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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1956）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辽宁人民迅速恢

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建成新中国的工业基

地，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进行经

济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经济建

设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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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战线的老英雄
 

——孟  泰

“只有树立主人翁精神，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

   ——孟 泰

孟泰是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

1898 年，孟泰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只念了一年

多书，从 8 岁起跟父亲干农活，16 岁给地主当雇工。18 岁那年，家乡大旱，

他只身离家闯关东，到抚顺栗子沟当工人。后来到鞍山，进了日本人开的

制钢所，在炼铁场当配管工。他和其他工人一样，尝尽了人间的苦难和辛

酸。

1948 年 2 月，鞍山解放了。孟泰参加解放军组织的护厂队，保卫鞍

钢。几个月后，党派孟泰到后方，参加通化铁厂高炉的修复工作。孟泰领

着伙伴起早贪黑施工，只用 35 天就修复了原定 80 天修复的两座高炉，受

到通化铁厂的表彰。

1948 年底，孟泰回到鞍钢。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人民解放军四野主力源源入关，中央要求鞍钢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全国

解放战争。日本人断言：“鞍钢的高炉、平炉都归你们了，你们去种高粱

吧”，“要恢复鞍钢，至少得 15 年到 20 年”。孟泰坚定地说：“咱们要炼出

铁来给他们看看！”

当时，配件和材料奇缺，又无处购买。孟泰领着工人夜以继日刨开厚

厚的冰雪，把埋在地下和废铁堆里的各类器材一件一件收集起来，集中到

一处厂房里，擦净修好，分门别类摆放整齐。几个月下来，大大小小收集

了上千种、上万件。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炼铁厂修复三座高

炉用的管道系统材料全都来自“孟泰仓库”，没花国家一分钱。从此，孟

泰成为鞍钢工人的旗帜，他的名字传遍东北，传向全国。

1949 年 6 月 7 日，鞍钢炼出了第一炉铁水。7 月 9 日，鞍钢举行盛大

的开工典礼，鞍山市委、市总工会、鞍钢公司命名孟泰为一等功臣。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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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孟泰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孟泰把对党的热爱，对新中国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全都倾

注在高炉上。炉况好，他脸上全是笑容；炉子有问题，他就紧皱眉头。今

天，在鞍钢，提起孟泰爱厂如家、爱炉如命、忘我工作的精神，人们仍然

赞不绝口。

在修复高炉的日日夜夜里，孟泰根本不离厂。厂长白天来，看到他在

高炉前，晚上来，看到他还在高炉前。撵他回家休息，他围着高炉转一圈

又回来了，和厂长“捉迷藏”。厂长没办法，只好让人把车间休息室收拾

好，让他在里边休息。他偶尔也回家，家里有什么端起来就吃，不一定什

么时候他又走了。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孟泰把行李搬到高炉旁，日夜守卫在高

炉上。每当空袭警报拉响时，他都紧握大管钳，用身体护住高炉总水门，

随时准备排除险情。

他说：“危险关头最能考验人，你要迎上去，那就得豁上你的性命。你

要跑开，生命是没危险了，但国家财产就要受损失。你选择吧，一秒钟就

决定你是一个勇士还是一个胆小鬼。”

