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道摘录
1980年初，阜新市海州露天矿护矿队团支部书记冯荣

清和队员刘建友等人，在阿金车站附近堵截了两辆盗窃煤
炭的拖拉机。车被截住后，偷煤者几次贿赂并威胁冯荣清
和刘建友都未得逞，只好把被偷的煤运回矿里。冯荣清、刘
建友立场坚定不受贿赂的行为，受到矿党、团组织的奖励和
表扬，群众称赞他俩是学雷锋、见行动的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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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讲述海州露天矿当年的生产场景。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1980 新闻回顾 HUIGU

50年涌现近百位省部级劳模

2月15日元宵节，一场降雪过后的
阜新，天气晴朗明媚，却也冻得人不愿意
将手伸出衣兜。一进入海州露天矿国家
矿山公园的大门，就远远地看到几个“巨
无霸”矗立在主题广场上，单斗挖掘机
（电镐）、推土犁、钻孔爆破设备、国产第
一代蒸汽机车和电机车……这些是海州
露天矿 53 年来使用过的大型采矿运输
设备。

一群老年人正在电镐旁跳着广场
舞，他们面带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这个
一次可以抓取 4 立方米煤的电镐与海
州露天矿一样赫赫有名，1954年中国邮
政发行的纪念邮票、1960年第三套人民
币五元钞的背面图案，就是取自当年电

镐在露天煤矿采煤的场景。
今年 67 岁的李国文，是原海州露

天矿总经济师、副矿长，1977 年便来
到矿上工作；今年 37 岁的刘洋，是阜
新市自然资源局安全监管科副科长，
10 年来一直致力于海州露天矿生态
改造工作。2 月 15 日，两代海州人应
记者之邀在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
园相遇。

走到矿坑北帮东侧的观景台，这是
俯视整座海州露天矿的最佳地点。机
器的轰鸣声早已经远去，常年笼罩的烟
尘也已经消散，望着这历经百年开采留
下的东西长3.9公里、南北宽2公里、深
约 350 米、投影面积 6.54 平方公里的矿
坑，不觉令人心生震撼。“当年，海州露
天矿在开采最繁忙时，机车整日轰轰而
过，火车穿梭不止；大型电镐上下飞舞，
滚滚原煤闪烁银光。每到夜晚，施工作

业的串串灯光层层叠叠，仿佛是天上的
繁星，令人分不清天上和地下……”临
近矿坑，李国文描述起那个热火朝天的
露天矿。

刘洋从小就对露天矿有着很深的印
象，除了自己的父亲，家里的很多亲戚也
都在矿上工作。

“海州露天矿的工人大多父一辈、
子一辈，这是几代海州人无私奉献、艰
苦创业的真实写照。父辈的言传身教，
让‘海州精神’代代传承，那时候的工人
把矿当自己家一样爱护，就像你们《辽
宁日报》之前的这篇报道，护矿队队员
像看着自己家的东西一样，全力保护矿
里的财产。”李国文说，在建矿创业之
初，工人们有种不服输的劲头，没有吊
车，就人拉肩扛，像蚂蚁搬家一样，将各

种大型设备零部件搬进现场，再一件件
拼接组装；铺矿区铁路，几十个人抱钢
轨喊号子，累了就枕着铁轨打个盹儿，
醒了吃口干粮继续干。短短的时间，海
州露天矿就与中国煤矿工人一道，以独
有的姿态傲然立世。投产后的海州露
天矿，在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中，通
过一系列技术创新，生产纪录不断被刷
新。“上世纪80年代，矿里最繁忙时，有
20 多台电镐在坑内同时作业。运输线
上，每三分钟就有一辆运输机车驶过。
参与到煤矿开采的一线工人有 7000 多
人，每天三班倒。”李国文说，50 多年
间，海州露天矿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
省部级劳动模范近百人，多人获得“五
一劳动奖章”。

