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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辆汽车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构建起门到构建起门

类齐全类齐全、、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世界上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从满目疮痍从满目疮痍、、一穷二白一穷二白，，到国内生产到国内生产

总值稳居世界第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总值稳居世界第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

工业化历程工业化历程，，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

这一发展历程波澜壮阔这一发展历程波澜壮阔，，形成了丰富的工业遗产形成了丰富的工业遗产，，铸就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铸就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工业遗产这些工业遗产，，是是

党团结带领人民开拓进取党团结带领人民开拓进取、、不懈奋斗的生动写照不懈奋斗的生动写照，，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社会价值。。今日今日

起起，，本版开设本版开设““国家工业遗产国家工业遗产””栏目栏目，，讲述工业遗产背后的故事讲述工业遗产背后的故事。。

开栏的话开栏的话

讲述人：王连友

1996 年，“神舟一号”飞船相关产

品准备进入试制阶段。当时，专为任

务引进的设备刚刚组装完，我们刚接

受完设备的培训，与机器还在磨合阶

段。突然，接到了上级任务，要在 10天

内完成“神舟一号”返回舱金属壳体的

组合加工。由于对新机器没有把握，

我侧面了解了外国技术培训人员对我

们驾驭新机器的能力评估，他并不看

好我们能完成复杂任务。但这次任务

对“神舟一号”十分关键。经过慎重考

虑，我还是向领导请缨要下任务。

从那一刻起，我就和班组同事一

起与时间赛跑。生产“东方红一号”时

就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历史的列

车不能在这里误点”，无论遇到什么困

难，都必须按时完成任务。

我们 24 小时吃住在机床边，一边

熟悉设备一边攻克难关。一名班组成

员的母亲是厂里老职工，几天没见到

儿子，熬了一大锅八宝粥送来。走进

厂房时，她看到孩子和同事们横七竖

八地躺在厂房的空地上，伴着轰鸣嘈

杂的机床声酣睡，眼睛不禁湿润了。

我对此也很愧疚，但在型号任务面前，

除了奋斗，我们别无选择。她很理解，

只说了句“我懂，我懂。来，快叫孩子

们来喝粥”。

就这样，我们终于抢在节点前完

成了任务，为企业发展闯出了一片新

天地，也为航天精密加工技术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蒋建科采访整理）

加工“神舟一号”飞船返回舱——

机床旁的坚守

4 月 24 日 ， 是 第 九 个 中 国 航 天 日 。

1970 年 4 月 24 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拉开了中

国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

类的序幕。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63 号——北京

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中关村厂区，是“东

方红一号”的诞生地。这里也被称为“卫

星的摇篮”“神舟的家园”，先后完成 200
余颗 （艘） 卫星飞船的研制任务，为我国

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4 年，北京卫星制造厂搬迁至航

天城园区。 2018 年，中关村厂区部分厂

房和设备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二批国家

工业遗产名单。2023 年 4 月，中关村厂区

完成改造后以科技园区身份面世，引入一

批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企业。开园 1 年

来，新产业为老厂房注入了新活力，更新

改造也唤醒了岁月长河里的航天记忆。

老厂房孵化新动能

厂房外，镌刻我国几十颗卫星发射日

期的东方红广场、展示卫星制造功勋设备

的展厅、修缮后恢复原始肌理的三号厂房

等，将人们拉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

厂房内，一批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

企业正在孵化，以新动能延续着工业基因

和科技梦想。

“将含有工业遗产的旧厂区改造为科

技园，这种尝试不多见。”张北，北京卫

星制造厂有限公司中关村厂区开发项目负

责人，全程参与中关村厂区的更新改造。

北京卫星制造厂搬迁至航天城园区

后，为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推动城市

高质量发展，地处中关村海淀园核心位置

的中关村厂区启动开发工作。

“一开始，厂区就避免被改造成参观

游览项目。我们想发挥优势，主动结合地

区发展需要，更新为科技园区。”张北介

绍，这一想法得到了海淀区的大力支持，

经过充分研究论证，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

公司与海淀区国资企业海新域城市更新集

团达成合作，更新目标是：在保留工业遗

产风貌、弘扬航天文化的基础上，打造绿

色智慧园区，为海淀区内科技企业提供优

质办公空间，完善城市功能。

2022 年 9 月，项目以定制化开发和共

同设计方式启动，对厂房进行了清洗修缮

加固，提高了抗震性能和节能标准，重建

优化了消防和电力系统，增设了智慧管理

设施，提高了园区的工作生活品质。

“在海淀核心位置，这片工业厂区很

稀缺，对智能制造类企业很有吸引力。”

海新域城市更新集团负责人介绍，中关村

厂区是工业用地，还有挑高的厂房空间，

能较好满足智能制造企业研发和制造在同

一个区域的需求，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开

园 1 年来，园区已入驻多家企业，实现了

活化利用。

为传承弘扬航天文化、助力工业遗产

蜕变，开发建设团队在园区内设计了历史

沿革墙、东方红广场、功勋设备展厅等历

史文化景观。一号厂房、三号厂房、运星

大道、功勋大道修旧如旧，保持了原有建

筑风格，展示了工业遗产风貌。

第一件产品是“老虎钳”