8 月的一天，4 号高炉突然发生巨大爆炸，炉台上浓烟滚滚。正在别

的炉上干活的孟泰飞跑到现场。人们向厂长报告：“烟气太大，看不清事

故出在哪。”孟泰将生死置之度外，第一个冲进烟雾中，摸索到炉台上。

这时又一声爆炸，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厂长和几个勇敢的工人也冲

了上去。滚烫的水点迸在孟泰身上，他继续向前摸索，终于摸到炉子出铁

口前，查明了情况 。原来是炉皮钢板烧穿，上千度高温的铁水从漏口涌出

来，与炉外的冷却水相遇，发生了连续爆炸。经验丰富的孟泰马上关闭冷

却水开关，爆炸停止了。炉前工很快堵住漏口，避免了一起炉毁人亡的重

大事故。又有一次，3 号高炉炉皮被烧穿，几米长的火焰从裂口窜出。孟

泰赶到现场，冒着烈焰用几条浸水的麻袋堵住裂口，与大家一起用耐火泥

把裂口堵住，化险为夷。经过一次又一次抢险后，孟泰被大家赞誉为“老

英雄”。

孟泰不仅是艰苦奋斗的英雄，而且是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的模范。他对

高炉上密如蛛网的 1000 多根冷却水管线了如指掌，总结出一套高炉循环

水系统维护操作法，被称为“孟泰操作法”。他只要把手伸到循环水中掂

几下，就可以准确判断出水温，堪称一绝。高炉冷却循环系统出了故障，

他手到病除。过去，高炉热风炉的燃烧筒经常烧坏，严重影响生产。孟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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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观察研究后，将单层燃烧筒改为循环水冷却的双层燃烧筒，使燃烧

筒的寿命延长了 100 多倍。他研制成功冷却箱串联，使高炉用水量减少了

1/3。他亲手建立了“孟泰储焦槽”，每年可以节约上千吨焦炭。他为配矿

槽研制了防暑降温设施，改善了作业环境。孟泰提议、发明、设计和主持

完成的技术革新数不胜数，同行们管他叫“高炉神仙”。

1950 年 9 月，孟泰到北京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大会，

还上了主席台，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

一起。50 年代、60 年代，他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

1957 年，孟泰担任了炼铁厂副厂长。1966 年，担任鞍钢工会副主席。

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一直保持劳动模范的本色，不脱离生产劳动，为职工

办实事。1962 年，孟泰得知鞍钢立山医院缺少病床，就替医院买了几吨废

钢管，带领青年突击队，利用业余时间自制了 50 张铁床。他亲手帮一家

商店检修锅炉，解决了职工洗澡的问题。60 年代初，国家遇到暂时经济困

难，他把女儿挖野菜喂大的两口肥猪献给厂里，为职工改善生活。他还经

常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困难职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鞍钢陷入混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孟泰感

到极度痛心。他在被诬陷、被打倒的逆境中坚持工作，向工人宣传要维护

生产秩序。他抱病去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托人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封

信：

“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看到鞍钢生产猛劲下降，咱们鞍钢工人急得

直掉泪，盼望中央早点解决问题，咱们好团结一致把生产搞上去⋯⋯”

1967 年 6 月，中央着手解决鞍山问题，周总理特邀孟泰赴京。6 月 17

日，在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接见鞍山代表时，孟泰突然发病，被送进

医院。9 月 30 日，孟泰在北京病逝，终年 69 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孟泰恢复了名誉。1979 年 12 月 26 日，鞍钢

为孟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在鞍钢公司办公楼前，耸立着孟泰的大型塑像。艰苦奋斗、勤俭建

国、当国家主人翁的“孟泰精神”永远激励着鞍钢工人和中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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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竞赛运动的带头人
 

——马恒昌

“工人当家了，咱得干出个样来。”

                                                                 ——马恒昌

马恒昌，辽宁省辽阳县人，1907 年 7 月出生，1923 年到抚顺发电厂

当车工学徒，1926 年到沈阳做工。沈阳解放后，在沈阳第五机器厂（现沈

阳中捷友谊厂）当车工，被工友民主推选为车工一组组长。

马恒昌说：“工人当家了，咱得干出个样来。”

他让全组 10 位工人自报公议，每个人都担当一个角色，有管学习的，

有管技术的，有管质量的，有管卫生的，有保管工具的。后来组里人多

了，大家把工作归纳为政治学习、技术质量、经济核算、工具管理、设备

安全、生活服务六大方面，设专门的工人管理员。被称为“六大员”的企

业班组民主管理方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

1949 年春，沈阳第五机器厂工会组织全厂职工开展生产竞赛，这是

全国工厂最早的生产竞赛。马恒昌带领全组工人建立“技术研究会”、“三

人技术互助组”，改进了 10 多种工具，建立了产品质量保障制度，生产效

率大幅度提高，全组连续大干 37 天，几千件产品件件合格、无废品，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生产新纪录。在庆祝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和武汉、迎接

