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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行者，就有后来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生机勃勃，油

田也以昂扬的面貌迎来深入生活的作家。诗人雷抒雁书写塔

里木油田的散文《彩色的荒漠》一经发表就引起关注；陈忠实

到陇东采风，石油工人的形象打动了他，散文《山连着山》随即

问世；贾平凹先后深入长庆、青海、新疆等西部油田，中篇小说

《蒿子梅》就是他在长庆油田体验生活的收获。值得一提的

是，贾平凹的这部中篇是在长庆油田的报纸副刊首发，油田报

纸也破例用四个整版的篇幅来发表，在第一时间让油田的读

者一睹为快。

应该说，正是这些作家对油田的书写，汇成了中国石油文

学最初的源头，对石油行业作者的出现和兴起起到了良好的

示范作用和帮促效果。在他们的带动下，身在石油写石油的

油田作家们一个个亮相，获得了外界的认可，无论哪一种文学

门类，都有在全国叫响的佼佼者，石油系统的诗歌作者更是成

为中国当代诗歌潮涌中始终在场、具有鲜明标志的存在。中

华铁人文学奖的诞生，更是鼓励着石油系统的作家，给他们以

动力，创作出掷地有声的石油文学作品。许多作家在获得铁

人文学奖之后，创作激情进一步调动，对于自身特质有了更加

清晰的认识，创作目标得到细化和明确，提起铁人文学奖，都

感到自豪和光荣，也充满感激。

据统计，已举办五届的中华铁人文学奖，获奖作品百分之

九十都出于石油石化系统作者之手；每届获奖作者中，石油石

化系统文学新人都不断涌现。

塔里木油田的作者杨秀玲，以小说集《在暗夜飞翔》获奖，

她出生在新疆油田，从小喜欢听石油人的故事。知名作家那

些写石油的名篇，她耳熟能详，是她写作的最早启蒙。她在

工作之余写石油，在学习中不断提高，2013年参加鲁迅文学

院第十九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2017年加入中国

作协，2021年被选为中国作协十代会代表，在各类文学报刊

发表百余万字。她的获奖小说集共计20万字，展现石油人

的精神底色，书写心灵的高洁与精神的坚韧。其中短篇小说

《一棵树》，讲的是一棵戈壁上的沙枣树，意外勾起一对相亲

的中年男女对28年前荒漠上的采油工生活的共同回忆，他

们的青春犹如一棵沙枣树，永远根植在戈壁上。28年过去

了，沙枣树依然挺立在曾经工作过的大戈壁，依然郁郁葱葱，

好像相亲男女年轻时在戈壁荒漠上燃烧的激情和梦想。火热

的生活和工作，构成石油人生命中一棵永远葱茏挺拔的常青

树。杨秀玲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是鲜活饱满、意蕴深长的，

不应该干瘪生硬、千人一面。文学既要写出真实，也要在真实

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东西。杨秀玲现在还生活在石油一线，对于

写作一如既往地投入和认真，她把中华铁人文学奖的激励比作

是石油人最热烈的呼吸和心跳，可谓由衷之言。

不忘初心：石油文学之魂

铁人王进喜，在峥嵘岁月里，所说所做都有一股子硬气，

也有一股子豪气，体现的是对祖国的热爱、对工作的负责、舍

我其谁的担当。“我为祖国献石油”是铁人的信仰，体现的是石

油人心系祖国、“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的情怀，这也

是石油文学所要表达和挖掘的主旨。时代再怎么变，这颗初

心不变，有这样的坚守、这样的追求，石油文学就有了力量。

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体现出鲜明的拥抱

石油、贴近人物的特质，在广阔的石油天地间见人心、见情感，

书写出石油文学的动人美感。

在获奖的23部正奖作品中，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小说

集共有8部入选。报告文学共有8部上榜。散文集和诗歌集

各有3部，此外还有1篇剧本获奖。22部作品获提名奖，虽然

是提名，也各有特点，同样可圈可点。

这一届铁人文学奖的作品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抵达了生活深处和艺术高处。本届获奖诗歌作品，

