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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是
拥抱未来的最好姿态。

回望70年，我们看到了什么？在
那座十里重机城内，个人理想深深地
融入到祖国命运，个人志向与民族振
兴大业紧密相连。

建成10年，结束我国不能生产重
型机器产品和大型成套装的历史，实
现产品设计制造的自主供给，为我国
初步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奠定坚实基础；

建成20年，汇入改革开放洪流，对
接市场经济，调整产品结构，推动体制
机制改革，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核电
装备的历史，开启了中国核电自主化
的征程；

建成30年，加快内部改革和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深耕实体经济，致力科技创
新，做强装备产业，开辟石化容器市场；

建成40年，倾力打造核电石化装
备制造基地和高端装备制造基地，铸
锻件生产基地能力跨越式提升。通过
内扩外拓，打破产能瓶颈，产业板块实
现有效协同，内外贯通实现优势互补；

建成50年，工业母机装备能力得
到充分释放，不遗余力推动国产化解
决替代进口，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
值创历史新高，站上了百亿元台阶；

建成60年，从历史周期中跃起，实
现浴火重生，大力推进企业深化改革，
全面激发企业动力，破解一些长期制
约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建成70年，中国一重已累计为国
民经济建设提供机械产品600余万吨，
开发研制新产品435项，填补国内工业
产品技术空白534项，创造了数百项“第
一”。

这波澜壮阔的70年，是中国一重
的创业史、发展史、奋斗史、改革史。
因国家战略而生，因国家战略而兴，因

国家战略而变。70年间，中国一重与
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见证并参与我
国重大技术装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的历史，始终致力于国家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研发，冲在打破国外技术
垄断的第一线，实现从“跟跑”到“并
跑”“领跑”的转变。

中国一重的成长充分说明，只有
自强不息，才能改变命运；只有艰苦奋
斗，才能创造成绩；只有敢为人先，才
能永争第一。

70年过去，历史的风雨洗刷着昨
天的记忆，车轮滚滚向前，连接着昨天
与今天，定义着过去和现在。

如今，中国一重正加快转型升级，
坚持材料与装备并重，装备与服务并
举，国内与国际共同拓展，传统产业与
新兴产业同向发力，构建形成以高端
装备、专项产品、高端材料、工程与国
际贸易、现代制造服务业、新能源开发
与利用、战新及未来产业为主体的“6+
1”产业布局，加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
企业集团。

2024年，中国一重又迎来了一个
新的开始。党委书记、董事长徐鹏说，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
二十大和历届全会精神，大力实施

“13691”发展战略，积极打造“四中心、
六基地”，优化产业地域布局，坚定不
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
移用好“关键一招”激发磅礴动能，坚
定不移创新引领，培育差异化竞争优
势，坚定不移高举人才强企的鲜明旗
帜，坚定不移推动优秀文化赋能，不断
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更好
发挥中央企业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
全支撑作用，持续打造让党和国家放
心，让社会和客户信赖，让职工自豪的

“中国制造业的第一重地”。

□高文超 本报记者 孙铭阳

时间的意义，远不能用长度来衡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要走自主制造武器装备和关键产品的技术发展之路，就必须建立和发展重型机械制造业。而

彼时的新中国尚无重型机械的专业生产厂，重型装备制造业尚未形成。
“有朝一日，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种子从此埋下。
1954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发文，决定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建厂。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陆续奔赴而来，脚踏荒原，写下实业

报国的铮铮誓言，一场浩浩荡荡的建设工程由此启幕。
1954——2024。70年里，莽莽荒原上一座重型机器厂拔地而起，经岁月淘漉、历史考验，成长为“中国制造业的第一重地”。

重型机器厂的选址
曾三易其址，最终考虑
地缘优势和地质优势等
方面因素，将地点确定
在富拉尔基。

1956 年 6 月，千里
平畴的松嫩平原上，大
业开基的打桩轰鸣惊醒
了沉寂已久的莽原渔
火。

作为苏联援建的
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之
一，工厂建设得到全国
支援，拥有国内最现代
化的施工机械，两万余
名建设大军昼夜奋战，
从一纸蓝图到开工报
捷，从原始苍凉的莽莽
荒原到雄伟壮观的十里
重机城拔地而起，仅用
了 4 年时间，比原计划
提前了整整一年。

赵东宛 1957 年从
苏联学习回国后，被派
到重型机器厂担任第一
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回
忆起建设时的场景，他
说：“当时的富拉尔基自
然条件十分恶劣，气候
寒冷，经常刮大风，有时
因为风太大，人都无法
正常行走，冬季气温一
般在零下 30多度，有时

