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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省内江市的圣
灯山上，松柏苍翠，墙灰瓦
青，宁静清幽，毛泽东主席
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矗立
于此。

这里，成立了我国第一个
天然气工业气矿——隆昌气
矿，是我国天然气生产炭黑的
摇篮。这里，留下了一代伟人
毛泽东生平唯一视察石油企
业的足迹，也留下了罕见的蹲
姿视察记录照片。

如今，“隆昌气矿旧址”成
功申报为“国家级工业遗
产”。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
矿纪念馆成为重要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石油精神教育
基地”，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
绝。曾是隆昌气矿炭黑工人
的吴德尧老人也不时来到这
里，重温那段与毛主席有关的
红色记忆。

隆昌气矿
见证内江工业红色历史

“当时下着毛毛雨，我们
正在吃晚饭，做梦都没想到毛
主席会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干
活都更有劲了！”今年已88岁
高龄的吴德尧对当时的情景
记忆犹新。

毛主席为何会来到这
里？这不得不从内江市悠久
的天然气生产历史说起。在
隆昌市的圣灯山，建国后四川
盆地开钻的第一口气井隆 1
井、第一口二叠系专层井隆10
井都诞生在这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建设
自己的石油工业，成为万分
迫切的任务。据记载，1950
年，四川油气田生产天然气
646.1万立方米，其中圣灯山
气田就生产了 616.8 万立方
米，超过全省总产量的95%。
那时，内江市丰富的天然气，
一方面用于合成原油，另一
方面，国家计划用于生产中
国急缺的炭黑。

“1950年，隆昌炭黑厂筹
建；次年，中国第一套国产天
然气槽法炭黑装置就在圣灯
山建成。”毛泽东主席视察隆
昌气矿纪念馆馆长张世云介
绍，当时，被誉为工业“黑金”
的炭黑完全依靠进口，为了打
破国外的封锁禁运，中央决定
利用圣灯山气田的天然气秘
密试制炭黑。“圣灯牌”炭黑的
成功生产，打破了国外的封
锁，实现了完全凭借自己力量
生产出世界同等水平的炭黑

产品，在新中国石油化工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

此时，隆昌炭黑厂气矿建
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引起了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先
后迎来了毛泽东、朱德、邓小
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关心和视察。

1958 年 3月 27 日，春雨
霏霏，刚刚参加完成都会议的
毛泽东主席冒雨来到隆昌气
矿。听说毛主席来了，原隆昌
气矿工人王大芬和几名工人
一口气冲上了山顶的招待所，
趴在休息室往外看。更让王
大芬激动的是，毛主席叫大家
进去，并与他们一一握手。“帽
子上有雨水，灰色的大衣，穿
一双旧皮鞋，擦得很亮。”毛主
席给大家留下的是和蔼而纯
朴的印象。

短暂与工人交谈后，毛主
席前往生产车间视察。在21
号火房前，毛主席撩起大衣，
蹲在工人们中间，从火孔聚精
会神地观察……他对眼前新
中国第一套国产天然气槽法
炭黑装置非常上心，隆昌气矿
由此成为毛主席生平唯一视
察过的石油单位。毛主席视
察过的这一车间，被命名为

“327车间”，21号火房也被誉
为“最光荣的火房”。

巍巍圣灯山上，毛泽东
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永
远铭记着毛主席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对内江人民和油
气工业的关怀与厚望。1996
年，修建纪念馆时，吴德尧还
把当年在炭黑车间作业的一
些工具贡献出来，作为原件
展览。

据了解，开馆25年以来，
这里已成为隆昌市及周边地
区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和“石油精神”
再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人数
十万人次。

孕育独具特色的
内江工业红色基因

在百年历史中，作为全国
老工业基地，内江市的工业文
明与红色文化融合发展，孕育
出独具特色的内江工业红色
基因。

位于内江市威远县的川
威集团被誉为“四川冶金工业
鼻祖”，其前身是始建于1929
年的威远钢铁厂。据川威集
团从事宣传工作的伍万华介
绍，在抗战时期，这里曾研制

过火药，制造过仿
德手枪和枪械修
理 等 。 除 此 以
外，当时为了早
日打败日本侵略
者，内江市的工
人们在极其艰苦
的条件下加班加
点，努力生产，为
前线提供了大量
的食糖、酒精和
军需物资。81 岁
的老工人刘祚华
介绍，内江地区
种甘蔗炼糖已有
几百年的历史。
曾经，糖业一度
成为内江的经济
支柱，产糖量占
全 川 的 70% ，占
全 国 的 50% 以
上，发达的制糖
工业也带动了酒
精等产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汽油紧缺。当
时，内江市人民利用蔗糖附产
物——废糖蜜提炼出工业酒
精，以酒精代替汽油作为动
力。据内江市档案馆记载，抗
战期间，内江市拥有大中型酒
精厂20多家，最高日产达到
100吨之巨，并源源不断地送
往前线。生产的无水酒精可
作飞机燃料，成为抗战时期重
要的军用物资。

