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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短波

文 化

李 维 陶 炎

在扬子石化贮运厂液体装卸作业区装车台旁边，
有一间不大但温暖的屋子。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扬
驿”，墙上贴着“奉献诚挚爱心，共建幸福之家”的标
语。这里就是扬子石化爱心驿站，专为承运商和承包
商而设。在这里，爱心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哥几个早来了，还是这里暖和。”2月 1日 9时，江
苏新安物流公司司机赵师傅推开驿站门，屋里已坐满
了他的同行。

“你咋才来呢，路上不好走吧？”正在驿站等待装车
的司机方师傅问。

“是啊，今天有雨，出趟车比平时跑两趟都慢。”赵
师傅脱下棉大衣，坐到桌前。

“冻够呛吧，你也冲一杯喝喝，站长特意给我们送
来的。”方师傅端起冒着热气的红糖姜茶咂一口，“嗯，
真香！”

方师傅说的站长是扬子石化贮运厂液体装卸作业
区主任李晓飞，自从这个爱心驿站去年11月开张以来，
承运商师傅们都管他叫站长。

李晓飞为这个驿站倾注了很多心血。液体装卸作
业区是扬子石化重要的公路和铁路液体化工产品的装
卸作业区，平均每天装卸60多车次、往来承运商和驾押
人员100多人次。他总想为这些老伙计办点实事，免得
他们“夏天一身汗，冬天受冷风”。

“书记，我想在我们作业区给户外劳动者建一个爱
心驿站。”去年10月，李晓飞向贮运厂党委书记关起强
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是好事啊，我支持，你做一个方案，把建设计划
和要置办的东西全列出来。”关书记很是支持。

“初稿我已经弄出来了，请领导审核。”李晓飞拿出
几张图文并茂的纸张，“我们打算利用装车台附近一间
闲置的屋子，花小钱办实事，从避风港、安全岛和暖心
屋这三个方面打造爱心驿站。”

“你是有备而来啊。”关书记笑着接过方案，扉页醒
目地写着“奉献诚挚爱心，共建幸福之家”12个大字，边
看边询问，把所有细节全都过了一遍。“就按照咱们商
议的去修改，然后上报公司工会”。

第二天下午，公司工会就派人直奔装车台，调研建
设驿站的可行性。“利旧房屋质量很好，和装车台之间
的距离符合安全管理规定，在这里建驿站应该没问
题。你们的方案通过了，赶紧动手干吧，费用工会解
决！”下班前，李晓飞接到工会电话。

得到工会的肯定和支持，李晓飞如获至宝。他立
即组建项目组，自己担任组长，安排人员按照方案购买
建筑材料和屋内设施用品，落实施工单位，紧锣密鼓撸
起袖子干了起来。只用一个月的时间，“扬驿”张灯结
彩，十多家承运商和承包商代表参加揭牌仪式，个个喜
不自禁。

走进这间40平方米的驿站，崭新的地砖、洁净的桌
椅、齐全的陈设，文化墙上醒目的图文，窗台和墙角的
花草争奇斗艳，如入温馨家园。

“这里有空调、微波炉、冰箱、饮水机，还有手机
充电器，这下我们出门在外方便多了。”“还有小药
箱，里面有创可贴、红药水、紫药水、十滴水、碘酒、感
冒药，可以说家里有的这里全都有。”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对爱心驿站赞不绝口。

“不对，家里没有
的这里也有，你家里
有这个能播放作业安
全知识的电视吗？”赵
师傅端着一杯红糖姜
茶挤到人群中间，他
的话引得大家开怀大
笑。

本报讯 1月 29日，河南油田采油一厂“七彩假日”
寒假爱心托管班正式开班。双江油区24名小学生高高
兴兴地入班，开始了寒假生活。

为进一步做好员工关爱行动，切实解决生产一线
员工、外闯市场员工、特殊困难员工等家庭子女寒假无
人看护照管的难题，采油一厂工会、团委以看护服务和
素质提升为出发点，制定员工子女寒假爱心托管志愿
服务项目实施方案。

他们从大学生志愿者、工会干部中招募了26名爱
心辅导员，并精心选择教室场地，合理设置益智游戏、
创意美术、经典诵读、电影赏析、安全教育等班级课程，
致力于让孩子在托管服务中度过一个开心快乐、有意
义的寒假。 （庞先斌）

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为营造祥和喜庆的节日氛
围，近期，浙江石油在全省爱心驿站、司机之家开展迎
新春送祝福活动。员工向环卫工人和进站客户送上

