的油。连战功赫赫的

美国“飞虎队”机组战

机，用的也是玉门生产的

汽油。

1949 年 9 月 25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

军装甲部队浩浩荡荡开进

了玉门油矿。

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

前夜，玉门油矿回到了人

民手中。

9月 28日，解放军三

军九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

任军事总代表，正式接管

了玉门油矿。

接管后的玉门油矿很快恢复了生产，各种油品不断运往战争前

线，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贡献，也因此奠定了中国石油工业大发展

的基础。

1955年，玉门油矿所在地

设立玉门市，为地级建制。

1958年，为了更好地保障、

服务油田的生产和建设，原玉

门县政府由玉门镇迁至玉门油

矿，机构并入玉门市。

在国家“一五”计划中，

玉门油田被列入全国 156 项重

点建设工程之一。1957 年，玉

门油田当年生产原油 75 万吨，

玉门油品大批外运

“1939 年 3 月，甘肃玉门老君庙第一口油井出油，日产原

油 27 吨。”这一事件被镌刻在了世纪之初落成的中华世纪

坛青铜甬道上，永久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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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 87.8%，为新中国的经济复苏注入了宝贵的“血

液”。

与此同时，一个拥有地质勘探、钻井、采油、炼油、机械加工、

修配和石油科学研究等众多机构组成的石油工业基地，也在祁连山北

麓的茫茫戈壁上迅速崛起，她———就是玉门。

1958年 7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同志视察完玉门油田后，欣

然为 6万石油职工题词。

1959年，玉门石油管理局正式成立。

1961年，玉门市与玉门石油管理局企地分设，玉门市改为县级

市。

20世纪 50年代后期，全国各地油气勘探捷报频传。作为新中国

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大学校、大试验

田、大科学研究和出经验，出人才，出产品，出技术“三大”、“四

出”的历史重任。先后支援了克拉玛依、大庆、长庆、胜利、华北、

1949 年 9 月 28

日，玉门油矿宣

告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

北野战军西进前夕，

电告中央玉门的情

况后，毛主席批示：

要保证玉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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