园区内的历史沿革墙讲述着该厂的光

辉历史。谁承想，集中了尖端科技的“造

星厂”，第一件产品竟是“老虎钳”。

1958 年，北京卫星制造厂的前身中

国科学院北京科学仪器厂创办，主要给中

国科学院各研究所提供必要仪器和设备。

他们从简单设备“老虎钳”干起，逐步开

始研制质谱仪、物理光学电子仪器等先进

设备。 1965 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计划启动，该厂被选中担当重任。

厂里老职工回忆，虽然当时只是科学

仪器厂，还缺乏加工航天所需铝合金零件

的经验，但厂里有一支不怕苦不怕累、肯

学习善钻研的职工队伍，这些是研制卫星

的有利条件。

园区内，三号厂房前竖立了“东方红

一号卫星诞生地”纪念碑。这里是“东方

红一号”总装车间，也是其最后的产床，

卫星从这里出厂后直奔发射场。

一位老职工回忆，“东方红一号”总

装时，一枚小垫片找不到了，全车间的人

都很着急，全部参与寻找。卫星绝不能带

着多余物出厂，这是巨大的隐患。最后大

家确定这枚垫片肯定不在卫星上，才放下

心来。事后，大家总结教训，规定每一个

带入总装阶段的零部件都要检查登记。这

与 后 来 的 航 天 工 业 质 量 管 理 要 求 一 脉

相承。

研制“东方红一号”是老一辈航天人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过程。后来一些国

际友人来厂参观时感叹：在这样简陋的环

境里居然搞出了卫星，了不起！厂里老职

工回忆，“一次，外宾参观三号厂房，简

陋的环境让他不相信这是卫星总装厂房，

还以为我们没有让他参观真厂房。”

在“东方红一号”之后，中国的第一

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

和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也先

后诞生在这里。

质量是航天的生命

工业遗产设备展厅，参与研制了“东

方红一号”的功勋设备陈列其中，王连友

对它们十分熟悉。

王 连 友 1983 年 参 加 工 作 时 是 名 铣

工，现在是厂里大型车铣复合加工中心特

级技师，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华技

能大奖等多项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参与了以“神舟一号”为代表上百

颗卫星和 10 多艘飞船的研制生产任务。

“航天产品的机械加工误差习惯用丝

（0.01 毫米） 和缪 （0.001 毫米） 为计量单

位 ， 差 之 毫 厘 真 会 失 之 千 里 。” 王 连 友

说，质量是航天的生命，卫星、飞船、空

间站都运行在太空极端环境，由至少上万

个元器件组成，任何零件都可能影响任务

的成败。

从设备展厅中的普通手动精密机床，

到航天城园区两层楼高的车铣复合加工中

心，航天产品精密加工的发展主线就是提

高精度和效率。王连友说，为了避免基准

转移误差，即构件在不同车床不同操作者

间每次转移重新校准的误差，车床不断朝

着一名操作者在一台车床完成所有操作的

方向发展。

“东方红一号”卫星等比例模型前，王

连友指着“东方红一号”的天线基座，“这

些就是老一辈师傅们用展厅里的设备加工

出来的。”到 1996 年“神舟一号”飞船试

制，王连友则必须开始学习使用数控机床。

近 年 来 ，中 国 航 天 一 直 保 持 高 密 度

发 射 ，星 船 研 制 速 度 越 来 越 快 。 王 连 友

作为一名高技能人员，也参与了 10 多台

高 端 装 备 的 调 试 和 使 用 。 现 如 今 ，北 京

卫 星 制 造 厂 有 限 公 司 的 精 密 加 工 手 段 ，

已 经 从 传 统 的 多 台 设 备 完 成 多 道 工 序 ，

逐 步 过 渡 到 一 台 复 合 加 工 设 备 完 成 车 、

铣、钻、镗等工序，实现了向数字化高端制

造的跨越发展。

在整星、整舱精密加工阶段，王连友工

服 胸 前 的 两 个 口 袋 空 空 ，但 纽 扣 永 远 紧

扣。王连友说，这一习惯是为了避免俯身

操作时，口袋里的小型工具或物品掉落下

来，在星船表面造成划痕或磕痕，这种低级

质量问题绝对不能出现。细节决定成败，

口袋清空、纽扣紧扣这些简单动作，源于

“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此外，王连友要

求，每操作完一个工步，工具都要归位，操

作步骤都要记录。王连友说：“这是从研制

‘东方红一号’那一辈航天人那里留下的宝

贵经验。”

