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
伊始，缺水问题就开始困扰着克
拉玛依人。

1956 年，克拉玛依油田“撒
大网、捞大鱼”，勘探全面铺开，
各路人马纷纷奔向克拉玛依。
人来了，马到了，钻机开钻了，可
水的问题咋解决？

当时的黑油山油田附近，一
无河，二无湖，三无泉，人们只能
四处找水。

生产生活水奇缺

当时的钻探处副处长马骥
祥带着几个人，找啊找，好不容
易在小拐军垦农场找到了水。

水源找到了，可拉水的车奇
缺，拉一趟水，来回 140 多公里，
由于路况差，拉水车一天只能跑
一趟。为保证生产用水，人们的
生活用水被压到了最低限度：每
人每天一盆水，一顿饭一勺水。

清水实在太珍贵，当时的克
拉玛依矿务局奖励先进生产工
作者时，发的奖品往往还搭上一
壶清水。

随着一口口探井的开钻，
会战的人越来越多，拉水司机
分成两班，昼夜不停地去小拐
拉水。尽管司机们为拉水付出
了巨大努力，但还是保证不了
用水的需要。为此，人们想尽
了办法。冬天，大家挥镐抡锨，

破冰融雪，保证井队开钻；夏
天，大家克制自己，节约用水，
保证钻机钻进。

有一次，井队断水了，柴油机
越来越烫，眼看就要停机了，一名
工人灵机一动，将自己的饮用水加
进了柴油机水箱，其他的人一见，
也纷纷效仿。终于，拉水车驶进了
井场，大家挥舞着水壶，热烈欢呼。

奋战寒冬引水来

为解决缺水问题，克拉玛依
矿务局党委决定，从中拐苇湖把
玛纳斯河水引到克拉玛依。

1956年9月24日，输水工程
破土动工。不久，隆冬季节到
了。大雪覆盖戈壁，寒风似刀，
地坚如铁。40 多公里长的输水
管线，经过 400 多名石油职工一
镐一白点、一镐一火星地挖了 4
个多月，终于按时完工。

此时，40公里外的中拐苇湖
边上，30 多名转业军人守着水
站，看着清澈的河水通过水泵、
通过管线欢快地流向克拉玛
依。1956年10月，矿务局领导秦
峰将这 30 多名战士派往中拐苇
湖，负责建水站，从源头上确保
克拉玛依安全用水。

水站动工时，已到了天寒地
冻的11月。30多名战士没日没
夜地干，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挖好
了抽水池。接着，他们又人拉肩

扛地安装好了抽水泵，确保了春
节前克拉玛依用上了清澈的玛
纳斯河水。

艰苦创业中拐站

水通了，他们却留下了，一
留就是6个春秋。

1958年以后，由于玛纳斯河
上游修了水库，中拐的水量越来
越少，直接威胁着克拉玛依的生
产、生活用水，特别是每年开春
之际，水源更是紧张。为保证克
拉玛依用水，朱敬奎与大家集思
广益，最终决定每年春季在湖中
堵坝截流，引水于泵房周围。

克拉玛依的早春寒气逼人，
但他们在数十平方公里的苇湖
内，踩着一丛丛带着冰凌的苇
桩，筑起一道道拦水的堤坎，挖
出一条条涓涓溪流，引向泵房周
围。因踏冰踩苇桩，他们的脚被
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因长久滚
爬于湖中，他们一天到晚满身泥
水，衣服总是褴褛不堪。

正是因为有了这群舍生忘
死、为水奋斗的转业军人，中拐水
站没有因湖水减少而断水一天。

1961年，为表彰他们的突出
贡献，克拉玛依矿务局党委召开
大会，授予他们一面“艰苦创业
中拐站”的锦旗。

（摘自《克拉玛依演义》，本
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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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壁荒原到
“塞外江南”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工业
生产的命脉。在克拉玛依油
田开发初期，缺水问题曾严重
制约着石油勘探与生产。老
一辈石油人以惊人的毅力和
智慧，在戈壁滩上谱写了一曲
“找来水，保生产”的奋斗赞
歌。如今，克拉玛依油田已发
展成为现代化能源基地，但这
段艰苦卓绝的引水往事，仍值
得我们铭记与传承。

奋战中拐引水来
——克拉玛依油田第一座水站修建背后的故事

关于开展
“辉煌70年 跨越2000万 奋进新征程”