专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体现时代精

神、铁人精神。诗人们都能把笔触深入到生活深处、心灵深

处，讴歌石油工业的新贡献、新作为。二、挖掘艺术特质、艺术

资源。这次参评的诗人和诗歌，都是得到诗坛认可的优秀诗

人和作品。三、传承优良品质、优质品格。石油系统的作者都

不是专业作家，在立足岗位的同时，以个人的一技之长，贡献

着不竭的精神动能。尤为可喜的是老作者宝刀不老，新人频

有佳作。这些诗人的作品扣紧时代主题，反映石油一线、生产

场面，用诗歌构筑起一座座辉煌的井架、璀璨的炼塔。

石化诗人马行，人如其名，像一匹在西部不停行走的马，

把自己融入大荒，写出了独具特色的诗篇。他的获奖诗集《地

球的工号》，收录于《诗刊》编选的“新时代诗库”第二辑，由中

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第2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

国作家馆举办新书分享会。《诗刊》主编李少君、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副院长杨庆祥、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胡少卿、《诗刊》编辑

丁鹏等参加分享会。杨庆祥认为，《地球的工号》是新时代工

业题材诗歌的一个重要收获。马行的诗不能完全归类于工业

诗歌，它跟自然密切相关，马行写的是一个工业式的自然，是

工业题材和自然题材诗歌的有机结合。胡少卿谈及马行诗歌

的职业色彩时说：“马行诗歌当中的劳动充满人类主体性和豪

迈精神，是人的创造力的表现。”李少君表示：“马行的诗体现

了人诗互证，优秀的诗人一定是人诗互证的……马行就是一

个勘探者的形象，一个孤独地深入茫茫荒野探险探荒者的形

象。”本书责编、中国言实出版社编辑郭江妮表示：“马行的诗

干净纯粹，让我们看到诗歌真正的样子。”评论家艾君认为：

“马行建构了新时代的工人形象，这些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

形象，代表了新时代的国家精神。”

以报告文学《在地下珠峰寻宝》获奖的塔里木油田作家胡

岚说：“石油人的故事很感人，但石油题材的作品不好处理，要

写出文学性就更难了。专业术语、专业知识听起来像天书一

样，石油人又很朴实，聊起来全是专业技术。要把专业知识

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写出来，让普通人都能看懂，这太难了。

总忘不了采访的那些人，文稿几次推翻重写，前后修改了不

下20遍。后来收到《光明日报》的用稿通知，让我再增加点

文学性，又把之前删掉的句子加进来，再次修改润色。一个

月后稿子发出，那一刻觉得所有付出都值了。”这篇作品的授

奖辞也肯定了作者的努力：“短篇报告文学《在地下珠峰寻

宝》聚焦我国第一口万米深井——富满油田的发现和采掘过

程，热忱描绘了石油人以勇攀珠峰的精神在塔里木盆地打穿

‘地下珠峰’的传奇故事，深情讴歌了石油人破解世界级难

题、实现能源报国的奋斗之志和辉煌成果。作品字里行间充

满激情、感动与振奋，在不长的篇幅里完整呈现了‘国之大

者’的重大主题。”

当下的石油文学写作更具挑战性、更有难度，在写作中如

何由表及里、准确把握，需要下大功夫，既要向前辈学习，也要

面对新时代，吸收新内容，找到符合当下审美的写作方法。

以长篇报告文学《地火：攻克“磨刀石”油藏纪实》获奖的

作家王琰、徐佳深有体会。长庆油田油丰气盛，产量连年攀新

高，然而，鄂尔多斯盆地的磨刀石地层，开发难度极大，一滴

油、一方气都来之不易。她们用一年时间，深入到超低渗的现

场，零距离感受，面对面交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静下心

来反复琢磨、精心构思，既站得高，又扎得深，更写得活，做到

了生活和艺术的有机结合。

“不识庐山真面目”如何解决？那就需要从自己的场域跳

出来，拉开距离，进行有意识的舍弃和选择，不要被生活淹

没。在石油文学写作中，由于指称的规定性，要体现出“新”

