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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春勇

参加革命
上世纪50年代的鞍山，是一座移民城

市，许多青年男女从祖国大江南北来到当
时中国的工业中心，祖国的钢铁基地。有
文化的成为了工厂的干部，没读过多少书
的成为了工人。被时代之手推着，18岁的
严国彬在长蛇般的绿皮车上“咣当”了一天
一夜，怀揣梦想来到鞍山。受过良好教育
的他，被鞍山市人民政府工业局计划科招
聘，先后干过财务计划、劳动计划和成本计
划，因业务娴熟表现突出，曾受过两次物质
奖励，锋芒初露。

1932 年，严国彬出生在上海南汇一个
富庶的地主家庭。本是含着金汤匙，命运
却与他开了个玩笑。因不争气的父亲抽大
烟，一家人受祖母歧视、伯父欺侮。为独吞
祖产，伯父于1943年春天夜里，买通国民党
乡绅团，以戒烟为由害死了父亲。自小严
国彬就埋下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强烈萌
生“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迫于生计，严
国彬先是在堂妹开的德丰申庄（三茂席行）
半工半读，后考入上海立信高级会计学校
学习。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缺乏干部。
1950 年 7 月，18 岁的严国彬没毕业就被招
聘分配到了鞍山，参加祖国建设。

1952 年，鞍山市工业局局长毕爵找严
国彬谈话，他说：青年人应好好学习，争取
进步，局里决定让你去东北财经学院学习
工业计划，希望珍惜机会，学成报效国家。
严国彬听闻感动得几乎要流下泪来。虽然
后来因工作忙未能成行，但土改后家庭经
济成分被评为中农的严国彬，感受到了革
命大家庭的温暖。1953 年 1 月 28 日，经同
事介绍，严国彬正式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并很快被吸收到党小组开会。第
一次开会的情景他记忆犹新，那种身份被
认同的光荣与自豪，让严国彬感觉是一生
中最大的幸福。

1954年8月，机会再一次降临。严国彬
经上级选送报考了高等学校，第一志愿被
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录取。进校报到
后的严国彬志得意满，他重新规划了自己
的人生，希望通过外语“加持”提高业务水

平，从而成为有独特专长的“香饽饽”。
“触电”选煤

1957 年 10 月，历经 3 年多埋头苦读的
严国彬顺利毕业，千里迢迢奔赴淮南，被指
定为援建苏联专家俄文翻译（机械）。从
此，他开启了人生最为重要的航程，且帆指
终点、不再迂回。

望峰岗选煤厂是新中国建设初期，国
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帮助我国设
计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被誉为中苏
两国的“友谊之花”。当时国家开始有计划
的经济建设，首先发展钢铁，钢铁是工业化
的基础，冶炼钢铁需要优质精煤，望峰岗选
煤厂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 。

1954年9月，经中央燃料工业部批准，
淮南矿务局成立淮南谢家集中央选煤厂厂
址选择委员会。经过勘察设计，1956年10
月3日动工兴建，1957年7月主厂房开工建
设，1958 年 12 月 20 日建成投产，同年更名
为望峰岗选煤厂。该厂由苏联列宁格勒设
计院设计，设计年入洗原煤100万吨，生产
13级精煤，是当时华东地区大型矿区型选
煤厂，产品主要供应钢铁、焦化、发电、化
肥、建材等行业动力和生活用煤。

1957年10月，严国彬被分配到望选厂，
从一个擅长会计和工业计划的俄语系学
生，正式转行并与选煤结缘。当时援建苏
联专家组一共4人，住在条件较好的矿务局
宾馆。严国彬服务的专家叫普列奇科夫，
是名机械专家，人高马大笑容可掬。严国
彬经常陪他到现场察看并指导设备安装，
每天跑上跑下不知丈量工地多少遍。施工
现场规模比较大，有铁路、厂房、走廊、煤
仓、沉淀池，光铁路专线就有6条。那时候，
建设工地上经常打擂台，大伙热情高、干劲
足，施工速度很快，眼瞅着土建一层楼一层
楼上去。

