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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

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

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从西北军工走出的老军工罗坦
革命前辈罗坦（原名蒋雄）生前使用多年的沙发椅，静静地收藏在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这件由罗坦的儿女们捐赠的革命

文物，连结着西北军工的杰出代表罗坦从党领导的延安军工到组织领导新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光荣历史。
罗坦，原名蒋雄，1915年12月生于上海，1936年6月参加革命，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职延安军工、晋绥军工、

川南行政公署副局长、西南兵工局处长、二机部副局长兼第五设计院院长、一机部副局长、三机部司长等职务。1963年至1982
年，在六机部先后任配套局局长、宜昌三线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生产局局长和副部长，曾参与导弹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和远洋测
量船队等新型舰船研制和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组织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功率柴油机，提高了船舶性能。1986年8月因
病逝世。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罗坦奉命到重庆的中央兵工总局西南兵
工局任处长，他与西南兵工局工人用不
到一年时间组织生产出 11种武器，“50”
高炮被前线的志愿军称作“万岁炮”。
1951年，罗坦与西南工业部部长段君毅
到北京中南海面见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
并立下军令状，在一年的时间里“37”高
炮如期完成试生产，炮筒还没来得及油
漆立即被运往抗美援朝战场，“37”高炮
因大量击落美军低空机群，被志愿军称
为“铁扫帚”。生产这些高炮的四川望江
厂因此受到中央的嘉奖，用这笔钱修建
了当地有名的望江中学。

1953年，罗坦夫妇奉命调入北京国
家国防工业第二机械工业部，罗坦任二
局主管炮弹、火药的副局长及第五勘察
设计院院长。1956 年随团赴莫斯科谈
判，参加苏联援华 156 项目中军工建设
项目的选址审定和建设指挥。在国家

“二五”计划期间，罗坦任第一机械工业
部调度局副局长，他和战友们贯彻军事
装备制式化、系列化方针，组织国家武器
装备试制工作，同时为国民经济服务，承
担了建国十周年天安门阅兵典礼武器装

备的生产调度工作，为 1959年国庆十周
年大阅兵我军彻底改变“万国”装备，基
本实现国产化做出了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赫鲁晓
夫访华，当时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帮助
中国发展核潜艇，但赫鲁晓夫认为核潜
艇技术复杂，中国造不了。对此，毛泽东
主席回复“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
1968 年初，中央为研制核潜艇下发了 1
号特别公函，中央军委决定：核潜艇要在
两年多的时间内下水，只许成功不许失
败！一场为民族争光的研制核潜艇大战
打响了。

核潜艇研制和建造是个庞大的系统
工程，兼有‘两弹’（原子弹、导弹）和两核

（核动力、核武器）的尖端技术，又有水下
操作的重大技术难关，研制生产单位涉
及上千家研究所和工厂，组织管理牵涉
国务院 10多个部委和全国 27个省、区、
市。罗坦在六机部负责领导船舶材料、
设备的生产布点和试制及组织配套工
作，他创建的“物资一级站”制度迄今还
在使用，也因此被熟悉的老同志尊称为

“配套大王”。罗坦领导的配套队伍总是
亲临设计试验现场，跑遍一个个山沟和

山洞，与科研设计人员交谈切磋解决问
题。

这位从西北军工走出来的老军工，
利用自己在延安时期、晋绥时期、西南时
期等军工基地积累的人脉广、关系好、懂
业务、技术强、信息准、能吃苦的优势和
资源，在全国各大部委、各大地区组织供
应配套，总是能够及时供应符合设计师
们改进要求的材料和设备，为及时完成
中央安排的任务提供了保证。

1975年，60岁的罗坦被委任六机部
副部长，他多次代表六机部向邓小平、王
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我国首次建造

“051”导弹驱逐舰、“远望号”测量船队
（我国首次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的专
用测量船舶）等新型舰船研制生产情况，
成为新中国造船系统部级领导干部中唯
一一位从延安中央军工局走出来的老军
工，全程参加了新中国导弹核潜艇、导弹
驱逐舰和远洋测量船队等新型舰船研制
和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

这位工人阶级出身的西北军工杰出
人物，罗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了中
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

