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湖畔金银滩，平均海拔3200米，最低气温零下30摄氏度。
60多年前，一群人顶风踏雪，从3顶帐篷起家，隐姓埋名干起惊天动地事。

多年后，这里被誉为“中国原子城”。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平地起惊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让中

华民族挺起脊梁。
在逆境中自强，从绝境中突围。新中国在“一穷二白”中开辟了伟大的“两

弹一星”事业，孕育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
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承：“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

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殷殷期盼，直抵人心。
穿越60载，钱三强、钱学森、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于敏……一

个个闪光的名字走出尘封岁月，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安徽考察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

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必须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
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
章。

作为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源头，“两弹一星”精神历久弥新、熠熠生
辉，激励着人们在强国路上攻坚克难、奋勇向前。

峥嵘岁月峥嵘岁月：：沿着先辈足迹探寻理想沿着先辈足迹探寻理想
之火之火

新中国的成立，让留学海外的中国科学
家备感振奋。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放弃海外
优渥待遇，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怀抱。
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
专家中，21位都是“海归”。

国营二二一厂旧址位于青海省海北藏
族自治州海晏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
都在这片金银滩草原上研制成功。

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程开甲、
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于敏，9位曾经长期在
此工作的“两弹一星”元勋雕像伫立在二二一
厂旧址展馆大厅内。先辈们面带微笑，目光穿
越时空……

那是一段艰苦卓绝、激情燃烧的岁
月。

冬季的金银滩飞沙走石，气温最低零
下 30 摄氏度。1958 年基地负责人李觉将
军带着 20 多人的队伍，携带 3 顶帐篷、数台
车辆赶赴这里开展先期勘测。数以万计的
建设者忍受着高原缺氧、水肿抢抓工期。
建起第一批房屋后，李觉将军下令：把新
建的房子让给科研人员，干部一律住帐
篷。

“两弹一星”元勋、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
曾回忆：科研人员住进暖楼，而李觉将军
和其他基地领导干部全住在帐篷里。“夜
里高原上寒风呼啸，我伫立窗前，久久不
能入睡。”

困难时期，基地遭遇粮食短缺，人们不
得不到旁边的青海湖捕鱼充饥。“那时每
人每天只有 8 两粮食，大家吃饭都舍不得
洗碗，用最后一口馒头刮起碗里粘的糊糊
吃掉，饿得受不了时用开水冲酱油喝，腿
都浮肿了也工作到深夜。”第一批赶赴金
银滩的大学生刘兆民负责核武器引爆装置
雷管设计研制，利用简陋的工具手工搅拌
制作 TNT 炸药。“为了发生意外时能留住
右手，我们那时规定，只能用左手拿着雷
管。”刘兆民说。

新中国的核事业就是这样在“一穷二
白”的基础上起步，寻找铀矿，自行设计图
纸模型，手工计算。国外嘲笑中国“20年都
造不出原子弹”，但先辈们以巨大的勇气、
超人的意志和卓绝的智慧，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难关。

“成功提取了共和国第一瓶高浓铀后，
我兴奋得迟迟不愿脱下手套。”中核兰铀
公司退休干部刘晓波回忆说：“当年面对
技术封锁，我们靠自力更生，发挥社会主
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领导干部、技
术人员、工人集思广益，先后攻克了 157 个
技术难关。”

原子城纪念馆陈列着2台国家一级文物
老式手摇计算机，深色机身上纵横10排黑白
按键，虽然只能通过手摇动力带动齿轮完成
简单的四则运算，但它却是我国核事业的

“功臣”。
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邓稼先、彭桓武、

周光召等科学家带领年轻人，用手摇计算
机、计算尺甚至算盘，夜以继日三班倒，一
年进行了“九次运算”，稿纸装满了数十麻
袋，终于取得关键数据，完成原子弹理论
设计方案，为我国核武器研制成功奠定了
基础。

在二二一厂展馆的展示柜里，有一封泛
黄的家书，是“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烈士写
给女儿的。长期从事绝密工作让郭永怀与

家人聚少离多，信中写道：“布鞋暂没有，你
是否画个脚样寄来？待有了货一定买。这
里有一种翻皮棉鞋，本想代你买一双，因为
尺寸没有，没敢买。”

近60年的时光，也无法冲淡一位父亲对
女儿的舐犊之情。

1968 年 12 月 5 日，郭永怀带着一份绝
密文件从青海赶回北京汇报时，飞机不幸
失事。找到遗体的人们痛哭失声，他和警
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将那个装有绝密文件
的公文包完好无损地保护着。在生命的最
后一刻，他也没有忘记自己以身许国的诺
言。

红色传承红色传承：：心中永远的丰碑心中永远的丰碑

对祖国最深沉的爱，孕育出“两弹一
星”精神。“父亲将全部的精力和热爱都奉
献给了祖国的原子能事业！”“两弹一星”元
勋、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女儿钱民协，
回忆起父亲时依然眼含热泪：“他后来告诉
我们，他就是想让中国人的腰杆子硬起来，
不再受欺辱。”

1995年5月，新华社发布消息，向世界宣
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全面退役。
曾在二二一厂隐姓埋名奋斗的共和国功臣
和家属们被安置到全国27个省份。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关心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多次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解决离退休人员生
活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总书记关心下，
这两年离退休职工待遇好了，看病就医更省
心。