要达到零下 40 度。但建设者们并没
有被这种自然条件所吓倒，而是昂首
阔步投入到建设中。”

1960 年 6 月 4 日，富拉尔基重型
机器厂通过验收，国家验收委员会给
予高度评价：“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是
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的重型机
器厂，设计是先进的，布置是合理的，
技术装备是头等的。”

6月5日，举行开工剪彩仪式。10
月，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更名为第一
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一重厂），以生
产大型轧机、冶炼设备 、锻压设备、大
型发电设备和大型铸锻件为主，成为
当时“八大重机”之一。

工厂建设一直坚持边基建、边准
备、边生产的原则。

1957年，一机部下达的第一项任
务就是为包钢设计制造出 1150 毫米
初轧机。翌年，又下达了设计和制造
125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的任务。

在 20世纪 50年代能生产这类产
品的国家寥寥无几。而到了1960年5
月，这两大重点产品基本完成，质量达
到了当时国际水平，获得验收委员会
高度认可：“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的提
前建成和两大产品的出产，将使我国
的重型机器制造走上独立制造大型轧
钢、冶金、锻压设备的新阶段。”

这两大产品的成功，结束了我国
不能独立生产成套重型机器的历史，
也开启了一重厂的“第一”之路。

永争第一的中国制造业第一重地
写在中国一重成立7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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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擅长用波折的情节开启

恢弘的篇章。
1960 年，一重厂接受 2800 毫米

铝板冷、热轧机和 30000吨模锻水压
机的设计制造任务。同年，苏联政府
撤走在厂工作的全部专家，停止供应
设备和技术资料。

2800 毫米铝板冷、热轧机是航
空工业发展所需的大规格、高精度的
大型有色金属压延设备；30000吨模
锻水压机主要用于生产轻金属及其
合金的大型模锻件，生产各种低塑性
的耐热钢、高强度钢、铁合金等黑色
金属模锻件，这些模锻件为航空航天
工业所必需。

任务之艰，使命之重，已无需多
言。

没有国外现成图纸借鉴，仅有一
张机器照片可供参考。设计人员克
服重重困难，凭借自己的技术力量，
独立完成设计当时只有少数国家才
能研制的 2800 毫米铝板冷、热轧机
和 30000 吨模锻水压机。这三项产
品的设计和制造成功，标志着一重厂
形成了能独立承担大型成套设备的
设计、制造能力，产品的设计与制造
开始由仿造向独立自主发展阶段过
渡，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重型装备的
历史。

同时，一重人不断突破工厂的生
产纲领，大力试制新产品，无论是生产

规模还是产品规格、技术难度都超过
了生产纲领、设计纲领规定的水平。

到1965年，投产的6年间就试制
成新产品56项，产品质量稳步提高，
多项重点产品先后获得了国家银质
奖和一机部“质量信得过产品”称号。

五大产品问世、56 项科技创新
产品纷至沓来，呼啸奔流的炽热钢
水，映红了新中国工业崛起之路，也
浇铸出国之重器、国之底气。

一穷二白的年代，何以在短短几
年的时间里打破技术封锁，取得重大
突破？

许是因为建成之初，被以“第一”
命名，肩上便多了一份舍我其谁永争
第一的勇气，探索前人没走过的路，
全力聚焦国家所需，在重型技术装备
领域拓展“首创”成果，增强我国工业
发展的底气。

从“一五”计划走来的中国一重，
始终将创新烙印在自己的血脉之中，
敢于创新，也善于创新的精神一直在
这里传承。

五大产品问世后，前进的脚步不
曾停歇，反而更加扎实有力。

一大批大型成套产品陆续出产：
我国第一台核反应堆压力容器、950/
800轨梁轧机、鞍钢1700毫米热连轧
机、宝钢2050毫米热连轧机、1900毫
米板坯连铸机……技术装备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新产品开发成绩斐然。

为 国

铸 器
书写中国重型装备制造业
自主创新的传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
工业迅速发展，1993年 7月，组建中
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从此掀开了中
国一重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开始走上
公司化、集团化发展道路。

此时，在富拉尔基这片土地上已
走过近 40 载春秋的中国一重，出于
结构布局调整、广纳科技人才等方面
的考量，决定走出龙江，开疆拓土。

1995年，在大连修建码头、厂房
等基础设施，安装机架、起重、焊接、
热处理等配套设备，形成了年产
4300吨重机产品能力和3000吨级泊
位码头的运输能力，并以此形成核电
石化生产基地；