来，更需要由“局内人”变成“局外人”，有效梳理当下石油的变

与不变，透视当下石油生态的细节和

格局，使得写作中散发的“油味”不是

刻意的，但一定是诗意的，是现在进

行时的。

石化作家周蓬桦以长篇小说《远

去的孔明灯》获奖，作品用心塑造了

几位石油人的典型，折射出很大一部

分中国石油人的人生经历和命运走

向：从祖国广袤的乡村走向石油、献

身石油，他们的二代三代也由此走向

油田。小说以优美的文笔讲述了“小

石油娃”星锁和妈妈、爷爷在苹果园

的童年故事，孩子时刻思念在远方为

祖国勘探石油的爸爸，想象着长大后

要像爸爸一样，头戴铝盔走天涯。这

一天终于来了，一个初春的夜晚，爸

爸来接他去遥远的大油田，夜空突然

升起满天孔明灯，照他远行。周蓬桦

说：“我是1986年进入石油化工行业

工作的，当时只有20多岁，迄今已经

37年。因为长期生活在石油工业区，

与石油人血脉相连，书写石油人的生

活便是自然而然。我想把石油人的

精神风貌塑造好，让社会上更多的读

者了解他们。”

二是贴近时代生活，具有饱满的

情感。当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给

文学创作提供着新的经验。书写时

代应该成为作家的自觉，讴歌新时

代、抒写新时代才能体现石油作家的

价值。报告文学《地火》讲述了长庆

石油人艰苦奋斗、从“磨刀石”中“挤”

出油的传奇故事，作者对长庆页岩油

开发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文学

化书写，语言简洁有力、富有张力，节

奏紧凑吸引人，兼具专业性、文学性

和时代性。

石油文学的创作，同样要求其中

有“我”。在三门峡大坝的龙头石上

立着几块展牌，牌子上是贺敬之的诗

歌《三门峡——梳妆台》。新中国成

立后，生产建设工地不断出现作家的

身影，一个工程、一个项目完成了，诗

人留下的诗篇长久激荡在人们心里，

这就是诗歌的力量。石油作家们要

向前辈学习、向经典致敬，努力写出

有分量的诗歌，无愧于生活的馈赠。

以散文集《这里》获奖的华北油田作家殷常青坦言：“生活

是嘈杂的、纷乱的，也是多向度的。写作是件慢活、细活，不能

做得太匆忙，它需要很多的知识、精力和技术，还需要很大的

勇气、力量和人生的阅历，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写作者具有虔诚

与谨慎的态度。只有这样，你才能把内心想说的真正说出来，

这种‘说出’的过程等于自己又经历了一种人生。因此在石油

文学作品的写作中，要更注重对人的精神状态和与之对应的

生活形态的书写。这种书写需要摆脱一种老练的、没有风险

的写作模式，从而给大家提供一种关于石油文学新的艺术经

验和言说经验，这样的写作更独特、更带有个人气息，是灵魂

在场的写作。”

来自独山子石化的诗人顾伟以诗集《天涯咫尺》获奖，他

对诗歌的写作有独到见解。他说：“石油是有生命基因的，当

翼龙腾空万里时，就把桫椤的温润托付给了三叠纪。有机物

溶解的液体等待钻机轰隆，于是石油工业走在前端，石油人携

带家国情怀紧随其后。石油是诗歌展翅的物象，诗歌是石油

生命哲学的升华。”

三是挖掘行业特性和充分的文学表达。石油勘探开发被

称为“没有围墙的工厂”，其涉及地域多蛮荒和野性，在地理、

人文上各有差别、各有特征，许多都具备天然诗意，对它们的

表现应避免概念化、标签化。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

能完成的，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青海油田的作家曹建川以长篇小说《父亲的高原》获奖，

他说：“石油文学是最有温度的一种文学，是百万石油人在漫

长的创业历程中积累和升华的一种特别的文学艺术形态，既

有文学的样式，也有石油的内核，是一种挺立的文学，一种有

血有钙的文学。石油文学因为行业属性，更应该书写铁人精

神、弘扬铁人精神，为中国石油人鼓劲加油。”

