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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苏联专家支援首钢建设声像档案

■武志辉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尤其在工业方面，基础

薄弱，技术和人才匮乏。苏联第一个与我国建立了外

交关系。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3月，两国政府签署了j关于苏联专家在

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聘请苏联专家指导，无疑成为

我国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的一条捷径。从1 949年1 1

苏联专家赫鲁逊正在检查设备检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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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1960年7月，先后有几十名苏联专家来到石景山

钢铁厂(以下简称“石钢”)帮助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石景山钢铁厂于1 966年9月1 0日改名为“首都钢铁

公司”．简称“首钢”)。

首钢档案馆保管的照片、报纸、文字等档案生动

直观地记录下了石钢广大干部职工和苏联专家共同

生活、并肩奋斗的情形和战斗友谊。

1 949年1 1月问，由于全厂职工的努力，开炉不

到6个月的一号高炉，产量就达到了近1 50吨，职工

们的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然而，苏联专家日米诺夫

到石钢了解了当时的生产情况后，风趣地对石钢技术

人员说：“你们的送风量，打一个比喻来说，就如同脱

下靴子往炉子里扇风～样，太少了。应当充分利用设

备能力，如果fS'fl、]把送风量增加一半，生铁日产量就

可以提高到300吨以上。”听了专家的话，炼铁部有些

技术人员半信半疑、议论纷纷。有的说：“就是再加

风，出250吨铁也就到头了”，有的说：“设计能力才

250吨，何况炉子已经老了，还能不打点折扣7”

针对这些议论，当时的炼铁部党支部召集值班工

长以上的技术干部开会，号召大家挣脱陈旧落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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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束缚，坚定大胆实践先进技术的决心，这次会

议统一了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思想。随着送风量的

增加，生铁产量一天比一天高，160吨、200吨、250吨

⋯⋯当日产量达到300吨的时候，整个炉子都被职工

们的欢呼声包围了，炼铁工程师刘正五情不g禁地

连呼“满贯”。

1953年春天大修二号高炉的时候，苏联设备专

家叶洛斯金帮助石钢做了周密详尽的；隹备工作，使

大修期缩短到28天。不仅如此，他还经常亲临现场

具体指导工人操作。在检修送风机时，检查出机器

的静叶根断了，工人们就想大拆大卸，重做个新的换

上去。叶洛斯金知道了，对大家说．“断缝可以焊接，

如换新的不但浪费，而且耽误时间。”静叶是送风机

上的精密配件，大家从来没听说过是可以焊接的。

专家亲自教给工人先进的焊接方法。操作时，他还

自己戴上面罩，去看焊接熔化情况。焊完了，他又用

锉刀一点一点地锉，仔细观察是否焊接合格，结果焊

接的静叶根果然和新换的一样能用。

也是在1953年，在当时的重工业部担任炼铁顾

问的苏联专家阿卡尔柯夫到石钢了解和研究生产情

况，他认为石钢炼铁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中国所有钢

铁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由于中国炼铁工业还

比较年轻，还没有掌握和运用先进的炼铁经验，高炉

工作者的技术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他向重工业

部提出了在石钢用集训授课方式传授先进经验，以

全面提高炼铁工作者的技术管理和技术操作水平的

建议方案。

重工业部非常重视苏联专家的建议，组织全国

钢铁企业派人来石钢听苏联专家讲课。石钢炼铁部

更是近水楼台，高炉值班长以上的技术领导干部、生

产科室技术干部、党政工团领导干部都参加了听课。

苏联专家阿卡尔柯夫讲得深入浅出，从有关炼

铁的辅助工作对高炉工作的影响和重要性，一直讲

到高炉生产的操作，并着重传授了苏联炼铁工业先

进的“矿石分级入炉”、高炉“炉顶调剂”、高炉“蒸汽

鼓风”三项重大经验。这些经验像磁石一样吸引着

听课人，上“三班倒”的工人都心甘情愿地牺牲休息

时间来听课。工人出身的高炉值班工长王才、宋玉

林、刘万元等人白天听了课，晚上还翻笔记背诵，时

常忘了吃饭。他们说：“苏联专家讲的先进经验，是

既解饥又解渴l”就这样，通过苏联专家的培训、指

导，石钢的炼铁技术直接迈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1953年1 2月8日，当时的石钢副厂长兼总工程

