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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光辉勉后人 

——记北京市原副市长、石化总厂 30 万吨乙烯会战指挥王纯 

 

索俐 

 

1974 年 8月，受北京市派遣，原北京市副市长王纯赴北京石化总厂担任党

委副书记、30万吨乙烯会战指挥部指挥。从此，他便日以继夜投入到领导我国

第一套引进的 30 万吨乙烯工程建设的大会战中。 

此时，王纯同志刚做完肺部切除手术不久。他不顾身体虚弱，接到任命便立

即把行李卷搬到燕山并一头扎进大会战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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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石化总厂党委副书记、30 万吨乙烯会战指挥部指挥，王纯同志以

极大的热忱，及时、有针对性地做好会战干部职工的思想动员和精神激励工作。 

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30 万吨乙烯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圈阅的

国家重点项目。它的建成，对于贯彻落实毛主席‘争取时间，壮大自己，反对侵

略’的战略方针，增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进一步改变我国石油化工生产

面貌，壮大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支援农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大的政治经

济意义。我们能够直接参加乙烯工程建设，是党对我们的信任。中央、国务院领

导对我们这姓工程十分关怀，经常作指示。我们绝不能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期

望，一定要坚定不移地高速度、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乙烯建设任务。” 

他激励大家说：“乙烯建设是一场政治仗，是一场志气仗，是一场争光仗。

中央和国务院建委、部、市委再三指示我们，一定要按合同期建成。只能提前，

不能拖后；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这是对我们队伍的思想、意志、作风和技术的

考验。是体现我国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的时刻，是关系着我国国际信誉的大事，

是关系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

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革命加拼命，打好高质量的大决战，打好高速度的大决

战！” 

王纯同志除了做好政治动员和组织领导等工作，还充分利用自己在北京市担

任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曾任六年北京市副市长的人脉优势，千方百计、全力以赴

为解决乙烯会战和石化总厂职工生活难题而上下奔走、左右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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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王纯同志啊！他在北京市各区县的威信真是没的说，一路平蹚！有

了王纯同志坐镇协调，那是处处给绿灯！比如开挖从颐和园到燕山的百里水线，

涉及三区一县四十二个公社，多复杂呀！可王纯同志一出面，没有为难作梗的。

一道令传下去，占哪的地就由哪个村子组织农民承包水线开挖工程！任务派下去，

我们只管督促检查质量是否合格，最后，按开挖的土方量给人家报酬就行了……

那家伙，数万人施工，真是声势浩大，规模宏伟，我们仅用了六个月就把百里水

线干成了！这是个奇迹！还有从颐和园团城建取水口的问题，找有关单位协商多

次也不行，王纯同志出面后拍板说‘就这么定了，不再议！’结果问题就解决了！”

30 万吨乙烯会战指挥部总调度长高寿生充满激情地回忆说。 

建设 30 万吨乙烯工程，要引进许多大型国外设备。这些大型设备先要从国

外通过海运抵达天津港，然后再通过陆路从天津运到燕山。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从天津到北京燕山的公路等级都普遍较低，无论是宽度、高度，还是路面桥涵的

承载能力都很难满足运输这些大型设备的需要。 

为此，王纯同志亲自挂帅，带领有关部门从北京到天津，沿途察勘道路和桥

梁承重情况：道路该加宽的加宽，该重修的重修；桥梁涵洞不符合标准的，该拆

除的拆除，该加固的加固……由此，通往北京石化总厂的“大件路”奇迹般诞生

了！运输大型设备的时候，王纯同志专门把交通局改造后的大型拖车调来，并组

织警车开道，从天津到北京，一路紧张有序，红旗招展，场面热闹非凡，沿途老

百姓纷纷驻足观看。 

如今，这条为燕山石化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大件路”，仍在默默服务于燕

山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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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万吨乙烯会战要解决电的问题、副食供应问题、交通运输问题、人事户

口等一系列问题……王纯同志就把北京市各相关委办局领导请来，共同研究解决

会战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建厂初期，全区没有路灯，职工夜里上下班黑咕隆咚看不清，特别是女同志