“五一”劳动节的生产竞赛总结表彰大会上，厂领导充分肯定了马恒昌小

组的做法和经验，称赞这是工人阶级的创举，是工人运动史上的奇迹。

在马恒昌小组的带动下，沈阳第五机器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竞

赛。全厂只用 37 天就完成了原定 60 天完成的 20 台螺旋铣床生产任务。

马恒昌小组只用 28 天就完成了两个月的生产任务。这年，马恒昌光荣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 年 4 月，东北总工会发出《关于推广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的指

示》。接着，《东北日报》、《劳动日报》、《沈阳日报》、新华社、《人民日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人日报》都突出报道了马恒昌小组的事迹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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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9 月，马恒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马恒昌小组被评为全国劳

动模范小组，马恒昌参加了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并在会上

发言，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第一个国庆宴会上，马恒昌被推举代表工人阶级向毛主席敬酒。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沈阳第五机器厂部分搬迁到齐齐哈尔，成立齐

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马恒昌小组随厂迁到齐齐哈尔。

迁到齐齐哈尔后，马恒昌小组继续保持了荣誉，多次被评为省和全国

先进小组。马恒昌先后担任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车间主任、厂总机械师、

厂党委副书记、厂顾问，先后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第一到第六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5 年 7 月，马恒昌因病逝世，时年 7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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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倥姝祺劢式×毋廒闺…
 

——吴运铎

“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定要为党和人民工作一天。”

                                                                                             ——吴运铎

吴运铎 1917 年 1 月 17 日出生于湖北汉阳一个贫苦家庭，7 岁进私塾读

书，13 岁进煤矿当学徒。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他经安源煤矿党支部书记

介绍参加新四军，在军部修械所当技术工人。他和战友们白手起家建起兵工

厂，各项工作干得有声有色。1939 年 5 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后，负伤住院的吴运铎随部队跋涉

400 多公里，转移到苏北，担任子弹实验厂政治指导员兼工务主任。他带

领战友们收集废弃的弹壳和废铁，用火柴头和酒精代替火烧，大批生产出

部队急需的子弹。接着，他被派到淮南，建起一个年产 60 万发子弹的兵

工厂。后来，上级派他抢修一批废旧炮弹，他置生死于度外，毫不犹豫地

接受了任务。在一次挖取雷汞零件时，他被炸成重伤，左手 4 个手指被炸

掉，左眼被炸瞎。战胜死神出院后，他拖着半残废的身体，继续投身于我

军兵工事业，带领战友们设计制造出 33 台生产子弹的母机，大幅度提高

了子弹产量。接着，他试制出 36 门平射炮和大批手榴弹。这批武器装备

部队后，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4 年秋，上级要求吴运铎带人把美国飞机投下的 8 颗没有爆炸的

炸弹拆卸开，取出炸药，以解兵工厂的燃眉之急。他立即赶到现场。只

见 8 颗炸弹半截扎在地下，半截露出地面，活像张牙舞爪的怪物。他让其

他同志远离现场，自己骑上炸弹动手拆卸。炸弹随时可能爆炸，他什么也

不顾，用螺丝刀小心撬开引信裂缝，一点一点把引信拧下来，炸弹没有爆

炸。他一鼓作气拆完了 8 颗炸弹，从中取出 500 多公斤炸药。

1947 年，吴运铎被党安排到大连治疗养病。此时，我军在大连筹办兵

工总厂，正在治疗的他主动担任了兵工总厂工程部副部长兼引信厂厂长，

协助炮弹厂生产炮弹。他没日没夜忘我工作，和战友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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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生产出了炮弹。在试爆炮弹时，有一颗炮弹没爆炸，他和炮弹厂厂长上