苏联安装专家赫鲁略夫与负责安装300小型的中
国同志正在一起编制安装工艺卡

苏联-{L{a操作专家卡纳夫金正在讲课

苏联专家鲍得聂正在做技术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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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孔型设计专家别里科夫正在向设计人员讲授

孔型设计

公司领导陪专家,frl一起游颐和园

师安朝俊在《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i感谢苏联专家，学

习苏联专家》的文章，记录了苏联专家对石钢建设的帮

助。

从1 949年到1 954年底的五年当中，苏联专家对

石钢生产、管理等方面总共提出了561项建议，石钢结

合执行了358项。这些建议的贯彻执行，不仅提高了

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水平，改变了旧的面貌，而且高

炉原料的科学管理、高炉修筑的多层作业法、高炉“炉

顶调剂”以及企业管理制度等一些重大建议，经过石钢

消化吸收取得成功后，又推广到其他钢铁企业，对提高

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58

年以后，石钢进入扩建阶段，又聘请--：ILL苏联专家来帮

助建设电焊钢管厂和300／J、型轧钢厂。

在共同的工作生活中，石钢广大干部职工同苏联

苏联专家和家属表演大合唱

苏联专家和中国同志在一起亲切交谈

专家的友谊也日益加深。石钢不仅在中苏两国重大节

日里同苏联专家举行联欢庆祝活动，而且对他们的日

常生活也很关心。有一次，老专家赫鲁逊因病没有来

上班，上午单位即派专人去探视。当晚，副经理白良玉

又亲自到赫鲁逊下榻的友谊宾馆去探望，感动得老专

家几次流下了热泪。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的全部苏

联专家，在石钢工作的专家于当年七八月回国。回国

前，石钢为苏联专家组织了一系列的参观和欢送活

动。7月10日，石钢领导特意在颐和园举行宴会，热烈

欢送苏联专家。宴会上，赫鲁逊热泪盈眶地说-“我们

在中国工作的这段时间，领导和同志们给予了我们无

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感到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同

志们就像我们的亲人。”宴会后，石钢领导又陪同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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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领导及同志们到车站送别苏联专家及夫人 苏联档案工作代表团瓦加诺夫局长在留言簿上留言

们回家

老专家赫鲁逊在送别专家宴会上讲话，感谢中

国同志们对他的招待

专家乘船夜游昆明湖。专家们个个兴高采烈，引吭高

歌。

1988年1 2月27日，以苏联国家档案局局长瓦加

诺夫为团长的档案工作代表团到首钢档案馆参观访

问。当瓦加诺夫局长在档案库房看到保存完好的俄

文档案资料时，他非常兴奋地说：“你们的档案中有我

们的资料，我们的档案中也有你们的材料，这是我们

进行交流的基础。”代表团成员看到五十年代苏联专

家援助石钢建设的照片三十多年后还保存完好无损，

激动地连声说：“太好了l太珍贵了1”

瓦加诺夫局长在留言簿上签字留言：“苏联档案

工作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了解了首钢有关档案工作

的组织情况，可以证明，这个企业档案工作显示了中

国工业企业档案管理的水平。祝贵公司档案专业的

苏联档案工作代表团在库房阅览五十年代苏

联专家援助首钢建设的照片

同志们在崇高的事业中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在档案

管理工作中为保护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遗产做出更

大贡献。”

档案真实记录了苏联专家给予首钢的巨大帮助，

也真实记录了苏联专家和首钢工人兄弟般的友谊。

苏联专家和首钢工人结下的深厚友谊永远留在了首

钢人的心里，正如当时的石钢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安朝

俊在送别苏联专家的诗中这样写道：

皓月当空，昆明湖畔验宾朋。

泛舟山后，月游林中，友谊歌声绕翠峰!

今夜尽情欢乐，何事重叙友情?

别了，后会有期，莫斯科——北京!

作者单位：首钢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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