更是害怕，王纯同志得知后，请市电力局帮忙，没过一周石化总厂的主要路段就

安上了路灯。 

上万人参加乙烯工地大会战副食品供应不上，燕山地区闹起了菜荒，靠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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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根本供不了，王纯就到市里和郊区县去组织大量菜源，保证了会战职工的生活

供应。 

30 万吨乙烯工程建设的主力军——北京化工建设安装公司的大多数职工是

从兰州、吉林等外地抽调过来参加会战的。 

参加乙烯会战，总得有个就近落脚的地方。但最初给北化建确定的基地地址

在数里外的大石河附近。北化建同志感到很为难，觉得那里离乙烯会站工地太远，

工人们往返上下班的时间太长。王纯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多方奔走协调，最终

使北化建的基地确定在乙烯会战工地北面不足一公里的地方。北化建干部职工都

从心里感谢王纯同志的热情关怀和真诚仗义。 

北化建新调来参加乙烯会战的干部职工都没有北京户口。在那个物资匮乏，

粮食、副食等全部凭票供应的年代，这些职工的生活就成了大难题。 

北化建副经理陈传令说：“这件事让我们伤透了脑筋，找了多个部门也没能

解决。王纯同志来了以后，我专门找到他看能不能帮助协调解决一下。他一面和

北京市有关部门积极联系，一面写了个条子叫我去找北京市革委会领导。他说：

“你放心，这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天字一号’工程，一定得解决，不

能让工人和家属们挨饿！” 

就这样，在王纯等领导的积极协调和催促下，新调入参加会战职工的生活供

应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北京石化总厂在不断扩大，快速发展，职工家属逐渐增加到数万人。但由于

职工居住分散，从东沟到西沟上下班路途遥远，厂区内又没有公交车，职工上下

班的交通便成了大问题。 

王纯同志看到这一情况后，焦急地和市交通局联系，希望他们能派车、派人

来燕化开辟环厂临时线路。 

市公交领导为难地说：“王市长，市内车辆很紧张，实在抽不出来。再说，

司机们也不愿上你们那山沟里去呀……” 

王纯同志有些生气了：“我是说请你们能加开个临时环厂班车，又不是长期

的！等以后路修好了，厂建成了，燕化自己会买车解决的。到那时，你想来我还

不要了呢！30 万吨乙烯是中央和市里重点建设工程，各方面都是要人给人、要

物给物，你交通局看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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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局长沉不住气了，急忙说：“老市长，您别生气，我们马上安排，马上

派车好不好……” 

“这还差不多！那我就代表石化总厂全体职工感谢你了……” 

很快，燕山便有了 4 台环厂车开始运行。环厂车把石化总厂的东区和西区连

接起来，职工们上下班或出门办事都方便多了。 

一天的夜里，东方红炼油厂为 30 万吨乙烯装置供应轻柴油原料而建设的三

蒸馏装置正在紧张开车，但因为炉子上有个重要阀门尚未到货，开车进程受到了

影响。就在大家焦急无奈的时候，王纯书记来到了现场。 

在调度室里，王纯书记笑呵呵对大家说：“大伙辛苦了！怎么样，有什么困

难吗？”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兜儿里掏出一盒烟打开，发给每人一支（注：那时

候，防火安全要求尚未正规严格）。 

“王书记，还有个重要阀门没到货，怕是要影响工期……” 

“把这个单位写下来，你们甭管了，我马上打电话催，要他们立即解决！” 

王纯书记说完，立即给供货单位打了电话：“我是王纯。怎么搞的？知道不，

30 万吨乙烯是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项目，东炼三蒸馏是配套工程！你们马上

组织人把阀门送过来……好，谢谢你们了！” 

