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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银滩往事：在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日子》以他33年在金银滩生活和工作的亲身经历
为线索，从一名核事业工作者的角度讲述了在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日子。
作者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最后一任厂长，亲身经历了集结队伍，创业建厂；会战攻关，突破两
弹，16次国家核试验和两次常规武器试验；“二赵”的破坏，医治创伤，批量生产；保军转民，撤点
销号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经受并战胜了苏联背信弃义毁约停援和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困难；经受并战胜了十年动乱期
间林彪反党集团对我厂职工队伍和科研生产的严重破坏；经受并战胜了撤点销号给职工心灵带来的巨
大冲击和各种考验。
在厂36年的历程中，时时都闪烁着“两弹一星”精神的光辉，特别是中央决定撤点销号的决策、实施
的过程里，我们是怎么做的，职工又是如何忍着心灵的阵痛，服从国家战略调整，无私奉献，完成好
三大任务，应对历史有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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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菁珩，汉族，湖南津市人，1937年出生于湖南津市。
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本科，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九研究所。
1961年1月前往221基地，历任车间副主任、主任，分厂副厂长，总厂副厂长、厂长。
其后兼任青海省人民政府矿区办事处主任。
1993年5月调回北京，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计划与经营开发局副局长（正局级）兼二六一厂厂长。
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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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草原婚礼摆脱了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国民经济开始好转。
1962年冬，海晏县城出现高价奶糖和手抓羊肉，机械二厂也迎来了草原的第一场婚礼。
新郎是厂办公室负责人老张，一米七高的身材，浅黑色的皮肤，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他从空军部队转业到上海工作，又从上海调到基地。
原女友在上海，由于老人需要照顾，加之当时青海贫穷、落后，无奈便和老张分手了。
基地里女同志特别少，眼看老张30多岁的人还没有对象，党委书记裴文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找到
筹建中医院的党委书记谈起这件事。
领导牵线搭桥，使老张结识了一位医院的女同志。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思想单纯，感情真挚，任何事情都解决得快。
当时的恋爱再简单不过了，见面谈谈，觉得合适，再多接触几次，就产生了感情。
经过半年的相识，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由组织出具证明，到海晏县登记结婚。
婚礼在筹建的513车间北跨举行。
墙壁正中贴着大红纸书写的大幅双喜字，”相亲相爱结良缘，志同道合创新业”的对联贴在两旁。
参加婚礼的同志，自带小马扎围坐在一起。
在”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音乐声中，身着藏蓝色中山装的新郎与身穿深红色毛衣的新娘，带着自制
的小红花，满面笑容步入会场，引来了热烈的掌声。
司仪邵胖子饶有风趣地开了腔：”今天草原第一座小高炉正式点火运行，愿这座小高炉炼出第一炉优
质铁来！
”一下子把大伙逗得捧腹大笑。
双方领导作为主婚人、证婚人讲话。
新郎、新娘按照司仪要求，一丝不苟地向主婚人、证婚人、来宾一一鞠躬，相互鞠躬。
新郎、新娘在大伙儿要求下，演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向来宾分发高价买来的糖果后，婚礼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新郎、新娘在双方领导陪同下，来到车间三楼临时腾空的办公室，两张单人床和双方的被子凑在一起
就是新房。
生活就是这样，生活的艰苦，条件的简陋，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也变得十分简单和具体。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时在221基地找对象相当困难。
若在内地找，这里地区偏远、落后，还需组织严格审查，更加大了找对象的难度，这也成为建设中的
一道难题。
后来，基地从北京、上海招收了一批技校和高中毕业的女学生，充实科研生产和实验室队伍，加之医
院、学校、商业队伍的发展，女青年逐渐增多，年轻人找对象难的问题才得以缓解。
7.怀念好友在基地，有不少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同志，他们勤奋地工作在科研、生产岗位上，为核
武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里讲的是一位极为平凡的刘维海同志。
1962年夏天，刘维海从大连造船厂调到512车间，领导觉得他有文化又熟悉生产，叫他负责器材组工作
。
精密加工车间工种复杂，临时科研项目多，器材冒项也多。
他成天来往于车间和器材科库房，担担扛扛，来回不停。
即便是公休日，他也不停地整理账目和库房。
他到来后，车间器材计划和供应及时、准确，账目清晰，库房器材摆放整齐，受到职工的好评。
他主办车间的黑板报，画画写写也算是工人中的秀才。
刘维海同志工作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有一种干不完的工作劲头。
他从不张扬，话也不多，总是一副笑脸，小眼睛一笑就成了一条缝。
业余时间，我们坐在工区大通铺上聊天，谈起他在北京的生活。
他从湖南宁乡到北京上中学，住在堂伯父刘少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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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用公车接送孩子上学，孩子们都很朴素。