华北油田的作家安顺国以长篇报告文学《大地气象》获

奖，这部作品以华北油田实施全国首个气化农村市（县）建设

工程项目为主线，描述了企业如何反哺农业生产生活，用朴

实形象的语言展现了清洁能源未来发展前景，全景式反映

了石油基层员工不断发扬石油精神、铁人精神，把追梦人的

理想生动坚实地写在大地上。安顺国谈道：“当下的石油文

学创作者应当更加关注人在社会关系中细微的精神世界和

内心情感变化，正确处理为谁写、写什么、为什么写、怎么写

的关系，把铁人精神、大庆精神当作石油文学的指南。”

克拉玛依诗人申广志在近年的诗歌写作中，特别注意石

油题材诗歌写作的诗意表达。有评论认为申广志以低调、柔

软、温暖的视角和笔法，对传统石油诗进行了创新。申广志

说，石油本身是没有诗意的，诗人只有用自己的思维和情感去

接通油田万物，赋之以人格，才能诞生诗意。“修大爱品质，练

精湛技艺，趋主流文本，言崇高心志，才是行业诗的入口和出

口，并会延展出无限的生命力。”他的获奖诗集《水晶墙》中的

《远行》，通过西部的物象和情感的挖掘，来烘托和渲染诗意：

“我不敢妄言，一影行尘，便能/荡漾你满眼清澈/但棱角分明

的两瓣玫唇/依旧密闭成工笔彩墨里的仕女/多年以后，才知

道，那天/我隐入楼丛时，你径直/扑向戈壁，让红柳、梭梭/也

竖起耳朵，列队静候/日出之前，云瓦内的几声干咳/只可惜，

委托雷电捎去的情书/遗漏了一句——/我不厌其烦地飞翔，

就是为了/在你梦中，收拢翅膀。”

向着广阔：石油文学之势

大庆的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位于让胡路区世纪大道和铁

人大道交会处，主体建筑外形为“工人”二字组合，鸟瞰呈“工”

字形，侧看为“人”字形。主体建筑高度47米，正门台阶共47

级，寓意铁人47年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建筑顶部为钻头造

型，象征大庆油田奋发向上、积极进取。馆内雕塑《崛起》《奋

进》《五把铁锹闹革命》等错落有致地矗立于馆区，馆内展览分

为“不屈的童年”“赤诚报国”“艰苦创业”“科学求实”“无悔奉

献”“鞠躬尽瘁”“精神永存”七部分，集中展示了铁人王进喜的

生平业绩及其体现出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在各展厅之间

的通道处，陈列有巨幅国画《大庆工人无冬天》和战报墙、会战

诗抄墙、宣传铁人和石油会战的美术作品。

这座铁人纪念馆，每一个走进去的人，都会被吸引、被

震撼。铁人王进喜的声音在展厅回荡，也在人们的心中激

起波澜。

中华铁人文学奖的获奖作者，大多都曾走进这个馆，从中

获得力量。第四届铁人文学奖就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颁发，时

隔5年，第五届铁人文学奖的作者将再度走进纪念馆，经受精神

的洗礼。

获得第五届铁人文学奖的作家，结合学习铁人精神，就如

何更好创作石油文学作品纷纷发表感言。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公司的董功以小说集《非洲

雨》获奖，他长期在非洲、西亚等地从事野外勘探作业，是中国

石油人远涉非洲的最早见证者之一。《非洲雨》由12篇很具特

色的短篇小说组成，文笔写实而物事奇幻，表现了中国石油人

披荆斩棘、开拓发展的故事。他情不自禁地说道：“铁人精神

代表着中国石油人最核心的精神特质，也代表着石油人的豪迈

与志气。铁人文学奖是中国油气行业最令人敬仰、最有力量的

一个文学奖项，我对铁人文学奖一直怀有敬仰之情，近些年的

创作也一直朝着铁人文学奖努力。希望铁人文学奖的内涵越

来越丰富，影响越来越广泛，作品越来越受石油人乃至全国人

民的喜爱。”

