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10日 星期六 编辑／仝景菁 校对／陈治国 组版／迎迎
联系电话／65233675

洛阳·热读A04

2 38天建成一拖发动机工厂

晚报
故事

55万字巨著，记录“东方铁牛”的诞生

□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 文/图

70岁的李芸霞是中国一拖的退休

职工，近日，她编著的《东方铁牛——共

和国农机长子成长纪实》出版发行。该

书共55万字，作者通过采访当事人、查

阅档案、收集老照片等方式，记录了中国

一拖的创建历程，还原了许多感人至深

的故事。

1975年，李芸霞作为知青被招入中

国一拖，先后在车间干过车工、刨工、统

计员等，后调入一拖总厂工作，直至

退休。

“我是一拖人，有责任把一拖的创业

史写出来。”李芸霞说，2019年，南京大

学周晓虹教授一行人来到洛阳，走进中

信重工（前身为洛矿）、一拖，对这两个厂

各个历史时期的亲历者120余人进行口

述访谈，她接受了访谈，深受触动，萌发

了为一拖写一本书的想法。

从2020年1月开始，李芸霞多方查

找资料、采访当事人、收集老照片，用时

两年，完成书稿。之后，她对书稿进行5

次修改，书名也经历4次修改，最终由中

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书中，李芸霞揭秘了中国一拖选

址的经过。我国“一五”计划中几个厂矿

的厂址之所以确定在洛阳，有着极其深

远的战略考虑。

最初，厂址定在河南，至于建在河南

的什么地方最好，苏联专家的意见是建

在郑州，而我国从全国工业布局和战略

角度考虑，确定在洛阳建厂。

厂址选在洛阳，但具体选在洛阳哪

里，还不能确定。最初是在洛阳东边的

白马寺附近，因那里是汉魏洛阳城遗址，

不能建工厂；后来又考虑西工，勘探人员

在用洛阳铲探测时，发现了古墓，将情况

向上级反映。

“郭沫若、郑振铎等文史专家认为，

西工区的地下有国宝级的文物，是老祖

宗留下的宝贝，厂址不能选在西工。”李

芸霞说，最终，1954年 2月，经毛泽东

主席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式决定将拖

拉机制造厂的厂址定在洛阳涧河以西。

随后，在涧西这块土地上，从七里河

往西，依次有了铜加工厂、轴承厂、拖拉

机厂、矿山机器厂、柴油机厂和耐火厂。

1955 年 10 月 1 日，一拖奠基开工。

1958年7月20日，全体职工经过奋战，组装

出了中国第一台54型履带式拖拉机。从奠

基仪式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的问世，用时不

到3年。其中，38天建成一拖发动机工厂，

堪称“一拖速度”。

“一拖速度”的背后，是一拖职工“和时

间赛跑……车间成了战场，大家日夜奋战，直

到成功，是一场为国家的工业建设而进行的

拼搏”。

李芸霞在书中写道，一拖发动机工厂，当

时被称为102工区，厂房的安装工程量巨大，

时间紧迫，需要甲方（一拖监理）代表组和乙

方（施工单位）共同合作。甲方代表组组长李

汇渠事先组织代表组全体人员，审查了全部

施工图纸和施工计划，明确了“一是土方，二

是现场浇灌基础柱子”这两项施工监督重点。

发动机工厂共有34种302根柱子，基座

32种236个，代表组对主要原材料和柱子的

各种规格、位置，特别是对钢筋的绑扎，进行

检查验收。

302根柱子的标高都必须在设计要求之

内，这样才能确保最佳的安装质量。在吊装

施工中，监理方时刻提醒工人注意操作规

程。比如，他们发现起吊柱子时把杆倾斜过

大，柱子起身不稳有闪折的危险，及时请施工

单位采取措施，保证了施工安全。

“发动机工厂厂房的安装比原计划提前

了5天，仅用38天就保质保量完成了。”李芸

霞说，据相关资料记载，经审核验收，一拖发

动机工厂工程质量完全合格，监理方和施工

方的完美配合，为下一步一拖厂房的大规模

安装提供了宝贵经验。

1958年7月20日，在第一拖拉机制造厂

门口，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开出厂门。洛

阳人载歌载舞，庆祝中国结束不能制造拖拉

机的历史。“东方红”拖拉机出厂的消息很快

传遍全国，它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网红”。

“东方红”拖拉机的诞生，是一拖职工创

建路上的第一座丰碑。这种拖拉机是根据苏

联设计，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试制的一种新型

拖拉机，车身坚固、经久耐用，式样美观又朴

素大方。

“东方红”拖拉机安装有高速柴油机，如

牵引五铧犁，在中等阻力的土壤里，可以深耕

20厘米至22厘米，每个班组（10个小时）可

以耕地130亩。在农业开荒、耕地、灭茬、播

种、收割等方面都能发挥作用。每个拖拉机

车身后面都装有功率输出轴，可以带动发电

机、抽水机、碾米机进行发电、抽水、碾米。车

尾装有挂钩，挂上拖车可用于农业运输。

“按照原定的建厂计划，在1959年10月

1日出产该型号的拖拉机，实际上提前了一

年多。”李芸霞说。

1958年7月23日晚上，一拖8000多名

职工在厂前区举行盛大的晚会，庆祝“东方

红”拖拉机诞生。两年前在厂前区种植的杨

树、槐树绿意盎然，树叶摇曳，7月的风和着

歌声，激荡在会场上空。

值得祝贺的是，《东方铁牛——共和国农

机长子成长纪实》入选中宣部2023年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李芸霞的辛勤耕耘有了

沉甸甸的收获，这本巨著让更多人了解一拖

和“东方红”拖拉机的光辉历史。

“下一步，我想把这本书改编成影视剧

本，努力打造洛阳版的《人世间》。”李芸霞说。

揭秘中国一拖如何确定厂址

“东方红”拖拉机提前一年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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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职工观看新下线的
拖拉机 （记者翻拍）

李芸霞和她的新书

19581958年年，，一拖初建成的拖拉机装配线一拖初建成的拖拉机装配线（（记者翻拍记者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