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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海阔天高--我们和崔海天在一起》所刻画出的
崔海天英雄形象，是石油师一名普通战士成长道路的
缩影，是一名普通施工员成为油田建设领军人物的传
奇，是石油人战天斗地、所向披靡的战歌，是一位中
国共产党员浩然正气的写照。崔海天的事迹给了人们
很多的启迪，尤其给了年轻人在人生道路上的许多昭
示。其根本的一点就是：“青春不留白，一生不虚度
，怎样把自己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使祖国变得*加 青春美好”。
《海阔天高--我们和崔海天在一起》由赵庆德主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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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建设的优秀领导崔海天曙光油田会战的片段回忆
细微之处见精神——我所见到的崔海天指挥善学实干的油建人——崔海天海天为国 
一片丹心我最敬重的领导崔海天石油师的精英崔海天精心打造一支油田建设野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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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建设的专家崔海天崔海天关心国家大事崔海天同志石油人生的点滴回忆
我是“五毫米见精神”的见证人“海天”情和崔海天在一起苦中乐无穷
日三省身克己律己与崔海天接触的日子严细认真高瞻远瞩崔海天二三事身残志坚谱新歌
和崔海天共同做过的几件事抓生产就是要理直气壮大庆基建领军人崔海天
退休的崔海天关心我对崔海天同志的片段记忆一生情系大庆建设崔海天指挥的故事
我们给崔海天做鉴定海天一色——亦师亦友崔海天指挥大庆乙烯工程建设的大家
老当益壮高风亮节我所了解的崔海天同志大庆建设的领军人
对工作极端负责的崔海天指挥大庆基建队伍的奠基者崔海天同志好党员好干部好领导
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我们的好指挥崔海天和崔海天在一起的日子值得回味
磊磊风骨照后人我所认识的崔海天虽然只言片语，却是情深义重  ——采访李景荣侧记
我所接触的崔海天同志创意产业值钱啊我搞了一辈子油住了大半辈子帐篷
大庆精神刻着“军”字印章听老会战讲大庆光荣传统乙烯建设承包的先行者   
亲情友情  情深义重 海天同学两三事同窗三载情义无涯战斗的青春永存的友谊
大庆代表团新疆行搬家聚少散多情义不减——兄长崔海天点滴
在历史的坐标上更加理解、尊敬、孝敬老一辈我们的父亲爸爸的爱父亲    附录
崔海天简历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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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披荆斩棘 南征北战 家世和童年 林铁石 1929年5月17日，农历四月初九，在辽宁省沈阳
市新城子区财落堡乡姚 家庄一户人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就是后来
大庆石油战线上颇具名气 的崔海天。
19世纪末，华东、华北一带，尤其是河南、山东 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洪水、
干旱、蝗虫等灾害连年不断，尤其是住在黄河中下游 两岸的居民更是提心吊胆。
面对这样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人们不得不放弃自己 祖祖辈辈赖以生息的土地
和家园，背井离乡，到东北另谋生路。这就是发生在 清朝年间的、历史上有名
的人口大迁徙，俗称“闯关东”。
据崔海天的大姐崔慎言（生于1923年）回忆说，崔 海天的曾祖父崔殿臣，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公元1890年前后，领着三个 儿子崔玉庆、崔玉仑、
崔玉昆和全家老少20多口人，离开了他们祖祖辈辈赖 以生存的故土，推着木
轮车、挑着扁担，一路上风餐露宿，经历了日晒雨淋 ，饱受千辛万苦，历经数
月，来到了这块广袤无垠的东北大地。他们在离沈阳 不远的一个名叫姚家庄的
地方安顿下来。当时，这里只有几户人家，因第一个 来到这里的人家姓“姚”，
因而得名“姚家庄”。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全家 人在崔殿臣的带领下开始
了新的创业。经过几十年辛勤劳作和不懈努力，到了 20世纪20年代，已经家
境殷实。其间，又有山东的同宗陆续来到这个村庄， 崔姓便成为这个村子里的
第一大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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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时局动荡，连年战乱不断，崔殿臣对社 会失去了信心，加之年纪
渐渐大了，他就把家务事全交给了他的长子、崔海天 的祖父崔玉庆来打理，他
自己到沈阳的一家寺院出家修行。据崔慎言回忆，曾 祖崔殿臣活了100岁。过
世时，村子里敲锣打鼓为老人办理了丧事，场面很大 ，很热闹。在东北农村，
这个年龄过世算“喜丧”。
崔玉庆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大，少年时代读过书， 在农村属于识文断字的人。
在他的带领下，崔家的日子在当地也算是有声有色。
因崔玉庆有文化，办事干 练，又有着忠厚的性格，谁家有困难，他都会伸手帮
上一把，在村民当中极有 威信。于是，当地村民公选他为农会会长，类似于今
天的村委会主任，负责处 理全村的事务。他领着七八个人，农忙时节组织生产
，平时则负责处理村里的 杂务，如照顾鳏寡孤独者的生活，张罗各农户家中的
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杂务。
大致上是一种农民互助组织，也是一种比较传统的乡 绅制度与原始的农会组织
的结合形式。久而久之，崔玉庆就成了乡亲们的主心 骨了。
崔家一直注重子女的教育。崔慎言听老人说，闯 关东时，别人离开家乡，
木轮车上装的都是吃的和日常用的东西，而崔家在离 开家乡的时候，车上装的
除了生活和生产用的物品外，还有几大箱子书。当时 有些人就感到奇怪：人都
快累死了，崔家怎么还带这么多“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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