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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26 日，是敬爱的方毅同志诞辰 100 周

年的日子，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再次勾起了金川人

对方老深深的怀念之情。自 1978 年至 1986 年的 9 年

时间里，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同志，

八次亲临金川，带领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冶金部、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以及甘肃省委、省政府的负责

同志，围绕金川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研究组织跨行业、

跨地区的大规模科技联合攻关，有力推动了金川镍基

地的生产建设，使金川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方

毅同志长达近十年时间亲自组织全国 50 多个科研院

所和生产单位的专家、学者，持续抓金川科技联合攻

关，才实现了金川发展的突破，同时为金川后来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依靠科技进步推动金川发展，成

为金川文化中最具个性、最具特色的内容，金川人的

心中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没有方毅同志亲自引领

的科技进步之路就没有金川的现在，没有对这种科技

创新精神的持续传承也不会有金川的未来。

1958 年在甘肃河西走廊发现了金川镍矿，1959

年金川公司成立，拉开了金川镍矿开发建设的大幕。

金川镍矿是一座多金属伴生的大型硫化铜镍矿床，以

镍矿为主，伴生铜、钴、铂族金属等二十多种有价元

素。然而，在开发建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由于科技、

管理等因素的制约，金川的镍产量始终没有突破万吨

大关。在 1978年 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金川被

列为全国矿产资源三大综合利用基地之一。1978 年

8月 5日，方毅同志第一次来到金川，金川的发展从此

发生了历史性转变。1983 年镍产量首次突破万吨大

关，1984 年一万五千吨，1985 年达到两万吨，成功迈

出“三年三大步”。1989 年金川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3年金川镍闪速熔炼炉建

成投产，标志着中国镍冶炼水平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从方毅同志第一次踏上金川这块热土，金川的发

展就紧紧与方毅的名字凝结在一起，就紧紧与科技创

新联系在一起。方毅之于金川，绝不仅仅是当年的科

技联合攻关，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传承，一

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方毅同志持之以恒通过科技攻关抓矿产资源综

合利用的作风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方毅同

志逝世后，1997年 10月 2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方毅

同志生平》中说：“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同经济建设

紧密结合，他从 1978 年起连续 9 年，每年率领上百位

科技工作者前往攀枝花、包头、金川等地，研究共生矿

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和巨大的经

济效益。”1992年 8月 12日，江泽民同志到金川视察时

两次说到，方毅同志抓金川，吃了苦、出了力、立了

功。2011 年 11 月 30 日，吴邦国同志在给金川的批示

中说：“金川是我国镍都，方毅等老一辈为金川的发展

倾注了大量心血。”温家宝同志曾多次高度评价方毅

对金川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2009 年 10 月 17 日，温

家宝同志到兰州金川科技园视察时说，我很怀念方毅

同志，方毅同志抓科技，除了中国的整个科技规划以

外，他还特别重视矿产的综合利用。对三座矿山特别

重视，一个是金川，一个是包头，再一个就是攀枝花。

八次亲临金川，组织科技大会战，是方毅同志指挥

我国科技工作者在西部大漠进行的一场历史性决战，

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振兴中华、强国富民而进

行的一次成功探索。在方毅同志百年诞辰之际，让我

们共同回顾历史的往事，深切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老

人，激励我们在新的征程中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

批评中肯 一针见血

方毅同志认为，作为领导抓工作，不是说说而已，

更重要的是亲手去抓几个典型，抓出成绩，取得经验，

才能更好的指导面上的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他抓攀枝花、包头、金川三大共生矿综合利用的想法

得到一致赞同和支持。方毅决心亲自挂帅，组织科技

人员攻关，啃下这三块硬骨头。他的想法得到了邓小

平的坚决支持。三大共生矿，三块硬骨头，对于一个

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他

说：“厂长、经理、校长，三年搞不出成绩来，要主动让

位。我也一样，三年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就主动让

贤。”他还说：“我国的三大共生矿，只要我管这个工

作，在我有生之年，活一天就要过问一天。”