大庆油田的诗人安然以诗集《漫时光》获提名奖。作为一

名“油二代”，她一直生活在大庆油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学习

工作乃至成家生子。她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片油田近半个世

纪来的发展壮大，以油城的广阔天地为画板，描绘了一个油田

女工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一个普通女工由青涩到成熟的成长

经历。对于获奖，她激动地说：“作为一名石油行业的写作者，

我们是幸福的，也是自豪的。未来的日子里会继续加油努力，

用石油人的眼睛写石油人的心。”

评委认为，获散文奖的《隐形的麦芒》是一部呐喊的作品，

是一部有质感、有痛感的作品。作品以特殊的生活阅历、独特

的观察视角，对石油、对油城做了一次出其不意的审视和与众

不同的解读。作品字里行间都展现着石油人的情怀，闪烁着

人性的温度和光亮。文章沉实内敛、丰厚刚健，看似不动声

色，却具有力度，直指生活的核心，虽然吸收了小说的叙述元

素和报告文学的议论元素，但不失散文的本体。胜利油田的

作者璎宁得知消息，很是感慨，她说：“恰逢铁人诞辰100周

年，第五届铁人文学奖颁发，这个奖秉承了铁人精神，包含了

铁人思想，具有高贵的文学品质和石油精髓。作为获奖者，我

感到十分荣幸，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在铁人文学奖的关怀

下，我将继续努力，写出更好的石油文学。”

《奋斗在这片戈壁滩上》获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作品通过

描述三个人物的故事，生动再现了中石化新疆新春公司的石

油将士们为国担当的家国情怀和为国献油的奉献精神，以苦

为乐、以业为荣，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事迹，反映了

石油战线的干部职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端牢能源饭碗”的殷

殷嘱托，踏上新征程，再作新贡献。来自胜利油田的作者樊俊

利说：“获奖是鼓励，也是动员，我拿起手中的笔，就是握住了

铁人的刹把，应该肩负起传承石油精神的使命，为油而歌，为

时代而唱。”

《通往石油的高原》获长篇报告文学奖，这部作品讲述的

是中石化、中石油重组后“中中合作”的“首单”所发生的故事，

全方位再现了江汉石油人25年的艰苦创业，唱出了新时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情壮志，传承了伟大的大庆石油精

神。中国石化江汉油田的作者严岛影说：“铁人是一面飘扬的

旗帜，那飘扬是展现、是召唤，把一片火红展开成最美丽的一道

虹，那道虹可以引你通往石油的高地，通往时代的高峰、时代的

脊梁。”

获得长篇报告文学奖的《王基铭传》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传记”丛书之一，翔实生动地描写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基铭自

20世纪 6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的成长经历和不平凡的人

生。这是一部“另类”的石化工业发展史，更是一部厚重感人、

催人奋进的作品，文字优美细腻，形象丰满动人，具有较高的

社会与文学价值。来自胜利油田的作者尚长文写诗歌、写散

文，这一次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上又有收获。他说：“我是‘油二

代’，是一个钻塔下长成的石油作家。我爱油田，更爱石油文

学。这辈子如果说有什么爱好，那就应该是写作了。写作是

我面对钻塔时最好的思考方式，中华铁人文学奖则是对我写

作的最大的鼓励和认可。石油文学写作长路漫漫，我愿继续

在这条路上艰难前行。”

获得报告文学集提名奖的《石油花》，书写了20位柴达

木石油女性，涉及妇科医生、采油工人、教师、勘探放线工、焊

工、地质工程师、作家等，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再现

了柴达木盆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书写了青海石油女性自强不

息、勇于承担、敢于奉献，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建设家园的故

事。她们积极参与油田建设，在各行各业奉献年华，尤其那

些起初没户口、没口粮的石油家属，她们挖管沟、平井场、打

土坯、盖房子、开饭店、放牛羊，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和耐力，为

柴达木石油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者李庆霞来自青

海油田，她表示在今后的创作道路上，将继续秉承铁人精神，

书写石油情怀。

来自塔里木油田的石春燕以《吟啸沙漠》获中短篇小说提

名奖，这是一篇扎扎实实描写塔里木油田勘探钻进的作品，但

作者没有去正面描写石油人的奋斗拼搏，而是通过一个平凡

的中年男人的经历，一个基层经理剪不断理还乱的恼人家事，

从侧面透露出波澜壮阔的沙漠之战。她说：“感谢石油文学给

我攀登的扶梯，感谢铁人文学奖肯定我攀登的高度，我将一如

既往地用手中的笔深耕，让石油人生丰厚起来。”