“福”字及春联，传递浓浓年味的同时，为他们送上新春
美好的祝福。

图为杭州石油大塘加能站为环卫工人送“福”。
龚良奇 摄

欢笑，从驿站里飞出

河南油田采油一厂
寒假托管班办到员工心坎上

浙江石油迎新春送祝福

传承石油精神传承石油精神
弘扬石化传统弘扬石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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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西麓，九女峰旁，山光风
远，泉溥云舒。

斑驳的警戒哨塔矗立在负势
竞上的山峰之下，守望着山峦两侧
的翠微连珠，10座巨型油罐深伏在
连珠腹中，火车的汽笛声仿佛还在
山间回荡，似在向往来游人述说着
厚重过往与蓬勃新生。

这里，便是山东石油 6907 工
程“战天斗地、惟实励新”红色教育
基地。6907工程代表1969年国家
第 7个重点工程，设计存储轻油 5
万立方米，是国内同时期批建投资
规模最大、储量最大、隐蔽理念最
为前沿的半地下油库。2023年 12
月，6907 工程入选首批山东省工
业遗产名单。该基地主要由地下
隐蔽式罐区及设施遗址、6907 工
程历史文化展厅和党校教育基地
三部分组成。

其中，地下隐蔽式罐区及设施
遗址包括10座半地下隐蔽式储油
罐和原驻库武警部队营房等代表
性场所；6907 工程历史文化展厅
设有历史资料展陈区、影像资料展
示区和党建文化展示区；党校教育
基地设有泰山挑山工主题文化广
场、百年党史展示区、廉政文化长
廊和党建VR场景演示区。

当年，近万军民参与 6907 工
程建设。在建设过程中，他们没
有机械就手挑肩扛、没有设备就
现 场 制 造、没 有 经 验 就 反 复 尝
试。他们首创空桶支模法、U形油
管填土焊接法、伞形吊装焊接架
等方法，克服了当时工程物资与
机械装备匮乏的诸多困难，验证
了油库断裂带选址的可行性、无
缝钢管压强计算测试等技术理
论，填补了我国大型油库自主建

设的多项技术空白；创新应用百
米高度落差输油流量与压力精确
控制、输油管线阴极保护法、油泵
通风防水隔层等技术，为我国现
代化石油储运项目的规划与运维
摸索出成功经验。

他们凭借着一心向党、忠诚报
国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战天斗
地、甘于奉献，克服恶劣环境影响，
用时5年完成建设任务，为保障我
国三线建设顺利开展、华北地区的
工农业发展夯实了能源储运基础。

1974 年 5 月，6907 工程正式
投入运营，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最早
投入精密仪器和自动化设备、建立
起现代化科学管理制度的隐蔽油
库。鲜明的红色基因、先进的油库
管理理念、保障国家经济建设的崇
高使命，厚植出一代代山东石油人
事争第一的精神风貌。

在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浪潮
下，6907 工程在我国工业发展及
民用油供应领域发挥的作用愈发
显著。从当时全国石油运销分布
格局看，年吞吐量达百万吨的山东
省利民石油库（6907 工程竣工后
正式命名为山东省利民石油库）成
为通衢南北、居中调度的重要枢
纽，有力带动输油铁路沿线省市的
经济发展与相关配套产业的崛
起。2003 年，随着鲁皖管输工程
的开通，6907 工程建设的储油库
区停用。

紧紧依偎着泰山的臂膀，6907
的“乳名”犹在耳畔，利民的使命传
承至今，日居月诸，精神永存。连
珠般的山丘，虽低于群山，却扎根
基石。偌大的胸怀，盛装的不仅仅
是石油，更是先辈们满满的创业激
情，其身上蕴含的“战天斗地、惟实
励新”精神，激励新时代石化人勇
担新使命、奋进新征程。

山东石油山东石油 69076907工程工程““战天斗地战天斗地、、惟实励新惟实励新””红色教育基地全貌红色教育基地全貌。。

6907工程历史资料展陈区。

原 6907工程技术员刘长厚以 6907工程建设
历程为原型，撰写了长篇小说《高山脚下》。图为

《高山脚下》手写书稿。

侯晓林

6907工程是我国三线建设时期的重点
项目。6907工程档案征集工作始于 2016
年，持续至今，累计征集实物档案、电子档
案1800余份，举办各类展览、征集活动20
余次，编写5万余字口述历史文献，制作数
字视频档案素材 300余分钟，有力支撑山
东石油 6907工程历史脉络梳理与红色教
育培训工作的开展。

档案征集“4个+”特色创新模式是山
东石油6907工程“战天斗地、惟实励新”红
色教育基地在档案资料征集整理过程中总
结出的实践经验，对历史跨度长、历史档案
保存相对分散的同类项目有着一定的借鉴
价值。