“ 我 们 都 是 神 枪 手 ，每 一 颗 子 弹 消 灭 一 个 敌
人。……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贺绿汀创作的
这首《游击队之歌》，在抗战时期成为鼓舞八路军战士英
勇杀敌的精神力量。但老一辈军工人最爱哼唱的是改
了歌词的《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
消 灭 一 个 日 本 狗 ，没 有 枪 ，没 有 炮 ，都 是 我 们 自 己 造
……”罗坦就是一名革命战争年代在延安中央军工局走
上军工战线并在晋绥军区工业部四厂领导制造火炸药
的军工元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目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
胞的罪行，蒋雄积极报名参加苏州红十字救护队从事抗日
救国工作。一次，一列满载弹药的火车刚停在苏州火车站
上就被敌机炸中，眼看这列火车的炸药将全部被引爆，附
近的居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情况万分紧急。学过机
械的救护队长蒋雄临危不惧，奋不顾身来到火车头旁，飞
快地跳上机车，将火车开出车站外较远的地方后，又冒着
危险，把着火的那节车厢和没有炸着的车厢脱开，把十多
节装满炸药的车厢拉走，避免了一场灾难，保护了前线一
批急需的弹药。这件事轰动了整个苏州，中国著名社会活
动家、爱国人士刘良模特地到火车站为他采访拍照，并向
美国媒体发去报道，在吴县和上海报纸也有刊登，他被当
作英雄广为流传。后来，刘良模得知蒋雄盼望去延安的想
法后，就把他介绍给时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的徐特
立，经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审查批准后，蒋雄夫妇同去延安，
实现了他们坚定不移跟共产党走的愿望。

据罗坦的女儿蒋爱丽在《对父亲的研究与思考》一
文中这样论说：我的父母于 1938 年 6 月到达延安，他们
像所有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一样，为庆祝自己的新生和
表达投身革命的决心由组织帮助改了名字，我的父亲蒋
雄改名为罗坦，我的母亲宋启忠改名为于影。1938 年 7
月，罗坦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人学
校、马列学院学习。当时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急需建设
和发展军事工业，罗坦拥有来自上海产业工人的经历和
技术，1941年 9月从马列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中央
军工局手榴弹厂，后任总务科科长，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过党领导的军工战线。

罗坦第一次走进兵工厂时，虽然这里一切都很简陋，
但让他感觉到这里比上海的近代化工厂要可爱得多，因为
这是我们工人自己的工厂。贴在车间的大标语“我们多流
一滴汗，战士少流一滴血！”更让他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的
工作已经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无数前方为抗击日本帝国主
义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们联系起来了，觉得个人真正和
集体合为一体了，工作起来增添了更多的力量。他全力以
赴地投入到工作中，以工人阶级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命感发
挥艰苦创业、团结群众、模范带头作用，在边区兵工厂发挥
技术特长，与工人们因陋就简土法制造枪炮。

这里的兵工厂既没有造武器弹药的原材料，也没有造
武器弹药的工具和设备，没有化工厂，更不知怎样制造武
器弹药，技术含量较高的火药无从谈起。但是为满足前线
抗日将士战场的需要，什么困难也阻止不了军工战士们。
1939 年 4 月 25 日，他们造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支步枪
——无名氏马步枪，成为根据地人民军工史上自己制造的
第一支步枪。1940年靠土办法做出了高质量的黄火药，
1943年生产出子弹。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等敌后根
据地参观时连续用“奇迹、奇迹”来形容他们的感受。

1945 年 初 ，抗 日 战 争 进 入 反 攻 阶
段，战役的规模越来越大，弹药用量越来
越多，军区首长决定迅速生产高能黄色
炸药用于装弹和爆破。罗坦夫妇和战友
们奉命到贺龙领导的八路军 120师晋绥
军工部工作，罗坦先后担任工程处科长
并兼任第四兵工厂副厂长。

人民兵工战线的危险性丝毫不亚于
硝烟弥漫的前线战场，被誉为中国的“保
尔·柯察金”、无数军工战士的杰出代表
吴运铎，当年在新四军抗日敌后根据地
研究试制枪炮武器的过程中，三次身负
重伤，被炸掉了左手四个半手指，炸瞎了
左眼，右腿被炸断，身上满是伤疤，还残
留着弹片，仍忘我工作。他 1953年撰写
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先后发
行了 1000 多万册，被译为俄、英、德、日
等多种外国版本，在青年中产生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