中国石化洛阳石化的吴文奇以《天空的花朵》获中短篇小

说奖，小说在充满细节的描写中表现出一位专门与地方农民

打交道的油田干部的艰辛。作者不仅是写工作困境，更表达

了一种人生感受，寄托自己的文学情思。他说：“非常荣幸获

得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奖，这份荣誉既是颁给我的，更是颁给

千万个石油石化工人的。人是需要精神的，一个行业的发展

也是需要精神的。我愿意继续弘扬铁人精神，讲述石油石化

故事，与广大基层作者一起，努力为亿万产业工人提供不竭的

精神动力。”

获得中华铁人文学奖，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

如何写出更好的作品，不负时代、不负石油，值得进行更深入

的思考。

一是向传统多学习。要继承石油会战中形成的宝贵精神

财富，继承铁人精神、大庆精神。李季、李若冰、闻捷等一批享

誉全国的作家，到油田火热的一线挂职，真正沉下来，既是见

证者，又是参与者，写出了《石油大哥》《柴达木手记》等经典作

品，这是石油文学的源头；在石油大发展、大进步的新时期，雷

抒雁、贾平凹、陈忠实等作家深入油田，写出有影响的力作，也

极大带动了石油系统作者的写作热情，起到了带路引领作

用。学习这些作品，审视自我创作，形成和壮大石油系统自己

的文学创作队伍，有利于石油文学的持续发展。

二是往石油的深处走。身在石油才能写好石油，只有持

续不断地关注、了解石油发展的新气象、新成果，才能在创作

上和石油发展同步。

三是要关注石油人的内心。文学是人学，不贴着人写，不

和人血肉交融、情感相通，写出来的作品要么假、要么空。石

油文学写的是石油，是石油人，身上不糊上些石油，不和石油

人交朋友、交心，写作时必定隔着一层。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写

作、蜻蜓点水式的写作可以休矣。在石油人鉴赏水平提高的

今天，粗制滥造的作品糊弄不了他们。要写出被认可的作品，

就必须和石油人同呼吸、共命运。

四是用优秀作品说话。打井用出油说话，写作用作品说

话。出油要出优质油，写作品也应写有分量的、能直抵人心

的作品。这不是喊个口号就能实现的，也不是短时间内发起

冲锋就能如愿的。只有通过石油文学写作者共同努力，才能

让石油文学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为中国石油石化的文化建设

增添新动能。

在这里特别要提的是，第五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授予对铁

人文学奖的创立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并长期担任基金会会长

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阎三忠，中

华文学基金会原理事长、中国作协原副主席何建明，铁人文学

基金会高级顾问、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党组纪检组组长

王作然3名同志特别贡献奖，授予石油石化创作成果突出的

11名同志成就奖。这些奖项将会激励铁人文学奖的组织者更

好地把这个奖办下去。

通读这届获奖作品，我们深刻地认识到，铁人文学奖经过

持续评奖颁奖，在石油石化文学创作中发挥了极大的激励、引

领和导向作用。这次获奖的石油文学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

反映了石油石化工业深化改革发展的新成果，体现了石油石

化职工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当前，石油石化

海洋石油工业正处在能源结构的伟大变革之中，能源工业已

进入了天然气蓝金时代，石油石化战线承担着人民美好生活

能源保障的重要任务，石油文学将在铁人文学奖的激励下，有

更大的繁荣与发展。

（第广龙系中国作协会员、石油作协副主席；路小路系中

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铁人文学基金会高级顾问、石油文联原专

职副主席、《石油文学》杂志主编）

铁人王进喜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