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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史为鉴 知伟业盛衰兴替

一一写在《柴达木开发史(1960-2010) }出版之际

沃赛

1954 年，有两大事件注定要写入海西州乃至中国的历史史册:

一-1954 年 1 月 25 13 ，海西有史出来第一个自治机构正式成立，此时

它的名称为海西判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区。 1955 年改称为海西蒙古族

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

一-1954 年 4 月 18 日，一支长长的驼队、载着一群血气方刚平均不到

25 岁的青年组成的新中国地质勘察队第一次进入柴达木盆地，对盆地进行

开始大规模石油地震勘探。

两大事件同年发生不能说是第单的时间上的巧合，它是新中屋在开国

之初便将柴达木的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同步纳入发展轨道的历史见证。

这是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这是两个都值得肇重纪念的事件。

盘点已经走过的六十年，柴达木开发有过辉煌，亦有挫折。正是这辉煌

与挫折，构成一韬柴达木开发风雷激荡的历史画面，铸就一座饱经沧桑的历

史丰碍。

盆地 60 年的开发历程，其内容是丰富的，其成就是突出的，其特点是鲜

明的。

一-20 世纪 50 年代的开发充满激情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做出了"开发柴达木"的决策，并向全中国发出

了支援柴达木、开发建设柴达木的号召。于是，到西部去，到柴达木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响彻五湖四海，响彻云霄!无数热血青年奔走呼

号，写申请，写血书，以各种方式表达他和献身柴达木的热切心情。数以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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揍i运木开发支(1960一-2010)

计、来自于祖国各地的青年来到荒无人烟的柴达木，面对天当被，地当束的

艰苦卓绝的生活，他幻无恕无悔:面对"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的异常荒

凉的环境，他们无所畏惧!在浩瀚戈壁中风餐露宿，在茫茫大漠中开发资

摞，成为他们工作、生活的常态。除此之外，还有无数可以想象或者难以想

象的困难给年轻的开发者们带来了种种生与死的考验一一囡粮食供应难以

为继市必须要时常态受饥饿;因衣着被褥的单薄而必须要时常忍受寒冷:因

空矿沙漠戈壁了无生机商必须要雷对死寂;因在复杂丑恶劣的自然环境中

必须要感受恶惧:理地贯勘探工作的特殊商必须要面对险'宿。新中雷第一

代柴达木开发者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巨大的牺牲精神在这里艰苦创

业和克在奉献。因此，在 20 世纪 50 年代，柴达木开发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出

宝贵的物质财富，柴达木开发者为持大的中华民族贡献出更加宝贵的精神

财富。柴达木不会忘记他们，薪中国不会忘记她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一一却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开发充满挫括

众所周知，新中国前六七十年代，是一个跌者起伏的时代。一草场居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

样不能幸免。虽然柴达木的开发建设者们仍在坚守，仍在理苦奋斗，但大环

境己不允许柴达木的开发有大的作为、大的建树、大的成就。 50 年代柴达木

的无限燕情此时旱已不再，柴达末开发取得的辉煌成就此时亦成为过往的

记忆。

石油战线是最典型的例证。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柴达木油田是何等的风光无限!然顶在六七十年

代，柴达木擅自由于资源勘探范围缩小以及浅薄油层开采几尽，放在国家石

油部的调遣下，柴达木石油大军要么支援大庆，要么挥师中原。原本沸腾的

柴达木顿时一片冷清。石撞，是柴达木资摞开发的主要产业之一。石?自战

线风光不再，便使得盆地开发黯然失色。

一-20 世纪八九十年的开发充满着尴尬与无奈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实行玫革开放。此时，虽然早已不是"春风不度

玉门关押的时代，徨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度过"玉门关"时，多多少少有所"减

速"有所放缓。这与党和政府的政策元关，商与"玉门关"外的人们的思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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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念有关。地处青藏高原的柴达木盆地，地理位置的铺僻，在网络化时代还

没有到来时，其闭塞是难以避免的。这一自然环境，又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的思想观念形成较直接的影响:思想与观念的保守，成为八九十年代柴达木