方毅同志第一次到金川，他首先用了三天时间，

深入矿山井下、冶炼炉旁、生产车间，认真仔细地察

看。当时的金川，冶炼厂区绿水横流，二氧化硫烟气

弥漫。通往露天矿的道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井

下巷道里积水没膝，犹如纵横交错的地下河。许多矿

柱断裂东倒西歪，在巨大的矿压下，有的地方随时都

可能突然塌方。方毅住的招待所在冶炼厂旁边，随时

都能闻到刺鼻的冶炼烟气。

1978 年 8 月 8 日，在方毅同志首次召集的金川干

部、科技人员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讲了两个多小时。

他说：“我这次到金川来，是为了了解金川硫化铜镍矿

的综合利用问题。我参观了矿山、工厂和研究所，很有

收获。金川镍矿资源储量大，品位高，伴生元素丰富，

含有镍、铜、钴、铂族元素、金、银、硫等二十多种，这在

我国目前有色金属矿藏中首屈一指，在世界硫化铜镍

矿中也是排在前面的。”在充分肯定了金川公司近二十

年取得的成绩之后，方毅严肃地指出当时存在的主要

问题：一是金属回收率低。镍的选矿冶炼总回收率不

到 55％，铜为 42％，钴为 15％，铂、钯只有 20％。许多

宝贵资源丢掉了，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情。二是综合

利用差。除了上述元素回收率低以外，还有其他十多

种伴生元素基本上没有回收利用。三是矿山建设速度

缓慢，质量上存在不少问题。四是技术装备落后，劳动

生产率低。五是缺乏文明生产，环境污染严重。后来，

他又把这些问题概括为三句话，即“矿山建设十分缓

慢，金属流失十分严重，企业管理十分落后”。

怎样加快金川镍矿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毅

讲了六条意见。他从领导班子的整顿，讲到科学实

验，一再强调科学技术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科学技

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必须走在生产建设的前头。他

讲了常书鸿、蔡希陶、杨乐、张广厚等人对知识、事业

无怨无悔、锲而不舍的追求，号召金川广大科技人员

学习他们的创业精神。他还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世界

上的先进科技成就，指出了我国的差距，明确提出要

加强科学技术工作，奋起直追，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赶

超世界先进水平。他说：“要采用新技术，从最先进的

现代技术水平起步。谁的方案最经济，最合理，回收

率高，我们就采用谁的。”方毅的讲话，一石激起千层

浪，在金川人心中掀起层层波澜。既指出存在的问

题，又提出解决的办法，一针见血，犹如久旱逢甘露，

滋润着与会人员的心田。金川人的思想得到了极大

解放，群情振奋，决心大干一场，让被邓小平同志誉为

共和国难得的“金娃娃”的金川镍矿早见天日。

方毅同志第一次视察完金川返回北京后，立即于

1978年9月1日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书面报告——《关

于加强金川共生矿开发利用和工业生产科技管理的报

告》，该报告显示了方毅同志的高瞻远瞩，后来金川公

司的许多工作都是按此报告的思路和想法进行的。

联合攻关 锲而不舍

方毅同志多次强调，一定要通过科技联合攻关，

尽快把金川建设成为规模和水平都堪称一流的世界

级明星企业，不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就会愧对历史，

“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辜负了这块得天独

厚的宝地。他深深的忧患意识和执着的奋斗精神充

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振兴中国镍钴工业

的雄心壮志和强烈愿望。

方毅明确指出，金川要发展，必须抓矿山，“矿山

搞不上去，生产就会成为‘无米之饮’”。方毅同志第

一次到金川时就认定镍产量上不去的关键是矿山。

他说，就同许多大型冶金联合企业一样，金川镍基地

建设中的最大难题在矿山。而金川的资源优势主要

在二矿区，二矿区的储量占金川镍储量的 75％，金川

公司的前途和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矿区的开

发。每次到金川，他都要下井视察，越是危险的地方

越是要去，任何人劝阻他都不听，有时甚至发脾气：

“我是人，难道在危险地段干活的工人不是人?我是去

看望他们，向他们致敬。”