刘维海的衬衣领子和袖口补了又补，但总是穿得整齐、干净。
高中毕业时，刘少奇同志问他：“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一名工人。
”少奇同志点头表示同意和支持。
于是，他到大连造船厂当了一名铣工。
1963年秋，他爱人也从湖南调来基地，在医院当卫生员。
1966年，我们曾同住在一个二居室小单元间，一户一小间，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厨房，两家和睦相处，
过节还在一起聚聚。
有一次，老刘到西宁采购车间急需的工具材料，爱人面临分娩，大家找来担架送往医院。
老刘深夜返厂，来到医院，见到躺在病床上急待分娩的爱人，心里十分感动。
车间搬到一分厂101车间后，规模扩大，承担的科研生产任务增多，器材组人员也增加了。
作为组长的刘维海深入生产班组做好材料计划的申报，急生产所急，不厌其烦地对外联系。
他热心为基层服务、为生产服务，从未和同志们发生过争执，深得职工好评，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
”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受到审查，身患肝炎而得不到及时治疗。
”四人帮”垮台后，组织为他平反。
他来到长沙的医院住院治疗，但为时已晚，肝硬化腹水已到晚期。
我探亲时曾到长沙的医院看望他，他表示：希望早日出院，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还收集整理资料，准备写一本在北京生活的小说。
老刘稍作治疗后便返厂，仍默默耕耘在物资战线上。
由于病情加重，在厂内多次住院，终因医治无效而早逝，未能实现他的夙愿。
他去世时，我望着他蜡黄的脸上留下的痛苦和挂牵，禁不住漫溢出不尽的哀思。
他的才华未及全部展示出来，就匆匆离开了我们。
他和众多工作在生产保障和生活后勤部门的同志一样，几十年如一日，用青春、用智慧乃至用生命的
所有积蓄，默默奉献，倾心尽力，无怨无悔，甘愿在庞大的核武器系统工程中，燃烧自己，为核武器
的发展织出了绚丽多彩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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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最后一任厂长，亲身经历了集结队伍，创业建厂；会战攻关，突破两弹
，16次国家核试验和两次常规武器试验；“二赵”的破坏，医治创伤，批量生产；保军转民，撤点销
号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经受并战胜了苏联背信弃义毁约停援和三年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困难；经受并战胜了十年动乱期
间林彪反党集团对我厂职工队伍和科研生产的严重破坏；经受并战胜了撤点销号给职工心灵带来的巨
大冲击和各种考验。
在厂36年的历程中，时时都闪烁着“两弹一星”精神的光辉，特别是中央决定撤点销号的决策、实施
的过程里，我们是怎么做的，职工又是如何忍着心灵的阵痛，服从国家战略调整，无私奉献，完成好
三大任务，应对历史有个交代，这也是我的历史责任。
但对这样一个为我国核武器发展作过重要历史贡献的基地，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摇篮，当时我只是一个
普通技术人员，所接触的面实在有限，写好这段历史确实太困难了，更何况有关我国原子弹、氢弹突
破的文章和影像资料太多了。
我只能以基地发展大事为主线把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事情，从我的记忆里记录下来。
本书的叙述第一力求在保密容许的条件下，比较准确、真实地勾画出这段历史。
第二力求把基地的建设、会战、国家核试验成功⋯⋯放到核工业内与核工业的发展一同来写。
实际的情况也是221基地的每项试验成功都与核工业的发展和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1964年2月前，221基地是九局下属的青海省综合机械厂，筹备处第一任临时党委书记是李觉。
1964年2月，局、所、厂合并为第九研究设计院，第一任院长李觉。
下设221研究设计分院，副院长吴际霖兼任221分院院长。
在221分院内设：设计部、实验部、第一、二、三生产部等。
直到1965年7月院的组织机构才明确。
理论部、设计部、实验部、第一、二、三生产部又直属九院。
1965年9月九院二二一研究设计分院改为二二一厂，吴际霖任书记兼厂长。
九院、二二一厂同是一家人。
正如李觉所说，我到哪里，九局（院）就在哪里。
1974年1月1日，院、厂分家，九院迁往四川，成为核工业部军工局下属两个单位——第九研究设计院
和二二一厂。
20世纪90年代，第九研究院离开了核工业系统。
所以在1964年2月前，我使用221基地和青海省综合机械厂，不同历史时段分别使用了221研究设计分院
、九院二二一厂、二二一厂来叙述这段历史。
二二一厂撤点销号后，原二二一厂命名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新闻报道多以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在宣传。
第三力求全景式的来写221人。
从领导到科学家、科技人员、干部、工人等；从科研攻关、试验、生产到思想政治工作、后勤生活保
证各方面，以及221人感情生活等方面。
不仅展现“两弹一星”的光辉精神，还有221人敦厚、淳朴、善良、诚信的情感。
第四力求表现三个重要历史时期九局、院、厂领导班子在基地创建、原子弹、氢弹突破、16次国家核
试验中艰苦奋斗、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团队精神。
中央联络组，贯彻“北京会议”，消除派性，增强团结，落实政策，恢复科研生产，核武器的批量生
产，务实、果断，卓有成效的工作。
以及撤点销号时期，党、政、工、团，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实现撤点销号的软着陆。
由于经历、水平有限，有许多事情未能一一详述，难免有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同志和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刘书林、李鹰祥、尤德良、杨中英、杨志平、隋勇、高同槐、黄克骥等同志的热情支持，对书稿
提出宝贵意见。
感谢陈卫平、张德祥对文字修改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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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6916厂以及家人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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