人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一尚未得到提本性解鼓的传统思想观念，成为这一

时期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或为柴达木资源开发、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津

碍。因此，改革开故，这一最深刻的革命，在拐始阶段并没有给柴达木的开

发建设带来多么巨大的推动力。站在今天去评价改革开放初期的这段历

史，如果不承认柴达木人具有改革开放的主现努力、不承认改革开敢给柴达

木带来了较大的变化，那绝对是置事实于不顾;但如果不承认柴达木人改革

开放的步子迈出得有霞，同样不是实事求是。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在改革

开放的进程中，柴达术地在的农业经济体都改革、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其他

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都取得了进展，都取得了成就;另一方窟，我们还需看

到，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尚缺乏深度。因百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困难:矿

产资源开发缺少"大手笔"虽有企业的改制缺乏壮士断挠的勇气，许多企业

处在半死不活的状态。特别是在资摞开发方面，我们惯有的"肥水不流外人

田"的传统思想观念，束缚着我们的思维，也束缚着我幻的掬步，因黯使我们

错失了许许多多的发展良机，以至于柴达木的开发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

却停留在缓步前行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的结果是:政府财政拮据，开支囡

难;企业缺乏后劲，举步维艰。在八九十年代，在柴达木地区流行着一句自

我满侃、自我戏谑的话"拖着金碗讨饭吃。"这一自嘲，实实地道出了柴达木

的撞撞与无奈。

一-21 世纪以来的开发充满着希望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在"十一五"以来，柴达木的开发建设犹如鼓起的

风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披荆斩棘，一往无前。在这里，毋需对柴达木的

资源开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各个方面的发展一一尽述，我们

仅从柴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及一个个工业园区的建立;从各市、县〈委)分别

描绘出的宏伟发展蓝图;从一个个大型或超大型工程项目的上马:从柴达木

展现出的无援生机等，便可对柴达木在新世纪、新阶段各个方面的发展有大

致的了解。这里仅惹边的是，为什么同样是在这块土地上，在不同的时期却

具有如此之大的不罚?追根索摞，根本的原因在人不在物，即盆地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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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发生了变化;盆地的发展理念发生了变化，国商导致发展思路、发展决

策、发展举措等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给柴达木开发带来了无限

的生凯和希望。毋需往前说得太遥远，仅和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21 世纪以

来柴达木所发生的变化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O

也许将柴达木开发的历史过程按年代}I民序分四个阶段来总结、来评诠

是不够全面的。 {ß从上述划分的四个阶段来看，每一个阶段的确都具有一

定的特点，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一一这四个阶段大致构成了柴达木开发

历史的全过程。

无论从哪个角度、无论其出发点与吕的是什么，对柴达木开发所走过的

历程都有加以认真总结，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总结、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为

谁人、为那个地区树碑立传，而在于通过总结有所发现，有所摄取，有所借

鉴。 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照镜子可以发现我们身上、脸上的光鲜与污垢;

可以知其长以弘扬，知其短以娇正。任f丐国家、任伺地区、任何时期的历史

都不会是直线的，丽必然是曲线的、呈螺族状的。关于历史，俄国文学家车

尔后雪夫斯基说过"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偌上的人有道，它完全是在田

野中曾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砖行径丛林。"

柴达木开发这部历史何尝不是如此!

一一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说一说《柴达木开发史( 1960-2010沙这本书

及书的作者了。

先说书的作者。

说起这本书的作者张嘉选先生，我不仅不陌生，应该说是老相识了。记

得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和作者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那时，我在省委政策研

究室，他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我们交往不多，但彼此都很熟悉。我对作者记

忆最深的，是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版的《柴达木开发史》。那个时期能

够自己出专著的人不多，年轻人出专著更是凤毛麟角，仅此便对他多少有些

"刮目相看"了。记得他是给我黯送了这本书的，我亦认真拜读过的，迄今还

是有些印象的。当我在 2012 年接受作者的邀请为他要撰写的《柴达木开发

史(1960-2010) )写序、特别是当我先睹为块一一己经粗IlJ这本厚重的新书

稿时，不免引发我对挥者前后两本书的对比。对比的结果令我产生颇多感

慨:与作者 20 余年未曾谋面，不经意i司，他的变化竟是如此巨大!这里的变

化，不是指生理上的，雨是指忌理上的一一从他的文风的"巨变"可以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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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心理上的成熟。以往我所熟悉的他的尖锐犀利的文风，如今变得平实