主题征文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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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疆油田勘探开发
70周年，深情回顾70年来的光
辉历程，生动展现新疆油田勘
探开发和油城建设发展的巨大
变化，进一步激发广大员工群
众的爱党爱国爱油爱企热情，
现开展“辉煌 70 年 跨越 2000
万 奋进新征程”主题征文活
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征文内容

围绕新疆油田70年勘探开
发建设历程，以亲历者、见证
者、建设者的视角，讲述油田发
展故事，抒发“我为祖国献石
油”伟大情怀，展望新疆油田和
油城高质量发展未来。

1.历史回眸。记录新疆油
田勘探开发重大事件、重要节
点，再现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
诠释爱党爱国爱油爱企之情。

2.人物故事。讲述新疆石
油人扎根戈壁、拼搏奉献的感
人事迹，传承弘扬石油精神和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以及新疆油
田精神，体现个人与油田与油
城发展的紧密联系。

3.时代新声。结合新时代
新疆油田科技创新、绿色发展、
社会责任等主题，畅谈感悟，抒
发对油田和油城美好未来的憧
憬与祝福。

4.油城记忆。以职工和市
民视角描绘油城与油田共生共
荣的城市变迁，展现油城与油
田一家人、一条心、一起干的深
厚情谊。

二
征文对象

克拉玛依市全体市民。

三
征文要求

1.坚持正确导向。作品必
须确保政治方向正确，主题积
极向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要求。对重大历史事件和
重要人物的评价，必须严格遵
循中央有关决定和文件精神。

2.突出原创性。征文必须
为原创作品，主题鲜明、内容真
实、情感真挚，未曾在任何公开
出版物（包括报刊、书籍、网络
平台等）上发表过，严禁抄袭、
剽窃。作者应确保对作品拥有
独立的著作权，因抄袭等侵权
行为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作
者自行承担。

3.文体与字数要求。文体
不限，可采用记叙文、议论文、
散文、诗歌、纪实、回忆录等均
可，字数一般控制在 3000 字以
内（诗歌不超过50行）。可附相

关历史照片、手稿等资料（扫描
件或翻拍件），并附简要说明。

4.格式规范。来稿请统一
采用 A4 纸格式，使用 Word
文档格式。标题采用二号方正
小标宋简体，正文采用三号仿
宋简体字，行距为固定值 28
磅。在文章末尾注明作者姓
名、性别、年龄、单位、职务、身
份证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及
电子邮箱。

5.投稿方式：本次征文活动
电子稿件请发送至指定邮箱：
451970643@qq.com。邮件主题
和文档名称用“体裁+作品+姓
名+联系方式”命名。投稿截止
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

联系人：陈莉萍，联系电
话：18909900601。

通信地址：新疆克拉玛依
市克拉玛依区迎宾路36号新疆
油田公司 1019 办公室（收）邮
编：834000

四
作品发布、评选与奖励

1.评选组织。活动将邀请
作家、学者、媒体人士等组成专
业评审委员会，负责对征集到
的作品进行评选。评选过程将
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确保评选结果的权威性和
公信力。

2.作品发布。优秀作品将
陆续在《新疆石油报》以及新疆
油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表。

3. 奖项设置。本次征文
活动根据作品征集数量设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
奖若干名。

4.结果公布。评选结果将
在《新疆石油报》以及新疆油田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布，并通过
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获奖者。

五
其他事项

1.版权声明。新疆油田公
司对所有参赛作品享有在相关

宣传推广活动中使用的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在官方网站、微

信公众号、报纸杂志、展览展示

等平台进行展示、刊登、出版发

行等。作者享有作品的署名

权。如因作品使用产生任何纠

纷，由作者自行负责。

2.注意事项。请作者务必

在投稿时准确填写个人信息，

确保联系方式畅通。因作者个

人原因导致无法联系或错过领

奖等情况，视为自动放弃相关
权益。投稿作品一律不退，请
作者自留底稿。

新疆油田公司企业文化部
2025年4月1日

本报通讯员 熊晓丽

1956年10月，刚从中苏石油
股份公司南疆分公司调入独山子
矿务局不久，25岁的孟马尔就又
接到通知，让他前往克拉玛依工
作。虽然知道在克拉玛依工作条
件很艰苦，但到了工作的地方，他
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除了几顶帐篷，就是一片
看不到尽头的戈壁，连生活的条
件都没有，更别说搞生产了。”孟
马尔回忆，当时正好赶上饭点
儿，晚饭很简单，一个馍馍，一勺
菜。他那会儿还年轻，饭量大。
这点饭没吃饱，又不好意思说，
就想着再喝点水。没想到当时
负责筹建水站的主任杨本诚忙