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还高度重视
“两弹一星”旧址的保护利用。记者走进中
国原子城二二一厂旧址，沉浸在极富年代感
的建筑群中，大广播里播放的红色歌曲仿佛
一下把人拉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自 2020
年总书记对二二一厂旧址保护利用作出重
要批示以来，央地各级加大投入，旧址文物
保护利用进展加快，一批国家一级文物保护
单位得到活化利用，成为传承红色血脉的核
心载体。

作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伟大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影响力与日俱
增。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办学3年就实现
了学员全国覆盖，两弹事业亲历者的讲述广
受欢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设立“邓稼先
科技奖”“于敏数理科学奖”，许多获奖者成长

为新一代科技领军者和骨干，红色精神薪火
相传。

“两弹一星”元勋们奋斗过的金银滩成
为科技人员的“精神殿堂”。青海两弹一星
干部学院培训学员超 10 万人次，其中高层
次科技人才超过 500 人次，包括天问一号、
华龙一号、北斗三号的总设计师。许多顶
尖科学家前来找寻自己“导师的导师”当年
的足迹。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詹祥江
结合在金银滩学习的体会，在青海省玛多县
建立野外生态学研究基地，在黄河源头将党
建、科研、扶贫、民族团结和生态保护进行

“五位一体”的拓展。
山东对口援青已历时14年，输送各类干

部人才近3000人。每个新来干部都要先到
二二一厂旧址接受洗礼，不少人服务到期后
主动申请延期。

赵圣亚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
医院，援青 6 年间累计为群众做眼科手术
千余台：“我虽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
患者的认可就是对医生最大的褒奖，我会
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更多人带去光明和希
望。”

以“两弹一星”为主题的红色旅游持续
升温，推动“两弹一星”精神日益深入人心。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超过440万人次，人口仅20多万的海北州每
年红色旅游人次超过100万；甘肃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四川绵阳两弹城等地游客人数年
年大幅增长。

金秋十月的原子城，游人如织。二二一
厂旧址内，曾经绝密的铀部件加工车间，如
今成为集中展示“两弹一星”历史的现代化
展馆。几块半透明的网格屏幕上演着关于
核武器研制的话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光荣岁月重现眼前。

来自郑州大学的大学生姜未参观后激
动地在留言簿上写道：“作为新一代青年，为
祖国贡献力量是我们的使命。命运永远掌
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科技强国步伐永不停
止。”

科技强国科技强国：：““两弹一星两弹一星””精神熠熠生精神熠熠生
辉辉

“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充分彰显了中
国的制度优势。钱学森曾经说过，在中国这

样一个工业、科技基础薄弱的国家搞两弹，
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两弹一星”吹
响了新中国科技强国的号角，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科技工作者砥砺前行。

作为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总工
程师，“两弹一星”传承基地“潘彤工作室”负
责人潘彤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在找矿的路上
与死神擦肩而过：被湍急的河水冲走几十
米、骑的马摔下30米深的悬崖、高原肺水肿
咳血……

“身为青海地质工作者，更要传承二二
一厂老一辈的精神，围绕国家急需的领域

‘多找矿，找快矿，快找矿’，摆脱‘卡脖子’局
面。”潘彤身上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为把青
海加快建设成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潘彤工
作室锚定深层含钾卤水“增储保供”目标，保
障国家资源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 年中国科学院
考 察 、2020 年 主 持 召 开 科 学 家 座 谈 会 、
2021 年祝贺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
任务成功的贺电、2022 年视察文昌航天发
射场、2023 年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
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
要场合都对“两弹一星”精神作出重要论
述。

2022 年 5 月 2 日，总书记在给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中殷殷
期望：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
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精
神、载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
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
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
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
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强国不断取得
重大突破。“蛟龙”潜水、“神舟”飞天，“羲和”
逐日、“嫦娥”探月、“天问”探火，“北斗”组
网、“墨子”传信……“两弹一星”精神的种
子，在新时代不断开花结果。

今年以来，航空航天领域更是喜讯不
断：

6月25日，内蒙古四子王旗，嫦娥六号完
成历时53天的太空之旅，实现人类历史上首
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9月19日，搭载两颗卫星的长征三号乙
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正式收
官，中国人独立自主建设的北斗系统进入
新征程。

10月11日，我国在东风着陆场成功回收
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
实践十九号卫星，突破了可重复使用、无损
回收、高微重力保障等关键技术，搭载多个
国际合作载荷。中国卫星再次推动人类和
平探索利用太空。

近3000家单位、约10万人大力协同，攻
克嫦娥六号任务中的一个个重大节点。此
情此景，故去的老一辈科学家们若泉下有
知，当露出欣慰的笑容。

“新时代以来，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以探月工程为代表的重大科技创新成
果竞相涌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不
断变为现实。”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卞志刚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
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
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穿越
60 载，“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依然熠熠
生辉，照耀着中国科技强国的步伐行稳致
远。

新华社西宁10月26日电（记者江毅 宋
晨 李琳海）

这是2024年8月29日拍摄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占轶 摄

中国原子城见证“两弹一星”精神传承60载
2024年10月27日 星期日

03A
版面 / 文灿 校对 / 娟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