王连友的徒弟冯佳林说，再聪明的脑

袋，都不如良好的习惯可靠。一个产品中

一个部件的加工就涉及上百道工序，王连

友班组承担的几十个大型星船舱体组合加

工任务，产品交验合格率 100%，秘诀就

在“做事有依据，做事按依据，做事留记

录”的航天职业素养。

随着更新改造，这座厂区往日的细节

日渐显露。三号厂房曾从总装车间改为飞

船焊接厂房，墙面的标语是“每一个焊点

关系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危，每一道工序影

响着载人航天的成败”。航天人正是在这

句标语前为航天员打造了一座座安全的

“太空之家”。建设设备展厅时，参与建设

的人员注意到一台设备表面明显磨损，后

来大家才知道，这是台进口设备，当时师

傅操作时必须斜跨在机器上，久而久之把

油漆都蹭掉了。

采访中，王连友多次提到这里给他的

感觉“像军队、像学校、像家庭”。像军

队，因为航天人有强烈的节点意识，无论

什么困难，必须在规定节点前保质保量完

成任务；像学校，因为大家不断学习，共

同成长；像家庭，因为遇到困难时大家都

能无私奉献、大力协同，给他留下了无数

温暖的记忆。这里的厂房见证了无数的掌

声和欢呼，混合着晶莹的泪水，承载着不

灭的记忆。“希望这里能将航天文化展示

给更多人，将航天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王连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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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大门。

图②：“东方红一号”卫星。

图③、图④：一号厂房改造后与改造前。

图⑤：“实践一号”卫星对接试验。

图⑥：北京卫星制造厂职工讨论卫星加工方案。

图⑦：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功勋设备展厅。

图⑧：王连友（右一）与同事正在加工神舟飞船金属壳体。

本版图片均为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提供

本版责编：孟 扬 唐中科 曹怡晴 版式设计：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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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着 一 抹 怀 旧 色 彩 的 红 砖 厂

房、闪亮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模型、

粗 壮 茂 盛 的 白 杨 沿 路 成 行 …… 在

充 满 现 代 气 息 的 高 楼 大 厦 环

绕 中 ，诞 生 过“ 东 方 红 一

号 ”“ 神 舟 一 号 ”的

北 京 卫 星 制 造 厂 科

技 园 凸 显 出 一 份 沉

静。经过修缮改造，

这 处 充 满 航 天 科 技

元 素 的 工 业 遗 产 已

成 为 北 京 城 区 西 部

新 的 休 闲 驿 站 和 科

技开发园地。

“ 参 与 园 区 改

造，让我在理念上经历

了从‘开展一个项目’到‘干

好 一 番 事 业 ’的 转 变 。”从 项 目 出

发，体现在坚持自身特色、结合社会需

求 ，从 本 地 区 产 业 发 展 的 维 度 去 考

量。升维到事业层面，保护工业遗

产 的 情 感 和 责 任 意 识 更 加 强

烈 。“ 在 修 缮 整 理 的 过 程

中，那些带着岁月印

记 的 遗 存 让 我 对 厂

史 有 了 更 深 的 理

解 。 我 对 工 厂 肃 然

起敬。”采访中，北京

卫 星 制 造 厂 有 限 公

司 中 关 村 厂 区 开 发

项 目 负 责 人 张 北 的

“开场白”，让我们更

真 切 地 感 受 到 工 业

遗产的影响力。

工业遗产是人类文化

遗产重要组成部分，

是 见 证 工 业

发 展 的

“ 活

化石”，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强调“全面提升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

平”，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

来”。截至目前，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先后发布了 5 批 194 项国家工业遗产。

相比于众多的文化古迹遗址，我国工业

遗产所标识的年代算不上久远，但这些

由物质载体和精神内涵共同组成的工

业遗产，不仅创造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

基础，也记录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和工业文明时代城市的变迁，见证着科

技进步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

从“东方红一号”起步到“神舟一

号”启航，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伴

随着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长壮

大。六十余载斗转星移，主厂区已迁至

新址。但沉寂下来的老厂房不是冷漠

的砖石、旧设备不是冰冷的钢铁，它们

依然记忆着航天工作者的艰苦奋斗、攻

坚克难，存储着大国工匠们的精益求

精、全力以赴。航天精神、工匠精神，以

及爱国敬业的企业文化，在这里可触可

感、鲜活生动。

看一看卫星模型、“功勋设备”展

厅，走一走运星大道，在卫星广场上数

一数从这里飞赴苍穹的“中国星”的年

轮，一处处工业遗存仿佛是一段段凝

固 的 时 间 ，前 行 的 脚 步 是 上 面 的 刻

度。循着航天事业的发展脉络，可以

清晰地显示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强起

来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如今，园区运行一年，小有名气。虽

然“修旧如旧”保持着原有的风貌，但改

造利用，不仅是一次保养，更像是一次充

电，以新内涵驱动，增添了新活力。以卫

星模型、纪念碑、展厅以及厂房道路植被

等组成的开放区域，以了解航天工业的

窗口为内核成为城市休闲生活的新创

意。经过修缮的厂房以其高挑空的设计

为一些科技企业所青睐，成为激发创新

灵感、孕育科技成果的新境地。

保护工业遗产，不仅要“留下来”，

还要“用得好”。通过发掘其丰厚的文

化底蕴，传承民族精神，讲好中国工业

发展的故事，工业遗产不仅可以延续城

市历史文脉，也可以成为城市景观中的

新亮点，并为未来的发展带来启迪。

既要既要““留下来留下来”，”，还要还要““用得好用得好””
孟孟 扬扬

■■一线走笔一线走笔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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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利用，不仅
是一次保养，更像是一
次充电，以新内涵驱
动，增添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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