打过电话以后，他一边坐阵调度室等阀门，一边与调度员学毛选、拉家常，

直等到第二天这个阀门送到开车现场才离开…… 

一次，北化建在 30 万吨乙烯会战中要吊装大型设备，但发现吊装所需的大

型滑轮不够了。陈传令得知北京安装公司有这种大滑轮，但与人家却不熟悉，便

找到王纯同志求助。 

王纯同志当即找来一个小纸条写到：“xx 经理，乙烯吊装急需大型滑轮，请

你们支援，必办！具体事项请陈传令同志与你协商……” 

结果，陈传令马到成功，滑轮的问题果然得到了顺利解决。 

得知 30 万吨乙烯会战中吊车紧张，王纯同志马上抽出一张烟盒纸给北京一

家建设施工单位写了几行字。结果，北化建副经理刘文凯拿着这张条子前去求援，

人家当夜就派了两台 16 吨吊车赶到会战现场。 

3 

对“批林批孔”等政治运动，王纯同志始终有自己的看法。他几乎白天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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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滚”在 30 万吨乙烯会战现场，用自己的苦干实干去实践实干兴国的理念。

他要求公司团委副书记王玉英同志，发动团员青年组成青年突击队到现场慰问，

参加清淤、挖沟等艰苦劳动。 

“新中国是打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记住。团员青年就要做实干家……”这就是王纯同志的口头禅，也是他对青年团

员、青年突击队的反复要求和激励！ 

“那时候，把馒头、煮鸡蛋和切好的咸菜一起装上车，我们经常是晚上十一

二点跟着王纯书记到乙烯现场慰问加班加点的职工。每人两个馒头、一个鸡蛋、

一块咸菜……那时候，这就是最实惠的奖励。王书记和我们一起一边给职工发馒

头，一边给大家鼓劲，职工们干到半夜了仍旧是精神高涨……这就是那个时代的

精神！”王玉英书记深情回忆说。 

由于企业大轿车紧张，许多到乙烯现场参加会战的北化建职工，每天都要早

早起来步行十几里路赶到施工现场。 

北化建经理张彦宁心疼自己的职工，便向王纯同志提出请求：“王书记，我

们的许多职工住在东炼东山坡平房，每天上班要走十几里路，既耗费体力，又耽

误时间……能不能想想办法支援我们两辆大轿车接送一下上班的职工啊？” 

王纯同志爽快地回答说：“我马上想办法，马上想办法，争取尽快给你们解

决！” 

果然，几天以后，两辆大轿车此市里开到了北化建施工现场。职工们高兴极

了，大家敲锣打鼓排着队去欢迎，那热烈场面就像过节一般！ 

现场焊接制造四具大型乙烯球罐是乙烯会战中难啃的硬骨头。北化建工人们

在顶着高温酷暑，忍受着预热钢板 120 多度的灼烤，在闷热的球罐中每天连续奋

战十几个小时！白天组对，晚上加班焊接，焊工们挥汗如雨，体力消耗非常大。

著名的“五朵金花”就是在四具大型乙烯球罐焊接中的杰出代表。 

看到这种场面后王纯同志十分感动，他想方设法，从北京市给现场工人弄来

了大筒牛奶，送来了馒头、鸡蛋给大家补充体力；还特批为每位加班职工一天补

助半斤粮票和两毛钱加班费。工地上震动很大，工人们激动异常，纷纷表示要用

拼命的工作回报领导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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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作法却招来了一些非议，被批评说是右倾作风，是收买群众，还

遭到了调查。但王纯同志一笑置之，认为自己为工人们着想问心无愧：“我知道

物资的确紧张。可大家到现场看看，工人们是怎么挥汗如雨、拼命苦战的……给

点补助该不该……” 

1975 年，30 万吨乙烯建设进入了最后的设备保温阶段。这一阶段，吹扫、

试压、工程收尾……北化建全部人马倾巢而出但仍感到力不从心、人员不足。设

备保温需要大量人员，可人从哪来？实在没有办法，北化建只能发挥“老婆孩子

一起上”的精神，把全部家属都动员起来到施工现场为设备保温。 

王纯得知这一情况十分感动，特意跑到保温现场给北化建的职工家属们加油

鼓劲，表示慰问和感谢。 

“各位大妹子，你们辛苦了！这个大工程是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咱们能

为它出份力是大家的光荣！大家很辛苦啊，抛家舍业来这里搞夜战，我代表指挥

部向大家表示感谢啦！咱们大家一起干，一定要把这个大工程早日建成，向毛主

席、周总理报喜……” 