与 许 多 西 北 军 工 的 后 代 一 样 ，罗
坦的儿女们多次问父亲，“您和妈妈在
根据地是不是和吴运铎叔叔一样，常
常遇到危险啊？”罗坦心情沉重地告诉
儿 女 们 ：“ 我 们 在 抗 日 战 争 敌 后 根 据
地，为实验制造军火，有太多太多像吴
运铎叔叔那样受过重伤依旧坚持工作
的人，还有无数有名无名英勇牺牲的
人……”罗坦所在的晋绥军区工业部
四厂即是晋绥军工部火炸药厂，生产
环境极其艰苦。当时，仅有的设备是
一些陶瓷器件，因缺少铅原料，没有条
件建设“铅室”，不得不使用简陋的陶
瓷酸塔，耐腐蚀性、密封性都不好，经
常发生二氧化硫外溢现象。同时，当
时条件下，不得不采用手工硝化，瓷盆
消化工序完全是暴露的，军工战士们
必须一滴一滴慢慢将甘油滴到硝酸内
混合，不停地轻轻摇动、搅拌和观察温
度，以至于军工战士们的衣服很快被
腐蚀烂了，皮肤也被腐蚀得一片一片
褪 皮 脱 落 。 硝 化 水 银（雷 汞）毒 性 更
大，有一点接触都会引起头痛、头闷，
操作 2 个小时，头上的血管就胀起来，
眼睛充血、嘴唇发黑。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虽然有简单的劳动保护措施，
但大多数人患了喉头炎、气管炎、肺结
核。蒋爱丽回忆说，她们年龄很小时
就知道父亲常患肺病，工作劳累就会
引起吐血。当时，许多军工战士牙齿
珐琅层被腐蚀掉了，有些人病倒了，脸
色 苍 白 、皮 肤 褪 皮 脱 落 、衣 服 破 烂 不
堪。

罗坦和四厂的军工战士们认为，他
们的事业是光荣而有意义的。“大家都

怀着对敌人刻骨的仇恨，为打败日本侵
略者和反动派，与前方战士一样不怕流
血、不怕牺牲、英勇奋战！”正是这样一
群起初既不懂也不会制酸制药的军工
战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半年
多时间内建成了八路军解放军西北最
大的火化工厂，从无到有，开创了生产
高效炸药的历史。晋绥军工部在极其
艰苦的条件下从部队流动机械所发展
到 17 个厂，能自行生产原材料、机器设
备、炼铁、发电、机械加工、火化工品等
配套比较齐全的武器弹药生产体系。
生 产 出 手 榴 弹 2247656 枚 ，掷 弹 筒 弹
319090 发，各种迫击炮弹 153327 发，各
种炸药 136884 公斤，发射药 9250 公斤，
机器 103 部。为了纪念在军工生产中
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晋绥军工部于
1948 年在山西省临县林家坪修建了西
北军工烈士塔，塔上分别镌刻着毛泽
东、贺龙等领导人和中共晋绥分局的题
词和塔记。1948 年毛泽东、周恩来、任
弼时等亲临在建中的烈士塔前深切缅
怀牺牲的军工烈士。

罗坦除兼任晋绥火炸药厂副厂长
外，还任晋绥军工部工程处科长兼总务
股股长，负责组织采办各种材料和原材
料，经常要过黄河到对岸的山西碛口镇
120师后勤物资供应处采办物资。1946
年春节前，罗坦骑马过黄河，由于马在冰
面上打滑而受惊，他被重重地摔了下来，
瞬间血流满面，整个脸肿胀得非常厉害，
门牙全部折断、身体多处受伤，经过紧急
治疗和短期恢复后，带着伤痛回到岗位
继续工作，这次负伤给他留下了终身残
疾。

晋绥军工的难忘岁月延安军工的艰苦创业

积极投身新中国国防建设

罗坦在临县林家坪薛家圪台晋绥军
工四厂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