由于技术难关挡道，金川二矿区从 1966 年起开

始建设，拖了 10多年始终没能建成。因此，许多人把

二矿区看成是个无底洞，甚至有人说干二矿区是“大

干大倒霉、小干小倒霉、谁干谁倒霉”。

在金川科技联合攻关中，方毅同志首先提出要把

加快矿山建设作为主攻方向。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

与攻关者们一起制定研究课题，先后开展了掘进与支

护、采矿与充填等 4 个方面 59 个专题的研究，并取得

先让后抗、二次支护、喷锚支护等一大批具有国内外

先进技术水平的科研成果，加快了矿山掘进速度，为

先进采矿技术在金川矿山的推广采用、大幅度提高采

矿量创造了条件。“中瑞(典)技术合作岩石力学研

究”、“高浓度胶结充填料浆管道自流输送新工艺研

究”以及“金川二矿区机械化下向分层水平进路胶结

充填采矿法试验研究”等科研课题的研究成功，解决

了二矿区在开发建设中所面临的技术难题，提高了金

川矿山采矿工艺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使建设 12年

仅完成工程量 52％的二矿区，科技攻关 4 年，便顺利

建成并于 1982 年正式投产。1987 年二矿区出矿能力

突破了 100万吨，以后每年稳步增长，1996年出矿 200

万吨，成为国内有色金属系统年出矿量最大的井下矿

山，既满足了生产急需，又使金川矿山迈入了大型化、

无轨化、自动化采矿的世界先进矿山行列。金川镍矿

出矿量由 1977 年的 170 万吨提高到 2015 年的 870 多

万吨，其中二矿区出矿量已达 400多万吨。

1979 年，“从二次铜镍合金(磨浮合金)中提取贵

金属新工艺”的试验在金川取得成功，方毅得知后非

常高兴，亲自参加了由冶金部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技术

鉴定会，他要求将这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当时遇到的难题是资金一时难以筹措。在方毅同志

的大力帮助下，国家科委给金川公司贷款 490 万元。

设计人员废寝忘食，三个月内拿出了贵金属车间的设

计。1980年 7月 23日，方毅同志一下火车稍事休息后

就直奔金川职工只用 7 个月时间刚刚建成的贵金属

车间，看着崭新的厂房，抚摸着一台台锃亮的设备，他

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谢谢大家，人民感

谢你们!”7 月 28 日，他在第三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

技工作会议上，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镍、铜、钴和金、

银、铂、钯、锇、铱、钌、铑等贵金属的性能、用途等，与

会者无不被他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大家对贵金属有了

更深的认识。不久，贵金属车间打通了全流程，做到

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投产，使铂、钯、金的

回收率提高了 1/3，锇、铱、钌、铑的回收率提高了十多

倍。投产一年多时间就用新增效益偿还了全部贷

款。该研究成果于 1985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金川公司的贵金属提取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方毅同志十分重视金川公司在科技联合攻关中

创造出的经验总结和推广工作。1983年，方毅在第六

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工作会议上说：“我认为需

要认真总结一下，这样做，对金川今后的发展大有好

处，对推动整个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会产生重要作

用。”1984 年他又说：“在有色金属工业面临着大发展

的新阶段，总结和推广金川的工作经验，具有重要的

意义。”他概括了六条金川发展的经验：“第一，走依靠

科学技术进步，发展企业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道

路。第二，坚持综合利用的方针。第三，大力协同，联

合攻关，锲而不舍，一抓到底。第四，不断提出新的战

略目标，搞好规划。第五，实行对外开放，大胆进行改

革。第六，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1985年 10月，在全

国有色金属科技工作会议和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第八

次科技工作会议上，这六条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

司正式命名为“金川经验”，并作出了在全国有色系统

开展学习金川经验活动的决定。

方毅同志对镍都金川充满深厚感情，1985 年 10

月，他在第八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会议上说的一

席话，无不使与会者动情和倍感亲切。他说：“自 1978

年以来，我 8年 7次来金川。在这里，目睹了金川一年

一年的变化；看到了工人、干部和科技人员在祖国大

西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镍钴工业的振兴英

勇奋斗，为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看到了金昌市从

诞生到繁荣。”1986年，方毅同志第八次到金川参加了

第九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会议以后，虽然再没有

来过金川，但他一直倾心关注着金川的发展，对有关

金川情况的每份报告和反映，都一一亲自过目，或作

批示，或委人办理。

大规模科技联合攻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为金川插上了腾飞的翅膀。金川科技联合攻关 15 年

