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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建康版式李斐校对郭红涛庞艳秋

刘康生与共和国同龄，非
常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退休后，他常年到处转，在
北京、扬州、独山子三地做快乐
的“候鸟”。在北京，他和儿子
的岳父岳母轮流照看两个孙
女，一家人其乐融融；在扬州，
他徜徉在故乡街道，感受江南
风情，为家乡近年来日新月异
的巨大变化而欣喜不已。

1949年，刘康生在扬州出
生。中学毕业后，刘康生作为
老三届学生到农村插队。

刘康生说，年轻时插队，一
群半大孩子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学种粮食，没有经验和财产积
累，饥一顿饱一顿，最后只能靠
家里寄物寄钱补贴才能生存，

经常被蚊虫叮咬得遍身伤痕，
也没觉得辛苦。现在大家生活
条件越来越好了，孩子们要啥
有啥，却常常觉得学习很苦，锻
炼身体也苦。在那个年代，他
们根本想都不敢想如今能有这
般幸福的生活。

1971年，刘康生来到独山
子，与父亲团聚。随后几年，他
的家人陆续来到独山子工作生
活。他最早在热电厂上班，后
来调入炼油厂工会，在教育中
心担任副主任，从驻西安办事

处负责人岗位上退休。
当时虽然供应的粮食百分

之八十都是粗粮，吃白面馒头
和米饭的机会很少，土豆白菜
里的肉也少，但比起在农村家
乡的生活真是好太多了。

刘康生经常四处转悠，每
次回到独山子，都会到独山子
石化公司装置区周围转转，看
着公司日益壮大，他由衷开心
和欣慰。当年的独山子没有一
条柏油路，晴天一片土，雨天到
处泥。再看看现在的独山子，

天蓝地绿、空气清新，
装置现场鸟语花香，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这些都得益于独山子
石化公司环保工作做
得好。

家在天山脚下，小
区里鸟语花香。这样的
生活环境，让刘康生格
外感恩和珍惜。

张秀兰出生于 1949 年，
1956年随父母支边从山东老
家来到独山子。

1967年，张秀兰成为独山
子炼油厂维修车间车工工段的
一名车工。

老人回忆，当时一个班20
多人，三班倒，一个班次要连续
上一个星期。大家无怨无悔，
干劲十足，闲不下来。

在那个年代，独山子人自
力更生，炼油厂很多零部件要
自己加工生产。张秀兰从检查
车床、对照工作清单到夹放零
件、使用卡尺测量，每一个步骤
都认真对待。

1984年，张秀兰调到炼油

厂销售车间，成为一名装油
工。张秀兰和同事们每天搬运
油桶、灌装油料，确保每一车油
品安全拉运出厂。

张秀兰回忆，为了避免过
量灌装造成油品浪费，同事们
在灌装和计量准确率上下功
夫，反复微调每个操作步骤，确
保灌装量精准无误差。

张秀兰还和同事们对废旧
设备进行重复利用，通过拆解、
维修，将可回收利用的零部件

进行重新组装，节约了不少设
备费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装油岗
位的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张秀
兰和同事们经历了从人工操作
到机械化、自动化操作的技术
转变，见证了国家从一穷二白
到逐渐富强的历程。

张秀兰已经退休20多年，
如今的她儿孙满堂，生活安逸，
现在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
伴照顾百岁的母亲。

张秀兰的母亲年
轻时曾在独山子矿区
托儿所工作。母亲经
常念叨，旧社会吃过
太多的苦，今天的生
活简直太幸福了。与
过去相比，她们俩能更
加深刻地理解新中国的
发展历程，也更加珍惜如
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

我叫克依拉西·喀布都热
西，我的家在美丽的鹿角湾博
尔通古牧场。

我与共和国同龄。
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每次

放羊的时候都拿着一本书。由
于成绩优秀，我成了班上第一
批戴上红领巾的学生。有些同
学读完小学就回家放羊了，但
爸妈却坚持让我上学，这个决
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时，独山子石油学校到
县城招生，我成为一名中专生。

1968年，我中专毕业，分
配到独山子机械厂。

我刚进厂就接到通知，独
山子机械厂选派几百人，奔赴

湖北省天门市，与原江汉石油
机械厂员工队伍合并，成立江
汉第三机械厂。独山子炼油各
项事业正在快马加鞭地进行
着，更需要人才，于是我和一部
分同事留了下来。

上世纪70年代，独山子人
自力更生建催化，独山子人拧
成一股绳，扎根建设工地。我
们机械厂全体员工不分昼夜，
加班加点投身建设。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一个长2.59米、宽

1.88米、重18吨的精度为二级
的催化主风机诞生了。催化装
置建成投产那天，大家欢呼、鼓
掌、跳舞，非常激动。那一刻，
我为自己是一名石油工人而骄
傲，为新中国的发展而自豪。

回想当年参与建设14万
吨/年乙烯，我们机械厂的同事
们与设备同转，和时间赛跑。

我是从机械厂副厂长的岗
位上退休的。虽然退休多年，
但我养成了坚持不懈阅读《独

山子石化报》的习惯，
因为在报刊中我可以
看到我为之奋斗一生
的独山子的变化。

有一天，小孙子问
我，快过生日了，想要什
么礼物。我说，我想和
一家人一起爬一次泥火
山，想给家人们讲讲我
的故事，一个75岁放
羊娃的故事。

与新中国同龄的陈怀义是
江苏徐州沛县人，参军入伍到
内蒙古铁道部队。

1971年，新疆石油系统到
部队去招人，100人分到独山
子，陈怀义是其中之一。

到独山子后，他先在招待
所住了几天，便被分到了炼油
厂电修车间工作，一直工作到
1997年退休。

陈怀义刚上班时，炼油厂
规模很小，很快，他便参与并见
证了当时最重要的工程建设
——一催化装置的建设。那时
候建一套装置可真不容易，人
拉肩扛，都是力气活，不像现在
都是机械化操作。

上世纪70年代末，独山子

开办了文化补习班，陈怀义通
过参加补习班学习初中课程，
拿到了初中毕业证，成为当时
文化水平较高的职工。陈怀义
说，再看现在，独山子石化公司
新招的员工最低都是大专学
历，本科生研究生很多，从员工
的文化教育水平就能看出祖国
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陈怀义说，他刚来独山子
时，独山子只有一个老电厂，有
5台发电机，电力不足现象非常
严重，停电频繁。电力不足时，

需要把厂外部的电源切断来保
生产，居民区经常是黑压压一
片。后来建了二电，居民区停
电现象少多了。再后来，又建
设了动力站。如今的夜晚，厂
区灯光璀璨，市区灯火通明，照
得人心里亮堂堂，前方的道路
也一片亮堂堂。

“部队生活让我养成了认
真严谨负责的习惯，我受益一
生。石油事业是强国富民、需
要一代代人为之接力奋斗的事
业，能为之贡献力量，是我的光

荣。一代代人必须把
它干好，不辜负党的
培养和期望。”陈怀义
说。

陈怀义希望年轻
一代铭记先辈艰苦创业、
奋勇拼搏的历史，传承好
先辈们不怕苦、不怕累、
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
精神，把石油石化事
业继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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