严国彬分配到选煤厂时，还有不少名
校毕业生陆续报到，有同济大学的，矿业大
学的……个个风华正茂、青春热血。那时
候条件很艰苦，大家住在几个还未建成的
简易工房里，吃饭在临时搭的简易芦席棚
子里，年轻人以苦作乐。当时有两个工区，
一个 704 土建工区，一个 701 安装工区，边

建设边安装。大家都不在意物质，但对施
工就不一样了，对工期和质量要求很高。
主厂房建设工期只有 14 个月，有 9 层 27.8
米高，基座由4米见方的钢筋水泥构成，非
常牢固。为保证施工精度，同济大学的学
生别出心裁搞了一个吊锤，现场校验，确保
垂直度呈一条线状，不合格则推倒重来。
严国彬每次都紧跟专家身后，遇到深奥的
专业俗语，硬着头皮边翻译边学习，尽可能
把专家的意见转述到位。普列奇科夫的思
维充满艺术气质，说话诙谐幽默，对现场施
工非常满意，不时拍拍施工人员的肩膀，露
出赞许的微笑。

严国彬到厂一年多后，12 月份要正式
投产。当时的市委副书记康志杰要求10月
1 日先单机试运转。围绕这个重要节点，
701、704 工区主任和工程技术人员热烈讨
论，制定施工安装进度表，确保“十一”单机
运转起来。大家磨拳擦掌，纷纷表示要为
国争气。当时国家提出工业化，没有工业
做基础，国家就没有脊梁骨。大家政治觉
悟很高，都憋着一口气，一门心思搞建设，
埋头苦干无怨言。最终，从原煤入洗到产
品外运，两个系统共安装了 350 多台套设
备。12月20日投产时，由中央调度室远距
离操作，声光电一响，一个系统一个系统
开，从原煤进来进行分级、破碎、入洗，到产
品脱水、装车外运是一个流程，全是自动
化、电器化，非常先进。安徽电视台也来
了，忙着录像、拍纪录片。镜头里的厂房内
地净窗明、机器崭新；厂房外新栽了树木花
草，令人心情舒畅。在这么一个厂子里建
设和工作，严国彬和他的伙伴们很激动很
自豪。

正式投产后，1959 年入洗原煤 149 万
吨，投产一年就超过了设计生产能力近百
分之五十，产量当年在全国四大炼焦煤选
煤厂中居首，荣获了全国“群英会”颁发的
奖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望峰岗选煤
厂相继迎来了邓小平、彭真、刘澜涛、杨尚
昆、董必武、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厂
视察，这是一段金色记忆，也是严国彬及第
一代选煤厂建设者的高光时刻！

(未完待续）

严国彬和望峰岗选煤厂严国彬和望峰岗选煤厂

1952年，在辽宁鞍山市人民政府工业局计划科工作的严国彬，做梦也没想到，5年后自己会横跨

半个中国，与淮南选煤结下大半辈子的渊源。

指缝宽，时间瘦，蓦然回首已是七十载。在上海南汇大团镇一间普通平房内，年近九旬的严国

彬，在回顾自己青葱岁月的选择时，思维仍然敏捷，笑说：“那时很年轻，思想也很单纯，对美好事物

充满向往。我到望峰岗选煤厂工作，是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再到情至深处的不舍离去，没想到会干

35年；作为‘跨界’转行的我，对选煤的感情会那么深。”

今年4月，接到淮南作协“回望1952”望峰岗选煤厂专题写作任务后，内心一直不平静。作为晚

辈和后来者，我与选煤也有着不解之缘。先是1985年在淮南矿务局技校选煤班学习，两年后至望峰

岗选煤厂实习，后辗转在谢一、谢桥、张集选煤厂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的岳父赵永江于淮南

煤校毕业后在望选厂组干科工作了7年，我从他口中听闻了不少选煤逸闻趣事。

作为选煤人，慕名严老已久。2020年8月底，在选煤分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刘海及黄卫星老师

的帮助下，通过查阅留存的珍贵音像资料、尘封已久的档案和实地探访，那段建国初期激情燃烧的

岁月场景扑面而来。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严国彬

回望1952 淮南从此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