时间，共开展 542项专题研究，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154

项，其中 113 项应用于生产实际并获得省部级以上奖

励，9 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纯属科技进步给金川公

司增加的经济效益达 12.5亿元，这个数据对于当时的

金川来说实在是太不容易，占了同期实现利税总额的

45%。在扩建二期工程建设中，金川公司把赶超世界

先进水平作为奋斗目标，大量采用科技联合攻关中的

最新科研成果，大胆引进美国、德国、瑞典、芬兰、日

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坚定地

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国内科研相结合的路子。经

过参建单位 8 年的艰苦鏖战，总投资 26.6 亿元、被列

入国家“七五”和“八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的金川

扩建二期工程，于 1995 年底全面建成投产，金川的采

矿和铜镍冶炼工艺技术步入世界先进行列。在联合

科技攻关期间，金川公司每年召开一次科技工作会

议，此后，金川始终坚持每两年召开一次科技攻关大

会，到 2015年，共召开了 21次金川科技攻关大会。在

2011 年召开的第 19 次金川科技攻关大会上，明确提

出启动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新一轮金川

科技攻关。方毅同志在金川开启的科技攻关推动企

业发展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科技攻关，创新创效，成

为金川半个多世纪光辉历程的传家宝，使金川一步步

走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经营集团。1987年，金川

公司获“全国资源综合利用先进单位”称号；1989 年，

“金川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91年，金川公司获国家级企业技术进步奖；1996年,

“金川镍的综合利用”被列为国家“八五”期间为国民

经济贡献巨大的全国十大攻关成果；2004年金川荣获

“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2008 年荣获“全国

质量奖”；2011 年，荣获中国工业领域最高奖——中

国工业大奖；2012年，“复杂难处理镍钴资源高效利用

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金川镍矿高应力特大型矿

床连续开采综合技术”项目同时分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二等奖。2013年 2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兰州

金川科技园时充分肯定金川科技创新并寄予殷切希

望，他说，金川集团、金川人为我们的工业现代化而奋

斗，自力更生，在科技创新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希望金川在科技创新方面迈出更大步伐，抓住科技

创新的核心和人才培养的关键，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

域，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再接再厉，

更上一层楼。

关心职工 改善民生

方毅同志非常关心群众疾苦，对职工工作、生活

中存在的问题和合理要求高度重视，他密切联系群

众、关心职工生活的优秀品质在老一代金川干部职工

中留下了永远无法忘怀的深刻记忆。

方毅同志从金川地区的实际出发，从长远发展着

想，建议成立省辖市，为镍基地生产建设服务。1978

年 9 月 1 日，方毅同志在向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书面报

告中指出：“建立省辖金川市。把永昌县及其所属永

昌镇、河西堡镇和金川镇合并成金川市，作为甘肃的

省辖市。”金川公司和八冶公司的创业者们听到这一

消息，无不喜上眉头，翘首盼望。1981年 2月，国务院

正式批准建立金昌市(以辖金川区、永昌县而得名)，

由甘肃省直接领导。从此，在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

增加了一个新的省辖市。金昌市的成立，有力地支持

和促进了镍基地建设。

方毅第一次到金川，就讲到金川的环境污染问

题。他说，我在包钢就讲了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也绝

不能掉以轻心。二氧化硫烟气，危害工人健康，污染大

气，必须下决心回收。群众反映，金川这里黑黑的灰，

绿绿的水，很有意见。请同志们动脑筋，想想办法，如

果哪个地方污染严重，领导干部首先要经常去那个地

方参加劳动，尝尝这个滋味，就知道污染的厉害，就会

加快环境污染的防治了。方毅的讲话，引起了金川干

部职工的强烈共鸣。在此后的科技联合攻关中，金川

公司坚持投入大量资金解决环境污染问题。2015年 2

月金昌市成为甘肃首个全国文明城市，金川集团继承

和发扬光荣传统，高度重视环境污染治理功不可没。

金川公司上马于困难时期，建设初期又坚持先生

产后生活的指导思想，职工生活积累了许多难以解决

的困难，6000多名职工子女和数千名职工家属无业可

就，许多人没有金昌户口。不少工程技术人员由于配

偶长期调不来或难以落上户口离开了金川。1980 年

7 月 27 日晚，几位女同志冲到金川招待所大厅，又哭

又闹。方毅了解到，原来她们因丈夫在井下工亡，家

里留下孤儿寡母，本人没工作，孩子上不了学，一家大

小没有金昌户口，生活没有着落。其中一位 21 岁丈

夫就去世了，没有金昌户口，没有工作，也难以再婚，

处境十分凄凉。

了解到这些情况，方毅同志心情很沉重。第二

天，他在第三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攻关会议上

说：“我到了攀枝花、包头、金川，来告状最多的就是金

川。家属户口不能解决吗？这次回去，我要向上面反

映。君子要成人之美呀！二十几岁，丈夫就死了，我

看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剧呀!我们一定要关心职工的生

活问题、孩子入学问题、牺牲了的人的问题、现在在这

里工作的人的问题，等等。”在方毅同志的关怀和支持

下，不久甘肃省以特批的方式解决了一些工亡职工家

属的落户问题。在此后的几年里，数千名老工人的妻

子儿女成为了名符其实的金川人，数百对工程技术和

专业人员，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1987年 6月 10日，金昌地区经历了一场暴雨的袭