据海州露天煤矿志记载，1982 至
1986 年，煤炭工业部、煤矿地质工会展
开的全国统配煤矿矿际竞赛中，海州露

天矿连续五年被评为先进矿。此外，在
全国煤炭方面的各项评比中，海州露天
矿均名列前茅。

让海州重获新生成为当代使命

“我们的祖辈作为第一代海州人，在
新中国成立之初完成了露天矿的开发；
父亲是第二代海州人，承担起了建矿重
任；时代赋予我们第三代海州人一个新
的使命，就是要完成海州露天矿的生态
治理，让露天矿实现转型。”刘洋的家在
阜新，考大学时特意报考了成都西南交
通大学，就是因为喜欢那里的气候。可
是大学毕业后，他还是选择回到了家乡，
因为通过他所学的专业，能为矿坑治理
贡献一份力量。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工废弃“矿坑”
和人工形成的“矸石山”，严重威胁着城
市地质安全和生态环境，海州露天矿治
理成为一件大事。“从2005年开始，通过
削坡、平盘、抗滑桩、压坡脚、注浆灭火及
生态恢复等措施，阜新市治理矿坑面积
2 平方公里，初步消除了海州露天矿北
帮和南帮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恢复
矿坑部分区域生态环境。”刘洋说，海州
露天矿关闭后，并没有销声匿迹。到了
2009 年，以崭新的风姿再现时，海州露
天矿国家矿山公园成为集休闲、旅游、科
普于一体的工业遗产。

从 2012 年回到阜新起，刘洋就一
直致力于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
作。“我们开始对矿坑南帮区域进行治
理，消除滑坡的隐患和残煤自燃的影
响，把南坡坡面打成阶梯，进行草灌乔
一体化的种植。”刘洋向李国文介绍，
2019 年以后治理工作全面加速，“2019
年底到 2020 年初，我们都在争取实施
海州露天矿北帮西部及采煤沉陷区的
治理项目。目前，北帮最大的滑坡体完
成了削坡，把矸石运到坑底压住坡脚，
这样保持稳定后，今年春天就可以在这
里栽树了。”刘洋指着矿坑内北帮上半
部分区域，向李国文介绍着目前已经成
活的榆树、刺槐等树苗，“最终我们要将
这里打造成城市南部的一个新兴绿肺，
现在已经初步见绿。”

在刘洋的心目中，有一个愿景：把海
州露天矿治理成非常有特色的、具有工
业遗产价值和文旅特色的科普教育基
地，同时，将周边老厂房利用起来，借鉴
其他城市成功的经验，最终将这里打造
成文创工业园区，并带动周边产业发
展。“矿坑内的残煤自燃点、滑坡，我们只
要坚持不懈，一定能全部消灭掉，我们有
新时代的愚公精神，有信心把海州露天
矿治理好。”

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这是 40 多年前的事了，保护国家财产人人有责，作为
一名矿里的保卫人员更是应该做的，我也是在尽一份责
任。当时谁遇到这事都会这么做，小事，不值一提。如果跟
雷锋比起来，我们做的事简直是太渺小了。”2 月 15 日，看到
42 年前的这份《辽宁日报》，阜新海州露天矿曾经的建设者
刘建友在微信里这样对记者说道。

1951 年决定开工建设，到 1953 年 7 月 1 日巨大的电镐挖
起了第一斗煤，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56 个重点工程”项目
之一，阜新海州露天矿成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机械化开采
的露天煤矿。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州人以一往无前的创业
精神为中国的工业化，源源不断地输送“养分”。这个最早
开采于 1897 年的百年矿区，也见证了中国煤炭工业发展历
史，堪称中国现代工业的活化石。

“爱露天，做主人；争一流，创水平；挑重担，做贡献。”
1985 年，海州露天矿全面开展现代化建设，提出了这一“海
州精神”，并以此增强万名矿工的“主人意识”“夺魁意识”和

“奉献意识”。数十年来，“海州精神”在阜新家喻户晓、根植
人心。通过三代海州人的努力，到 2005 年，海州露天矿累计
生产煤炭2.44亿吨，上缴利税33.45亿元。

2005 年 6 月，海州露天矿因资源枯竭关闭，但海州人并
没有停止尝试转型的脚步。2009 年，经过治理，已经废弃的
海州露天矿恢复了部分区域的生态环境，变身国家矿山公
园亮相。如今，“海州精神”仍在激励着当代的“海州人”，他
们秉承老一辈无私奉献的传统，正以新时代的愚公精神进
行再次创业，通过对露天矿及周边的综合治理与整合利用，
让海州露天矿呈现新面貌。