商稳重。如果说前一本《柴达木开发史》因其文笔的绚丽雨使通篇充满激

情、充满文学色彰的话，霹么，后一本《柴达木开发史( 1960-201 0 n则因作

者朴实的文笔而表现出厚重。也许，后一本书才是真正的写"史"。

再说这本书。其实在说作者时已经提及到书了。这本洋洋洒洒五十余

万字记载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柴达木开发历史的书籍，基本勾勒出了半个世

纪以来柴达木开发历程的全缆。近些年来各种讴歌柴达木、素插柴达木以

及各种题材书写柴达木的书籍真的不少，其中也不乏有关柴达木历史的书

吕 O 与之相比，{柴达木开发史(结n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史料更丰富、更详

实。作者深入柴达木调研，努力地在档案史料中敬搜集整理工作，从中掌握

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由此给我们奉献出一本沉每甸的书。作者的辛勤与

努力是值得尊重的。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在他的《学习集·论历史知识的普及》中有一

句名言警句"我们的历史是一份无比珍贵的遗产，是值得我们自豪的。"我

知将名人名言加以"套黑"并予以引申:柴达木开发史是一扮元比珍贵前遗

产，是一份令代代柴达木人深以为自豪的珍贵的遗产。对这份遗产，我们应

予以足移的尊重，应给予加倍的珍惜。

是为序

(序言作者为海西州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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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前十年柴达木开发的

总结与反思

在中国，20 世纪 50 年代注定是一个红红火火的时代。 1∞余年的战争

涂炭，早已使偌大的中国弹痕累累，千疮百孔。面对举目的残垣断壁，面对

嗷嗷待嚼的五亿多饥民，刚刚从战争硝嬉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拯救

人民出水火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为宗旨，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和使命感，发出了"不仅让中国人民从政治上翻身解放，而且从经济上也要

翻身解放"的誓言。于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短短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豪情万

丈，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发起并完成了一系列壮举。

一一在新中国成立后蘸三年(1950 年一-1953 年〉开展并大菌积地完

成了土地革命:恢复国民经济、争取时政状况的根本性好转;开展了"三皮"、

"五反"斗争 E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

一一在新中昌成立后前七年(1953 年一-1956 年〉基本完成了生产资

料所有制的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嚣度，把中国引人社会主义大道，并立

即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一一在新中望成立后前八年(1952 年--1957 年〉超额完成第一个"五

年计划社会主义革命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一一在新中层成立后前十年(1958 年--1960 年) ，撤起了波漏壮阔的

"大跃进"运动。

或许至今人们对上述运动颇有微词，甚至对"大跃进"运动多有非议。

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有谁能否认这一系列运动的开展，包括极左路线的产

物-一"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不是出自于中国共产党立志盯破常规、打破按

部就班，通过超常规发展、通过大干快上、迅速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以创造巨

大的物质财富，使雷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强大起来，使人民在较短的时间内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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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地富搭起来这一美好的初衷呢?尽管这一美好的愿望因我们党提乏举国

性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国广大人民群众激情大于理性，而使我们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交出了昂贵的学费。 {S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是在经受挫薪、

经历教词中成长、成熟起来的?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使方兴未艾的国

民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几近崩渍的边缘。但谁锺否认在"大跃进"运动中诞

生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总路线不具有振奋人心、提振精神、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权极意义呢?谁

能否认在"大跃进"运动中的的确确取得了工业发晨，特别是重工业发展的

实质性进步?