渠道创新
“横向+纵向”征集档案

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各参建单位、机构
的变迁，6907工程历史档案资料征集工作

“横向跨度空间大、纵向时间周期长”的特
征也愈加凸显。

6907工程档案征集团队创新采用“横
向五千里、纵向五十年”档案征集策略，完
成了1800余件实物档案、电子档案的征集
工作。

横向上，赴北京中央档案馆、中国石油
工程设计西南分公司（原石油工业部四川
设计院）、山东省档案馆、中国石化山东石
油档案馆、原济南军区后勤部工程兵大队

档案馆，以时间检索、关键词检索、关键地
点探访、关键人物走访等形式，地毯式横向
搜集6907工程相关档案资料。除此之外，
在线上发布各类征集公告、短视频，在线下
6907工程遗址所在地周边村镇及老干部活
动中心设立固定式、移动式征集广告，广泛
征集各类历史档案资料及历史文物。

纵向上，以 6907 工程 50年时间线为
线索，以 6907 工程建库批文、项目建议
书、项目图纸、竣工报告、工作总结等核心
资料为节点，丰富历史档案的纵向时间
线，进而形成 6907 工程档案征集管理工
作的特色主线。

组织创新
“亲历+亲力”挖掘历史

为进一步提升 6907工程历史档案资
料的征集管理能力，山东石油成立专班，负
责统筹挖掘 6907工程历史资料与红色资
源，为 6907工程申报国家工业遗产、中国
石化红色教育基地及各类宣传教育活动开
展提供组织保障。

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是 6907工程
的“活档案”。为确保历史资料的真实性、
历史脉络的清晰性，专班由10余位6907工
程建设亲历者代表、退休干部职工代表、原
驻库部队退伍官兵代表、泰山石油党群工
作部代表组成，将亲历者对6907的深厚情
感、奉献精神与工作积极性转化为助推历
史挖掘工作的引擎，在工作实践中逐渐形
成了亲历者“亲力亲为”挖掘整理档案资料

的特色工作模式。
他们在泰山石油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

亲历者口述历史交流活动。截至目前，专
班已根据现有档案资料完成近5万字70余
篇口述历史文档，并整理《刘长厚工作日
记》3册，极大丰富了 6907 工程的历史价
值、精神内涵与文化感染力。

专班深挖历史细节，助推6907工程历
史档案的生动化、资源化利用。馆藏6907
工程历史档案以文件为主，文件中的每一
项决策、每一组数据，在亲历者的解读下成
为一篇篇生动的故事，转化为山东石油党
建工作独有的红色资源与生动教材。

载体创新
“数字+实体”多维征集

鉴于6907工程历史跨度较长，大多工
程建设亲历者年龄已近90岁，在征集实物
档案及历史文物的过程中，专班也十分重
视数字影像档案的录制与留存。一方面
可以通过视频等数字载体记录更加丰富
的历史细节，为后期档案资料的研究、利
用、展览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可大幅节约
档案存储的空间及档案资料整理所需的
人力、物力与财力。

在数字档案征集过程中，专班以采访
的形式对全国各地的 6907工程参与者进
行视频专访，根据受访者当时的工作岗位、
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作事迹等差异化要
素制定采访大纲，在采访过程中善加引导，
提升数字档案资料的可利用性。

专班还建立人物链、事件链、文件链，
即通过采访一位亲历者，获得另一位亲历
者的线索；通过一个受访者提到的某一个
事件，去印证、发现更加丰富的历史素材；
通过对已征集到的实物文件与受访者的关
联性，引发受访者更多的联想，从而获取更
加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档案征集线索及方
向。

截至目前，专班已通过“数字+实体”多
维征集模式采集数字档案素材 300 余分
钟，制作了3部总时长44分钟的纪录片，并
为抖音、视频号等短视频宣传平台提供大
量素材。

展览创新
“云端+现场”立体体验

档案征集活动的知名度可以提升档案
征集的效果。在征集工作中，专班坚持“以
征办展，以展带征”，不断提升6907工程及
档案征集活动的知名度，有效激发广大职
工及社会人士参与活动、提供线索的积极
性。

他们开设6907工程历史文化展馆，每
周5天展陈阶段性档案征集工作成果，配备
专业讲解人员讲述建设故事；依托6907工
程库区遗址、九女峰乡村振兴学院、各类红
色研学教育活动，不定期举办移动展览；依
托直播平台，面向中国石化全体职工开办
6907工程库区遗址、6907工程历史文化馆
云展览，借助航拍、现场实拍切换等技术手
段，立体展示6907工程遗址全貌。

文化文化
圆桌会圆桌会 如何做好红色教育基地档案征集工作

6907工程原驻库武警部队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