前查看时，炮弹爆炸了，炮弹厂厂长当场牺牲，他再次负重伤，左手腕被炸

断，右小腿被炸烂，全身到处是弹片，整整抢救了 9 个昼夜才苏醒过来。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几个月中，他忍着全身剧烈的伤痛学会了日语。病

情稍有好转，就拄着双拐练习走路。疗养期间，他请示上级批准，在疗养

室里布置了一间小型实验室，研制出一种高级炸药——黑索金。

1948 年秋天， 他回到兵工总厂，担任实验室主任，还在总厂的职工学

院兼任机械制图讲师。

1950 年，吴运铎从苏联疗养回国，担任株洲兵工厂厂长。后来，担任

中南工业部兵工局副局长。

吴运铎为我国兵器工业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不朽功勋。1951 年 9 月，他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劳动模

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0 月 5 日，《人民日报》

发表《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报道了兵工功臣吴运铎的事迹。

1953 年，吴运铎在病床上完成回忆录《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出版

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整整一代青年寻求正确人生道路的教科书。

噜钛隔祺鲎后胂啪囿藁髂僧钵伛刹冂扉呓”倥姝祺劢式×毋廒闺…祺

赞誉。

在“文化大革命”中，吴运铎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把一

切献给党》被诬为“反党大毒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给吴运铎平

反，他担任了五机部机械科学院副院长。1982 年，吴运铎离休，住进疗养

院。按规定，他享受副部级待遇，但他一直住普通房间，吃普通餐，接受

普通治疗。他说：“我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党和人民为我花了不少钱，现在

的条件我已经很满足了。”

在疗养院，吴运铎并没有休息，担任了很多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为青

年们作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报告，听众达 10 多万人。他的身体已极度衰

弱，靠输液和吸氧维持生命。但是，还是一批又一批接待青少年学生。他

说：“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定要为党和人民工作一天。”

1991 年 5 月 2 日，吴运铎逝世了，时年 74 岁。

这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耀眼的英雄之星永远不会陨落，他

的名字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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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空军战斗英雄
 

——刘涌新

刘涌新 1929 年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宝力镇一个贫苦家庭，7 岁时，当

医生的父亲去世，一家靠母亲和哥哥勉强维持生活。

1947 年，刘涌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四○师四○二团当宣传

员，一年后担任宣传组长，随部队由东北转战到华中、华南，参加大小战

役 10 多次。他工作积极，作战勇敢，1949 年 3 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 年 7 月，他被选派到沈阳航校，成为第一期学员。在两年学习期

间，成绩优良。在一次飞行练习时，飞机发动机突然停车，他机智果断将

飞机迫降在田野里，避免了一起重大事故。

1950 年 10 月，他从沈阳航校毕业，成为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抗

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主动请战，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 年 9 月 25 日，美军 120 架“王牌”飞机 F—86 和 F—80 组成混

合机群向北方窜犯，我志愿军空四师奉命起飞迎击，与敌机展开激烈战

斗。刘涌新的中队首先冲向敌机群，打乱了敌机群的队形。我六大队正与

敌人 8 架 F—80 格斗，突然遭到敌人大群 F—86 袭击。刘涌新以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单机冲入敌机群，与 6 架敌机搏斗。这时，我一架飞机负伤，

操纵失灵。刘涌新驾机急速腾跃，猛烈开炮，打得敌机只顾躲闪，使得战

友赢得时间安全跳伞。见战友脱险，刘涌新咬住一架 F—86，一阵猛烈炮

火，打得它冒着黑烟掉了下去。其余几架敌机见势不妙，逃之夭夭。

刘涌新击落一架敌机后，加入对其他敌机的战斗。在战斗中，他的飞

机负了伤，奉命返航。飞机无法迫降，他跳伞时，由于高度不够，降落伞

未能张开，壮烈牺牲。

1951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主席亲笔批示：“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

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11 月 9 日，志愿军空军司令部给刘涌新记一等功。

刘涌新被安葬在沈阳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牺牲时只有 2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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