2004年4月，一重集团大连国际
贸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同年 7月，
一重设计研究院由富拉尔基迁移至
大连；9 月，天津重型装备工程研究
有限公司成立；

2007年6月，一重集团天津重工
有限公司成立；

2008年 12月 23日，中国第一重
型机械股份公司成立；

2010年 2月 9日，中国第一重型
机械股份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上市。

不难看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
发展，中国一重内部改革和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步伐也逐渐加快，产业布
局不断优化，从富拉尔基到大连，再
到天津，完成了从内地到沿海的产业
布局规划。

时间从未改变前行的方向和脚
步。在此期间，中国一重积极参与国
家重点工程建设，继续创造“第一”。

第一套国产化 80 万吨/年加氢

裂化装置、国内首台 1200WS四辊可
逆冷轧机组、国内首台全液压卷取
机、国内第一台 4000 吨机械压力
机、国内最先进的 900 毫米六辊可
逆式冷轧机、国内首台大型盘磨机、
国内首台 30 万千瓦核电站反应堆
压力容器、国内第一条 1780 毫米冷
热轧生产线、国内最大 3.5米炉卷轧
机、国内最大重达 2044 吨煤液化反
应器……

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
术装备，为中国一重未来的快速发
展奠定了基础，行业龙头地位不断
显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400吨锻
焊结构热壁加氢反应器、1780 毫米
大型宽带钢冷轧机生产线和 15000
吨自由锻造水压机三项产品，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让中国
一重在国内科技领域再上新高。

3 开 疆

拓 土
紧盯前沿方向
奠定行业龙头地位

4 涅 槃

重 生
闯出一条改革脱困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

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
顺的，中国一重也不例外。经历过转
型的阵痛，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2017年10月，企业改制为国有独
资公司，改制后名称为中国一重集团
有限公司。2019年 2月，中国一重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成立。站在新起点
上的中国一重，满怀信心迈进高质量
发展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曾两次视察中国一重。

“技术人员和工人是企业最宝贵
的财富，要抓好队伍的稳定性，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随着企业经济效益不断
提高，工人待遇也要相应提高。”

“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
之重，是一个现代化大国必不可少
的。”

总书记的深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激荡起中国一重乘风破浪，浴火重生
的改革动力。

中国一重充分运用“深化改革”这
个关键一招，以解放思想破题、以搞活
机制立题、以创新发展解题，做到“三
级”改革行动方案全覆盖，重点任务全
过程“挂表督战”。实现因改而变、因
改而兴，彻底改变了国有企业管理粗
放、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闯出了一条

老国企涅槃奋起之路，树立了一面鲜
明的改革旗帜，被评为国有企业公司
治理示范企业。

涅槃重生的中国一重，在创新引
领方面，实现“国和一号”“华龙一号”

“玲龙一号”等全部核电首台套主设备
及一回路主锻件自主研制，有效攻克
重型 H 型钢万能精轧机组设计技术
等 9项“卡脖子”技术，完成大型低速
风洞洞体、海南昌江小堆等16项国家
重大技术装备项目，取得核电百万千
瓦整锻低压转子国产化、首创世界核
电锻件一体化技术等 24 项重大科技
成果，成为全国首批打造的原创技术
策源地企业，成功入选国务院第三批
双创示范基地。

在人才培养方面，建立“双培”机
制，坚持把一线的生产、技术骨干培养
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岗位骨干，
打通人才成长通道。一线技能骨干在
公司发展党员的比例达到 70%，多名

“80”后年轻干部进入二级单位领导班
子。推行“双创”机制，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和工匠精神，依托“党员创新工作
室”“劳模创新工作室”“技术创新工作
室”“百万一重杯”劳动竞赛，激发全体
员工的干事创业激情和动力。

此时的中国一重，创新的底色更
加鲜明，底气更加充足。

5 不 忘

初 心
砥砺奋进打造
中国制造业的第一重地

中国一重生产的超大直径筒类锻件中国一重生产的超大直径筒类锻件。。

中国一重生产的支撑辊。

19591959 年年 88 月月，，中国一重浇注成中国一重浇注成
功功11501150mmmm初轧机第一个机架初轧机第一个机架。。

五十年代建设中的重型机器厂五十年代建设中的重型机器厂。。

中国一重专项装备数字化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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