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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 

——李四光与国庆 15 周年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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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我们回望过去，

展望未来。六十年前（1964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十五周

年庆典上，老一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族各界杰出代表，以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齐聚北京天安门广场，共同见证了一场

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阳光明媚，天空湛蓝，天安门广场上彩旗

招展，人潮涌动。七十万名热情洋溢的群众满怀自豪，以激昂的

欢呼和坚定的步伐，共同庆祝新中国十五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

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展现了中国人民的自信。李四

光——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和开拓者——受邀出席了

这场庄严而盛大的庆祝典礼。天安门城楼上，李四光的身影格外

引人注目，不仅是因为他在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更是因为他书

写着新中国地质事业蓬勃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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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参加国庆 15 周年庆祝大会出席证 

及天安门检阅台席次图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宣告：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

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

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

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964 年，



周恩来总理为国庆 15 周年题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他

指出“这是一条信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民族经济、

实现完全独立的道路”。“归根到底，建设国家应当依靠本国

人民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才是最可靠的力量”。老一辈党和国

家领导人将“人民至上”和“自立自强”，作为实现国家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他们深刻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只有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

创新能力，才能不受制于人，确保经济社会稳定安全，国家长

治久安。 

 
周恩来为国庆 15 周年题词 

引自赵丛浩，《“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周恩来为国庆 15

周年题词》，党的文献，2020 (05) 



这十五年间，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国际环境的严峻挑

战，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团结一心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确立并巩

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国民经

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关键领域取

得了显著进步。 

这十五年间，广大地质工作者们以“找矿兴国”为己任，

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科研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他们克服“任务大、力量小、要求急”等难题，为新中国

工业体系建立立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新中国成立之初，

地质工作被放到了先行位置，毛泽东主席指示，“地质部是地

下情况的侦察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

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

地质工作“严格服从国家的建设计划”，不仅要保障国家急需

的工农业建设矿产资源，还要照顾到经济建设的远景规划需要。

地质工作者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

质理论，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地质工作体系、地质教育体系、地

质装备制造体系、地质科学研究体系，形成了计划经济下的地

质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使我国地质事业进入大发展时代。 

 

 

 



走自己的路为人民服务 

1964 年 10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19 期中，刊载

了李四光的文章《科学技术工作的革命化》。李四光指出科学

技术工作的三个重要问题：组织领导、思想作风和思想方法，

强调党对科学技术工作领导的必要性，指出要保证科学技术为

人民服务，要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科学技术工作，呼吁大家以

坚强的信心和毅力，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国家而奋斗。李四光十分注重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具体工

作，他坚持从我国地质工作实际出发，重视总结经验把握规律，

提倡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经验。李四光亲自听取各项实际

工作汇报，研究地质工作现状，分析问题性质，找出解决问题

的措施。 

 

在此之前（1959 年至 1961 年），国内刚刚走出“三年自



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危机，大范围旱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

大破坏。为寻找地下水支援农业，李四光多次在讲话中指出，

地质工作者应该把争取解决与加速发展农业相关的各项问题，

放在首要的地位。他认为支援农业与第四纪冰期问题关系密切，

要把冰川资料和水文资料联系起来分析，掌握第四纪含水层和

隔水层分布规律，这对解决与农田灌溉有关的打井、筑坝、修

渠等问题至为重要。 

与此同时（1960 年 7 月），我国又遭遇了苏联政府单方

面撕毁合同和撤走专家的外交危机，地质部工作的苏联专家被

分批撤走。危急时刻李四光提出，“应该把我们自己创造的努

力摆在第一位，把仿学外国而按照我国具体情况加工的东西，

摆在第二位”......“就地质工作来说，可以激发我们自力更生，

总结自己的经验，从苏联的框框里跳出来，走自己的路”。他

强调“地质工作者必须不断总结野外观测和实验的经验，通过

实践、再实践来阐明矿物物质的分布、动态和集中的规律，查

明他们集中的地带和地区，分析他们的问题”。根据这一工作

思路，李四光在指导石油地质工作时指出，“找油区是找油的

战略问题，找油田是找油的战术问题”，明确“先找油区，再

找油田”这一概念，对石油普查勘探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他指

出“不能孤立的研究地质构造现象”，要“查明构造体系，研

究各个构造彼此之间的联系和成因”。“在地质构造属于同一

类型的地区，只要摸清若干有代表性的储油构造，就有可能对



全区储油远景做出基本估计”。他强调“要在已有经验的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根据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找出新

的油田”。李四光坚持科研工作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他关于

地质理论和地质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为我国地质科学事业发

展留下了许多宝贵科学遗产。 

从 1964 年的国庆 15 周年庆典到今天的 75 周年华诞，中

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

全党全国人民正坚定不移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一代代地质工作者在信仰的旗帜下，以“以

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责任担当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在新

中国发展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新征程上，面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地质工作者们将赓续以“李四光精神”、“三光

荣”传统和“山东地矿六队”使命担当为代表的优秀地质文化

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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