“不乱花一分钱，不乱买一寸布，不掉一粒粮，做到省
吃俭用，点滴积累，支援国家建设”，这是雷锋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在海州人身上，也体现了这一精
神，他们把露天矿当作自己家一样爱护。在这个时代，每
个人都可以是“雷锋”，如一盏盏蜡烛，默默地在自己的岗
位上发光发热，奋斗不息。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努力奋斗来实现建设家园的梦
想，也承载着一个个从无到有的创业故事。1951年，海
州露天矿启动开发建设，第一代海州矿人满怀投身新中
国煤炭事业的热情，聚集到一起，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凭
着人拉肩扛铺设铁路、架线，组装大型设备，吃的是玉米
面、高粱米、大咸菜，住的是简易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
下，他们工作任劳任怨，劳动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仅用两
年半的时间，就建成了蜚声亚洲、闻名世界的大型机械化
露天煤矿。

雷锋在日记里说，“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
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
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集体的力量是无穷尽的。

海州露天矿的矿工们自豪地称露天矿为“大露天”，
称自己是“海州人”，生产的煤炭称为“海州煤”。“爱露天、
做主人”体现的是“主人意识”，是海州矿人爱岗敬业的崇
高境界、守望初心的坚定信仰。“争一流、创水平”体现的
是“夺魁意识”，是海州矿人砥砺前行的英雄气概、勇攀高
峰的执着力量。“挑重担、做贡献”体现的是“奉献意识”，
是海州矿人无私奉献的优良品质、胸怀大局的忠诚担当。

50多年来，三代海州矿人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
富，也取得了丰硕的精神成果：海州矿精神，而且历经半
个世纪而不衰，谱写出一曲新中国煤炭开采史上的绚丽
篇章。海州精神是新中国煤炭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创业的历史见证，也是新中国工人阶级艰苦奋斗、为国争
光的真实再现。海州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的真实体现；
海州精神也是推进转型振兴的强大力量。

传承创业基因，弘扬奋斗精神。三代海州人用热血
和才智为“大露天”奉献了半个世纪。如今，当代“海州
人”仍然忘我工作着，一以贯之地继承和弘扬老海州人的
优良传统，在传承中砥砺责任担当，在奋进中锤炼坚强意
志，书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你的奋斗，不息
贾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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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
《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记“雷锋
式的干部”陈宝俊》

1973 年 陈 宝 俊
从家乡吉林市入伍，
在 部 队 生 活 的 6 年
里，他总是学雷锋做
好事。1979年6月12
日，陈宝俊在修理机
器时牺牲。人们评价
他：陈宝俊真学雷锋，
真像雷锋，是继雷锋
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平
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
战士。

1981年
报告文学《雷锋》

《雷锋的故事》作
者陈广生应本报特约
撰写了这篇报告文
学。报道了雷锋爱憎
分明，言行一致，公而
忘私，奋不顾身，艰苦
奋斗，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
服务中去的崇高思想
和先进事迹。

1981年
《建设精神文明 实现安定团结——抚顺市青少
年中涌现十万名学雷锋树新风骨干》

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抚顺市对雷锋
纪念馆陈列内容做了
认真修改、补充。近
年来，全市共建立雷
锋小组两万多个，在
690 个青少年之家开
辟了学雷锋阵地 658
处，全市青少年涌现
学雷锋树新风骨干十
万余人。

1982年
“站在学雷锋的前列”专栏：
《不计报酬的“傻子”——苟秀坤》

抚 顺 钢 厂 供 应
处预制厂青年瓦工
苟秀坤，以忘我劳动
的模范事迹被评为
市学雷锋标兵，之后
始终以身作则。她
替生病的女工友顶
班 ，一 顶 就 是 半 个
月。苟秀坤多次加
班不计报酬，人家都
称赞她是“雷锋式的

‘傻姑娘’”。

1982年
《迎春花开更鲜艳——“学雷锋树新风模范青
年”王卉新事》

锦州铁路局第二
建筑工程段的青年女
工王卉把调工资的指
标让给别人，可施工
队的职工还是一致评
上了她。最终，为了
方便工友缝补衣服，
她把补发的工资给公
家买了台缝纫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