嚣此，红红火火的十年共和国历史是一部充满激情的历史，是黯黯走向

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向他的人民交出的一份既有盖天功绩，又有亘大失

误的答卷。这份答卷既使后人感到振奋，又使人们感到遗憾!新生的共和

国既在这十年里得到成长，又在这十年中经受考验。

但对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年，则是一个极其

不平静、极其不平凡、理而是极其生动的、极其重要的时代。这十年开发建

设的历程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书写了一部风雷激荡、波澜壮捷的历史画

卷。无论历史发展多么悠长，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程度、什么地步，20 世纪

50 年代柴达木开发的历史必将在青海的历史中、在中国历史中都据有重要

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前十年的柴达木开发、千千万万开拓者们用青春、用 4

汗水、用热血、用生命在辽阔的柴达木盆地铸造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因此，

在《柴达木开发史( 1960-2010)) 尚未开篇、1960 年以来至今50 多年来柴达

木开发的状况向读者展现之际，我们首先对新中国成立后前十年柴达木盆

地的开发做一需单的国顾与总结，其用意在于将《柴达木开发史(1960-

2010))与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前十年部 1949 年至 1959 年盆地开发历史的

《柴达木开发史》完成一个"衔接"从西比较完整地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柴达

木走过的 60 年风雨历程，从再给世人留下一部比较系统的柴达木开发史。

这里似有必要说费，以下对新中国成立后前十年柴达木盆地开发历程

的团顾，不是对笔者于 1991 年出般的《柴达木开发史》中相关问题、梧关内

容的重复，而是在占有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此前不曾反峡的内

容作进一步补充。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顾新中国成立后前十年盆地开

发的历史过程，是对《柴达木开发史》的丰富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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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成立后前十年柴达末开发取得的显著成就

〈一〉资源勘探:拉开柴达术开发的序幕

伺谓开发?文字词条家妇给出了多种释义。其苔要的解释为"用垦

疆、开采等方法和i用荒地或天然资混。如开发资源。"我以为，这里对"开发"

一谓的注解太过狭义。其实，小过一种物品(比如一种食品〉、中过一个载体

(比如一条道路〉、大过一种资源(比如石油)从无到有的过程，均为开发。依

此定义，大凡人类在一个地方出现并生存下来，便是对该地区的开发。当

然，这是最低层次的开发。从较高层面去理解开发，应该就是对资摞、能摞

的开发。譬如对土地资、源的开发、矿产资摄的开发等。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

国对柴达木盆地的开发正是较高层面的开发，亦即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能

摞的开发。

且不要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柴达木是如何的沉寂，就是在新中国成立

后前五年，34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盆地东部地区散居着 21142 名少数

民族外，在德令哈、格尔木以西 22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基本上是一个荒无人

娼的地区。 1954 年 6 月，一支由 480 人捏成的石油勘查队伍的到来，立即打

破了沉睡数千年的盆地的宁静，钻机的轰鸣声宣告柴达木迎来了一个新时，

代。从此，静卧于昆仑脚下、名声不显的柴达木盆地成为新中国最自由亮的名

字之一。

在第一支石油勘队进入盆地的当年，便在茫崖一带找到了 18 个可能结

油构造，由之街步认为，荒无人烟的柴达木盆地西部地区是一个很有希望的

错油区。于是，国家于 1955 年增派 2800 余人进入盆地，进行有计划、大规模

的地质勘查和石油储油构造的组测。时经六年的艰苦奋战，薪中国在柴达

木西部的开发与建设过程中，在经历了从以石油为主的地震勘探，到边勘探

边生产、边建设，再到综合勘探和以粮食、石油、蹦砂、石梅为主的生产建设

这样三个发展阶段之后，资漂勘探与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矿产开发的基础性工作是地质勘探。从 1954 年 6 月第→支进入盆地的

石油普查队开展石油普查勘探开始，经过短短九年时间的勘探工作，先后找

到了各种矿藏 50 多种及 172 个可能错油构造和其他大大小小的矿点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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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初步查明的石油、住工、有色金属、建筑材料、燃料等矿产资源，充分证