把自己的茶缸递过来说：“喝我
的吧，就当给你接风。”只听说过
喝酒接风的，哪有喝水接风的？
但当时克拉玛依就是这么缺水。

为了改变克拉玛依缺水的状
态，经过水源勘测，上级决定在中
拐建立一座水站，以解油田生产
生活用水的燃眉之急。1956年10
月26日，一支由36名转业军人组
成的队伍，乘坐卡车来到距离当
时油田中心地带 40 余公里的中
拐苇湖，去修建克拉玛依油田第
一座水站——中拐水站。

当年的中拐满目荒凉，放眼
望去四周都是地平线，安静得只
能听到风声和偶尔飞过的鸟发
出的鸟鸣。孟马尔和战友们就
在这里安营扎寨了，他们把周围
的芦苇割了些来，铺在牧民废弃
的羊圈里。天当被、地当床，建
站工作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条件，
靠大家创造条件下开始了。

开挖抽水池是水站建设的
第一项重要任务。已是初冬季
节，四处无遮挡的中拐寒风凛
冽。芦苇丛中的水，早早就结了
冰。可他们顾不了那么多，跳进
苇湖，甩开膀子大干起来。冰层
被踩碎了，立起一块块尖利的冰
刀，刺破了他们的双腿，鲜血流

出来染红了冰凌，可没有一个
人离开；手脚冻麻木了，大家替
换着到地面上烤一烤火，活动
活动身子骨，缓过劲来，再接着
干；天黑了，就点起火把，靠着
微弱的光继续干。每天长达十
几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没有
一个人喊苦喊累。大伙儿一心
想早日建成水站，让油田生产
生活用水两不误。

挖抽水池、建机房、挖输水
管线……孟马尔和战友们凭借
着简陋的工具推动水站工程一
米一米地向着油田方向延伸。
到 11 月底，中拐水站建成了，当
清水顺着管线穿越 40 公里的戈
壁流进克拉玛依，欢呼声如喷出
油一样响彻云霄，大家端着水
缸，开怀畅饮了一番。

完成了中拐水站建设，孟
马尔和战友们并没有选择离
开，而是留了下来。大家这一
干，就是30年。

光阴荏苒，后来，克拉玛依
有了引水工程。再后来，克拉玛
依有了一条穿城而过的河……

早已退休的孟马尔会一个
人漫步在克拉玛依河边。当他
看到清清的河水，草木葱茏的绿
地，他的心底无比欣慰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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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冰凌建水站
——记克拉玛依油田第一座水站建设者之一孟马尔

孟马尔，中共党员，1931年
11月出生于山西文水县。1946年
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三
五九旅”任通讯员，参加过青化砭
等战役，获得过西北、华北及全国
解放纪念勋章。1953年转业到中
苏石油股份公司南疆分公司。
1956年10月调入新疆石油管理
局供水处。1991年10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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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从“滴水贵如油”

到“清流润油城”

1955-2025

从“一盆水用一天”的艰难岁月，到
碧波荡漾的克拉玛依河穿城而过，克拉
玛依用近7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部感天
动地的“引水史诗”。

69年前，第一代克拉玛依石油人顶
着戈壁风沙，踏破铁鞋寻水源，挥镐破
冰战寒冬，用血肉之躯在荒原上筑起生
命水线。中拐水站30多名的转业军人
6年如一日驻守苇湖，用皲裂的双手和
褴褛的衣衫，守护着油田的生命之源。

如今，克拉玛依河犹如一条绿色绸
带，将汩汩清流送入油田各处，流入千
家万户，人们用水不必像70年前的石油
人那样需要人拉肩扛骆驼运，但那些融
雪化冰、那些为保油田生产甘愿献出饮
用水的动人场景，永远铭刻在新疆油田
的精神丰碑上，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
的观念也应该一代代地在克拉玛依传
承下去。

从“滴水贵如油”到“清流润油城”，
回望克拉玛依的引水历程，就会发现，
它不仅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更是
一曲改天换地的胜利凯歌。同时，它也
告诉我们，新疆石油人只要将“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豪情存在心间，就没有攻
克不了的难关。这种精神，正是新时代
新征程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克拉玛依
河从城区蜿蜒而过，
滋润了整个城市。

克拉玛依融媒
记者 李浩然 摄

1955 年，克拉玛依
油田建设初期，人们用
骆驼从中拐苇湖拉水。

（本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