家属们被王纯同志的话激励得热血沸腾，原来的一点抱怨情绪早就飞到九霄

云外了！ 

当天夜里，王纯同志又动员共青团到现场慰问，为参战职工和家属每人发了

两个馒头、一个鸡蛋和一块咸菜……享受了这种特殊关心和特别待遇，参加会战

人们精神振奋，干劲更足了！ 

“干完保温后我家老伴说‘人家王纯哪像个大领导？一点架子没有，穿个工

作服，一点都不讲究，就像个老工人……他说跟我们一起干，你说谁还能有怨言

呢’!”陈传令回忆说。 

在 30 万吨乙烯会战现场，王纯乘坐的“212”吉普车被大家誉为为现场职工

“救急车”和“公车”：哪位职工在施工中受了伤，“212”会立即将其送到医院；

哪位职工的家属要生小孩了，王纯知道后，一定会让他的司机把孕妇及时送到医

院；现场办公有什么急事，王纯也会立即把“212 ”派过去…… 

4 

深入现场为基层同志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是王纯同志的一贯作风。 

一次，王纯看到高寿生有些魂不守舍，便问道：“小高，有什么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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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没什么事……” 

“那你为什么无精打采的？” 

高寿生只得道出了正在发愁的事情。 

原来，近些日子自己的内弟患上了耳病，发炎流脓，久治不愈，疑心患上了

恶性肿瘤。高寿生正为这件事发愁。 

“哎呀，我当什么了不起的事呢……好办，我给同仁医院许院长写个条子，

带着你内弟去看看……” 

说着，他找了一张不大的纸条写道：“许老，我有个好友的内弟怀疑耳朵里

有东西，你给好好查一查，拜谢拜谢……” 

许老是同仁医院耳鼻喉研究所所长、同仁医院副院长。 

高寿生带着内弟见了许所长，递上了王纯同志的纸条。许所长让他们稍后片

刻后，便开始给高寿生内弟看病。 

检查、看病一共不到十分钟，许所长便告诉患者说：“放心，不是什么恶性

肿瘤，只是发炎了，没事，吃点药、点点药就好了……” 

回来以后，高寿生内弟的耳病果然很快就好了。 

“王纯同志对我们的关心，那真是实心实意！”高寿生说。 

1975 年，东风厂空分装置检修，急用 4 个安全阀。采购员陈鹏羽联系安全

阀生产厂，人家说厂里已没现货，并告诉他刚给北京锅炉厂发来 20 台，看看能

不能找找他们调剂一下。于是，陈鹏羽急忙赶到北锅厂求援，但人家说是厂里的

配套设备不能调剂。陈鹏羽不得不赶回燕山找王纯同志求助。 

听了陈鹏羽的请求，王纯立即把手里的恒大烟盒打开，抽出里面的包装纸，

在上面给北锅厂领导写了几句话：北锅厂领导，石化东风厂检修，急需安全阀，

请大力支持……王纯。他叫陈鹏羽拿这个条子去办，回来后向他汇报。 

陈鹏羽带着几分兴奋和几分疑惑重新来到了北锅厂。北锅厂领导一看有王纯

同志的纸条态度大变，连忙说：“说好，好说，王市长的交待的事情我们马上办……

回去告诉王市长，请他放心。” 这位领导接着说：“建北锅厂时，王市长非常支

持我们，为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现在王市长发话要我们支援，我们哪能含糊！” 

结果，北锅厂硬是从自己的阀门中挤出四台让陈鹏羽拉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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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纯给大家的共同印象是：生活非常俭朴，总是穿着半新不旧的蓝色中山服，