明了柴达木不仅可以建设一个石油工业基地，菇且可以建设一个大有发展

前景的有色金属、非金辑和化学工业等综合性的工业基地。

50 年代资摞能摞开发工作的卓越主要体现在石油开发。在五年多的时

间内，石油开发队伍马不停蹄地转战于盆地的西部，他们在凡无任何生活条

件的艰苦环境下，搭起帐篷，垒起锅址，风餐露宿便开始了紧张的地质勘探

工作。先后在东起德令哈、达布逊湖，西至马海、冷潮和茫崖长达岱0 公里的

浩瀚戈壁上发现的石油持造中选择了 47 个构造进行先期勘探。国家在财政

梧当吃紧的'情况下拿出 6 个亿投入柴达木石油勘探与开发，共打出 4365 口

勘探井和生产井，深入地层 94 万公尺，在 39 个构造中发现油气显示，探明

A+B+C 级的错油面租 162 平方公里，并确定具有工业价佳的油田 9 个，分

别是冷湖 5 号、4 号、3 号、油砂山、油寒子、狮子沟、开特米里克、离翼山和尖

顶山油宙。其中冷湖泊目是己探明油田中最大的一个油吕。除i比之外，还

探明了马海、4、梁山、盐湖等三个气田。其中己摄明小梁山气吕日喷天然气

约计 50 万立方，盐湖气吕日咳天然气约达 2∞万立方米。

根据初步探费的石油储量，中央于 1959 年做出了"调整部署，暂时收结

茫崖、马海地区，集中力量，加速冷湖地区的勘探，拿下冷模大油田，扛出面

积，扩大储量"的撞示。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可概括为八个字:缩短战线，确

保重点。摄据这一指示，青海省石油管理局雷贡风行，在 1959 年上半年展开

了以冷湖为核斗的人员器材由西到东和自东到西的大规模调度，以 5 个耳的

时间迅速地在冷湖地区汇集了 1 万多精兵强将，并建起了包括钻探、开菜、炼

油、储备、运输、供水、供电及机锋等为一体的冷溺综合性石油基地。

冷期石油基边的建立，标志着柴达木石油开发进入一个新的盼段。高

柴达木第一个炼油厂一一油桌子炼油厂的建立，是盆地石油工业取得突破

性进展的标志。这一始建于 1957 年 5 月、建成于是年 10 月 1 司的炼油厂尽

管厂房设备十分的简陋，生产技术也十分原始，但它的诞生，使柴达木石油

人原先发出的"一年普查两年钻，三年出油四年炼"的豪言变为现实。也正

是因为有了它，才使柴达木第一批原油于 1959 年 2 月 20 日在人的的政呼声

中，乘着披红戴绿的油罐车流出盆地，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除了石油开发取得历史性成就之外，在薪中国成立后前十年的资塘、勘

探中还初步探明了另外 10 种矿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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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铅镑。截至 1959 年，地震工作者在柴达本盆地已经探明的铅钵矿点