击，全程降雨累计 40 多个小时，金川集中降雨 161.4

毫米，造成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9 万多亩农田

被淹，公司一些工业设备遭受损坏，2000余户职工“干

打垒”住房倒塌，全公司被迫停产 5 天。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780 万元、间接损失 1100 多万元。方毅闻讯，

立即致电慰问，并很快落实了救灾款，金川公司利用

这笔资金新开辟了 4个生活小区，修建了 191栋楼房，

6059户职工喜迁新居，极大地改善了职工住房条件。

倡导书画 培育文化

方毅同志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喜好书画、围棋，出

版了书画集。他曾对金川的同志多次说：“我一生不贪

财，不好色，不谋权，不求利。除了工作、学习，就是练

练书法，画上几笔画，别无他求。我工作再忙，也要保

证每天一个小时的练字时间。”方毅同志每次来金川

的时候，既是广大科技人员汇报成果、研究工作的最佳

时机，又是甘肃省内许多书画、摄影人士切磋技艺、交

流经验的难得机会。每年的科技攻关工作会议期间，

既办科技成就展览，又办书画摄影艺术展览。方毅同

志到金川 8次，给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公司的同志留

下了 100 多幅墨宝。在金川，很多人家里都挂着方老

的字画。对金川的书画爱好者们，他几乎给每个人都

写字予以鼓励。在方毅同志的积极鼓励和大力倡导

下，金川公司及金昌地区的书画摄影活动蓬勃开展，职

工文化生活非常活跃。在金川公司，流传着许多关于

方毅同志与书法爱好者结成至交的故事。1996 年 4

月，金川公司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腾飞的镍都职工

摄影艺术作品展”，方毅同志拖着病体出席开展仪式。

在上个世纪 90年代，一个企业能够单独在中国美术馆

举办职工摄影艺术展并不多见，方毅同志对金川公司

职工文化的有力推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至诚之爱 深切怀念

1997 年 10 月 17 日 15 时 7 分，方毅同志在北京逝

世，享年 81岁。噩耗传来，金川干部职工沉浸在巨大

的悲痛之中，尤其是许多老同志，泪水禁不住夺眶而

出。大家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对金川怀有深厚感情的

尊敬的领导、挚爱的师长而感到哀痛和惋惜。金川职

工举行多种纪念活动，沉痛悼念为金川建设立下汗马

功劳、作出巨大贡献的方毅同志。《金昌报》、《镍都报》

和金昌人民广播电台刊登、广播怀念方毅的文章；金

川公司电视台连续播放方毅同志视察金川专题片。

公司派党委书记杨学思赴北京参加悼念活动，慰问方

老家属。10 月 27 日，方毅同志治丧委员会破例同意

让杨学思书记把寄托着金川公司全体职工和家属无

尽哀思的悼念文章分发给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方毅

同志遗体告别的人员。1998 年 10 月 22 日，金川公司

举行“纪念方毅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与会人员深

情地缅怀了方毅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对金川作出的巨

大贡献。以后在召开金川科技工作会议或方毅同志

的诞辰、逝世等重要纪念日，公司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表达金川人对方老的至诚之爱和深切怀念之情。方

毅同志逝世后，有关部门先后编辑出版了《回忆方

毅》、《方毅》画册、《方毅传》和《方毅文集》等多部著

作，金川公司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图片。

方毅同志，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位雄才大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位知名的书画家，

我国对外经济战线和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人，对金川

事业的锲而不舍、一抓到底，将永远激励着一代代金川

人大力发扬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光荣传统，为资源报

国的崇高理想而奋斗，建设百年金川，打造长青基业。

八下金川潜心攻关 科学精神光耀后人
——纪念方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 中共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841984年年88月月，，方毅第六次视察金川方毅第六次视察金川，，深入井下与工作人员研究技术问题深入井下与工作人员研究技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