脚穿一双普通布鞋，时常挽着裤脚，一条腿高，一条腿低，冬天披一件军大衣，

吸烟也是高档、低档随便凑合，始终保持了当年老八路的优良作风。 

据说，有一次王纯从乙烯现场下来后直接乘坐“212”吉普车到北京市开会。

来到市政府门口，他的司机被放了进去，王纯同志却被门口的保卫拦住了。 

原来，司机仪表讲究，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而王纯同志却不修边幅，穿着一

身带着油腻的工作服——保卫是错把司机当作开会的领导了。 

“司机师傅，您不能进，请在外边等候。”保卫拦着王纯同志说。 

王纯当即有些哭笑不得：“你这小伙子，怎么光看表面呢……” 

“小伙子，这是我们领导，我才是司机……”司机急忙跑过来解释。 

恰巧院里出来个熟人：“呦，老市长，您来了？怎么回事？把您给挡外边

了……哎呀，小伙子，这是王市长！赶快请进……” 

门卫顿时满脸尴尬。王纯冲门卫叹了口气这才走进了大门。 

1977 年 7 月，燕山石化 30 万吨乙烯工程建成开车不久，王纯同志便功成身

退重新回北京市工作。 

王纯同志在北京石化总厂虽然仅仅工作了近三年时间，但却与燕山结下了深

厚情谊：节假日时常来燕山看望干部职工；燕山人也经常到单位或家里去看望他，

有困难照样去找王纯同志帮忙。 

一次，一位熟人向燕化基建民用工程处的孙汉伶同志求援，说他在东北石油

管道局的哥哥去西北出差遭遇了车祸，想到北京宣武医院救治，但由于是外地人，

医院接受起来很困难，想请燕化的同志帮帮忙。孙汉伶一下子想到了已调到北京

市委国防工业第一办公室的芮杏文和王纯等老领导，便急忙赶到市里请他们帮

忙。 

芮杏文同志说：“这事得王主任出面……王主任，你看怎么办？” 

王纯同志立即拆开手里的烟盒，抻出里层包装纸在上面写道：“宣武医院院

办，兹有一石油战线老战士受伤，请安排住院。x 月 x 日  王纯”。 

孙汉伶拿着这个条子，顺利安排这位受伤的同志住进了宣武医院。 

芮杏文等同志曾就王纯写条子的事与他开玩笑说：“老王，你这条子还真灵，

一块烟盒纸写了人家也认，没有办不成的。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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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纯同志笑着说：“我呀是实打实，心对心。别人有难事向我求援，我有两

个，我让他拿走一个；我有一个，我让他拿走我不留！我真心实意支持他们，我

有事相求了，他们也得支持我对不？” 

据说，文革后整党时王纯同志曾因爱写条子而被批评是“后门大王”。但王

纯同志却诙谐地说：“我走后门，是给老百姓办事。他们有困难了，前门办不成

才来找我的，那是迫不得已嘛……” 

1990 年，燕山石化公司在燕山影剧院举行庆祝建厂二十周年大会，邀请调

离燕山的老领导们参加庆祝大会。当主持人介绍到王纯同志的时候，会场上掌声

骤起，经久不息。这发自内心的掌声，既表达了燕山人对王纯同志的深厚情感，

也表达了燕山人对他的真诚敬意。 

2001 年国庆节前，王纯同志因患肾病住进了北京医院。燕化的许多老同志

得知后纷纷去看望。当时，他已是满头白发，但却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觉得自

己还年轻，而且谈笑风生精神很好。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却猝然离世！ 

消息传来，燕山人深感悲痛和惋惜。 

“噩耗传来顿失神，音容笑貌倍加亲。忠心耿耿尽职守，公仆美德入人心。

品格高尚人称颂，业绩卓著青史存。先生虽逝英灵在，留得光辉勉后人。” 

这是燕化老职工陈鹏羽在王纯病逝后写下的一首深情悼诗。 

王纯——一位率先垂范的高级领导，一位心系百姓的真正公仆。燕山人不

会忘记他；他为燕房这块土地做出的贡献会铭记在人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