达 13 处。其中以锡铁出矿床为最大。初步探明该矿铅的储量 290 万吨;镑

的储量 350 万吨，混合储量达 640 万吨。同时，还律有多种贵重金窟，如金、

银、铜、辑、锢等。根据地震条件和已知资料，证明以再尔金山、经赛什篝山、

锡铁山至在牛山这一广大地区，是一个极富远景的铅钵矿带。

2. 黯砂。在柴达木盆地确砂的分布很广，在许多盐湖沉积和油田水中，

都大量存在着这种非金属物震。经过 5 年的勘探调查，地质队已初步探晓珊

砂矿点 8 处，总储量约计 540 多万吨。其中以大柴旦矿床为最大，储量达

392 万吨，品位最高的达 40% 。

3. 氧化挥。此种矿产资源在柴达木极为丰富，它在盆地的所有盐湖和

油田水中大量分布。其显著特点是:含量高，储量大，并且不断再生。到 50

年代末，已经探明矿点 9 处，探明储量为 12845 万吨。其中尤以察尔汗盐潮

矿床为最大，错量达 3062 万吨。

4. 氯化寰。镜和挥是形影不离的伴生物震，但凡有氧化铸的地方就有

氯化镖，面旦臻的储量定会比挥的结量更大。在己探明的 8 处氧化镜矿点

中，蕴藏着1O{乙吨以上的镜物贵。

5. 氧化程。铿是比较贵重的稀有元素。经过几年的勘探，地质队员钉

在一里坪、察尔汗和达布逊湖等地区发现锺矿 7 处，错量 979 万吨。

6. 氯化锅。即食盐。柴达木盆地可谓是一个盐的世界，它遍布于盆地

大大小小的盐湖中。根据对察尔汗荣大、柯柯等 18 个矿点的勘探，盆地内氯

化纳总储量为 199 亿吨，全区远景储量在 10∞亿吨以上。

7. 天然碱。碱是炼础的榕剂。在宗主E、巴隆一带有四处天然碱的分布，

储量约为 1∞万鸣。

8. 石棒。巳探费矿点 3 处，总储量为 2850 万吨。盆地最西端与新疆维

吾织自治区接壤的茫崖石棉矿是最大的富矿，储量约 2800 万吨。该矿所拥

有的石棉纤维长，品位离，贯量好。石棉为醋热抗烧的建替用品。

9. 煤炭。己探明大小矿点 21 处，总计储量约 10 亿吨以上。大煤沟储

量约达 12565 万吨。该矿的煤炭不仅储量大，而旦易开采，是盆地重要的煤

炭供应基地之一。

10. 硫磺。该类非金属物贵在柴达术有较多的储藏。 50 年代探明的 9

个矿点的储藏量达 1323 万吨。其中，锡铁出铅铸矿伴生硫磺的量最大，储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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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65 万吨。另外，天唆的硫磺山也是该类矿物质的重要产地。

除了上述 11 种矿产资摞之外，在 50 年代的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中，还发

现了铁、络、镇、钢、水品、金、银、石灰岩、石英岩、冰洲石、油页岩、天然气、

锤、芒硝、石膏、辑、重晶石、云母、铝、石墨、辑、磷、白云岩、明现石、滑石、甜

火黠土等矿物质。另外，还发现了锢、缝、铺、铁、锚等稀有元素。在当时这

些矿产资源但限于发现而尚未探明储量。

当然，上述 11 种矿产资摞结量，也仅是当年的"探明"或"初步探明"基

本上者在不是真正准确的储藏量。但即使到今天，谁又能说如今探得的某一

矿产的储藏量是确切无出人的储量呢!

(二)工业发展:资涯开发新结之果

且毋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间，柴达术盆

地的工业仍是一个空白。在 1954 年 6 月由嚣家组织的第一支勘探虱进入盆

地之前，在 30 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盆地东端散居着两万余少数民族

群众，进仔着分散、零星、简单的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养殖。蹬着大量的矿产

资源的发现及开采，工业一一这一令盆地土著居民闻所未闻的新型产业在

盆地大批量兴起。

柴达木的工业最早应是在 1956 年伴随着石撞开采雨诞生的。这一年，

柴达木油田已经有4 口井开始试采，并于当年生产了 251. 5 吨原油。尽管炼

油的条件、方式及手段都比较原始，但它是一种象征，柴达木自有人类以来，

史无前例地开始了原料如工业。当然，盆地工业的正式诞生，应该是在

1958 年。

1958 年，盆地的石油工业由此前的单一勘探，进入到边勘探边生产，边

建设的薪阶段。冷翻两个分别为年处理 20 万吨和年处理 10 万吨的炼浩厂，

便是在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到 1960 年，这两个炼油厂共生产原油 5∞641

哇，炼汽油 120069 吨。

如果说国家石油部以冷翻炼油厂为中央企业的话，那么，由各县区自办

的工厂则为地方工业了。从 1957 年开始，遵循中央"自力更生，白手起家，

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围绕矿产资摞开发盆地内陆续兴办起了地方工

业。到 1960 年，从事工业生产的单位或大或小共计有 987 个。其中，县区以

上的厂矿有 284 个，直属厂矿 14 个。按照当时的划分，全区的地方工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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