进入三线建设时期，石油
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
署，决定在四川省搞一次“石
油大会战”。1965年，四川石
油会战在位于内江市威远县
的曹家山吹响号角；1966年，
威远构造探明天然气储量达
400亿立方米，这次会战找到
四川第一个陆上整装大气田
——威远气田，并成功打出了
我国第一口横穿油层的拐弯
多底井和第一口水平多底
井。1965年 11月到 1966年
4月期间，邓小平、彭真、李富
春等相继到这里考察，指导大
会战。这里也被命名为“红
村”，数千人的石油队伍用热
血炼就了“红村精神”。

威远县党史和地方志研
究室原主任刘斌杰介绍，当时
石油大会战倡导发扬延安革
命精神，走大庆道路，无疑为
这个小山村注入了深厚的红
色基因，有着“红色”“革命”

“红旗”之义的“红村”，实至名
归。这里也成为新中国成立
后三线工业发展阶段难得的
工业遗产。

党史学习教育
传承红色工业精神

今年3月27日是毛主席
视察隆昌气矿63周年。当天，
紧邻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
矿纪念馆，新修建的四川石油
会战史馆开馆揭牌，为庆祝建
党100周年献礼。

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
矿纪念馆办公室主任先钰介
绍，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好
红色文化与石油化工精神，

“隆昌气矿”旧址于2020年进
行保护性重建。重建后设两
个主展馆，分别为纪念馆和四
川石油会战史馆。重新开馆
后不到一个月，每天都迎来近
千名游客前来参观。

就在几天前，来自内江市
工矿企业的近80名党员职工，
沿着毛主席当年视察隆昌气
矿的足迹，共同追忆老一辈工
业人的奋斗历程，深情回望那
个光荣与奋进的年代。

“我们看到了优秀的工业
文化遗产、伟大的石油精神，感
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关怀，鼓
舞人心，催人奋进。”内江金鸿
曲轴有限公司党员陈晓华认
为，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激励新
时代工业人从百年党史中汲取
前行力量，努力为推动工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327车间让每一个内江
人感到骄傲，它所承载的红色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宣扬。追
忆历史，回望老一辈石油人的
奋斗历程，提醒我们不忘初心
再出发，牢记使命加油干。”西
南油田工作人员李新民在参

观后也深有感触地说。
在隆昌市，自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中共隆昌市委党
校高级讲师杜艳华以《初心，
从未改变》为题，以微党课的
形式，用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
气矿纪念馆这笔宝贵的精神
财富，激励党员领导干部自立
自强、敢为人先，更激励大家
坚守初心、勇往直前。目前，
这一微党课已宣讲80余场。

在威远县，四川石油大会
战指挥部旧址也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来参观。在会战旧址，
浮雕墙的一个细节引人注目，
墙上刻着“中国第一口页岩气
井威201井”字样。

进入新时代，内江油气工
业再一次绽放光芒。“2010年，
在距离红村约10公里的地方，
我国第一口页岩气井成功获
气。”蜀南气矿威远采气作业
区办公室主任蒋勇介绍，红村
是四川石油人开发天然气和
页岩气的一个重要连接点，现
在石油人再次高举“红村精
神”旗帜，来到威远县推动页
岩气的开发利用，打造中国

“气田上的大庆”。
内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党组书记、局长陈波介绍，国
家页岩气发展规划将内江市、
自贡市纳入全国页岩气重点
建产区。当前，内江市正以建
设中国“气田上的大庆”和成
渝氢走廊为契机，努力为在四
川省乃至全国树立“碳达峰”

“碳中和”示范应用典范，进一
步为提升四川省作为西气东
输枢纽的核心地位作出应有
贡献。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刘小玲

内江市小学生在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聆听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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