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政编码 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 11185 广告部电话 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529 号 定价：每份 0.4 元 每月 23.8 元 年价 285.6 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 、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 、13901102545

每日焦点 2018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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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7 月 21 日电(记者李亚楠、史
林静、谢江)60 年前，被命名为“东方红”的中国
首台自主生产的履带式拖拉机问世，由此拉开
中国农机工业的序幕。也使中国的农耕方式发
生重大变化。

60 年来，东方红拖拉机曾“开”上过人民
币，也曾产量锐减跌入谷底。不断的改革创新，
使其越过计划“垄”，驶入市场“田”，在同世界顶
尖农机企业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不但成为
中国响当当的农机品牌，而且在世界上 100 多
个国家打响名号。

东方红拖拉机的 60 年，是中国制造成长史
的重要篇章，阅读过往的苦难与辉煌、光荣与梦
想，从中汲取力量，启迪前路，不断改革创新，中
国制造业必将坚毅前行。

使命：开启中国农耕方式重大变化

1958 年 7月 20 日，一辆身披红花彩绸的
拖拉机“轰隆隆”开出厂区大门，工人像送新娘
子一样，跟在后面敲锣打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
群众。

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
东方红 54 履带拖拉机，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
年。拖拉机的问世，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耕地主
要靠牛的农耕方式。

而为了这第一台拖拉机的问世，成立于
1955 年 10月 1 日的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付出了
艰辛的努力。

罗士瑜、吴敬业、刘寿荫等一批海外赤子，
怀揣着新中国的农机制造梦想，克服重重困难
回到祖国怀抱。数万名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
建设队伍，在一拖厂区 90 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上
洒下心血汗水。

当时，洛阳工业基础仅有一个 1500 千瓦的
发电厂，一个小煤窑和一些破旧的手工业作坊，
建厂的涧西一带，除了一条洛潼公路横穿、几个
村庄点缀外，全是农田，商业网点集中在 10 公

里之外的老城。
破土动工后，数万由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

的庞大建设队伍在这里洒下心血和汗水。一拖
102 工区，38 天建成 1座 2 . 4 万平方米的大型
厂房，提高工效近 1 倍；铸钢车间“八一”青年炉
代表戴尔身，裹着厚厚的棉大衣，创造了在高温
炉膛里清理炉渣时间最长的全国纪录。

如今已经 78 岁的李学义 1956 年到一拖工
作，他回忆说：“当时吊车很少，几十吨、几百吨
的大型设备，基本上都是人拉肩扛安装好的，工
人们就睡在车间草垫上，铁块、钢材等原材料一
来，大家就起来去干活，可以说，一拖完全是手
工和半机械化干成的。”
作为中国农机工业的第一代产品，东方红 54

履带拖拉机在黑龙江北安二龙山农场服役期间，
在极为艰苦和高强度的作业环境下，创造了 31
年没有大修的纪录，被誉为“北大荒精神”的象征。

1959 年试制成功的东方红 75 履带拖拉
机，作业效率提高 45%，油耗降低 3%。1962
年，东方红拖拉机“开”上了 1元面值的人民币，
成为当时中国工业战线最闪亮的“明星”。

如今已 88岁高龄、原一拖副总工程师张文恺
毕业于清华大学。1958 年，他主动申请从北京到
一拖工作。回忆起这段艰苦又充满激情的岁月，他
说：“‘东方红’不仅是一个品牌，更代表了一种朝着
目标执着前行、面对困难坚守使命的精神力量。”

传承：在改革开放中浴火重生

作为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第一台压路机
和第一台军用越野汽车的诞生地，一拖有个响
亮的外号“拖老大”。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
前，东方红拖拉机完成了全国 60% 以上机耕地
的作业。

1981 年，国家不再对一拖下达指令性计
划，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让土地变
成一块块“面条田”，大型履带拖拉机失去了用
武之地。这一年，东方红履带拖拉机销量从
1980 年的 2 . 4 万台，跌到不足 1 万台。

“小毛驴趾高气扬，老黄牛重上战场，拖拉
机离岗休养”成为当时市场上的顺口溜。难道分
田到户的农民真的不需要拖拉机了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1981 年，一拖先后派出
500多人，分赴全国 15个省、106个县进行调研，

带回了“农民设计师”的思路：能不能生产小一
些的拖拉机，最好相当于 1 头牛的价格，但有
8头牛的力气，会犁地又能跑运输……

中国最大的农机企业，由此开始了市场
化改造与发展之路。1983 年，“1 头牛价格、8
头牛力气”的东方红 15 小四轮拖拉机批量进
入市场后，数百万台的东方红 15 小四轮拖拉
机从洛阳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

更重要的是，企业尝到了适应市场、培育
竞争优势的甜头，开始持续不断的产品变革。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购买力有限，用不起
大拖拉机，农机企业都在小型拖拉机领域展
开激烈竞争。但是一拖坚持认为，大型拖拉机
是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要着眼
未来，实现大轮拖技术的完全国产化。
在这种情况下，一拖制定大轮拖技术平台

战略，用当时市场销售良好的小轮拖产品收益
来支持大轮拖技术的研发。最终，形成符合中
国用户使用习惯、适应中国国情的系列产品，
且掌握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轮拖技术。

“用 20 年实现了从零部件到整机的百分
之百国产化，很多人都熬白了头发。这个过程
非常艰辛，却也非常值得。”一拖董事长赵剡
水说，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各种配
套不齐全，是几代人默默坚持才有了今天我
们自己的大轮拖。

坚持创新也带来了市场回报。如今，东方
红大轮拖已成为国内最畅销和保有量最大的
品牌。

奋进：让中国农机在世界市

场“耕耘”

“多少钱，卖不卖？”“这就是我们想象中
的无人驾驶拖拉机！”

今年 6月，在江苏兴化举行的我国首轮
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试验现场，不少人围住
刚参加完演示的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机问个
不停。这场国内无人农机技术最高级别竞技
中，东方红是唯一一台满足完全作业功能的
无人驾驶拖拉机，全过程作业误差控制在
2 . 5 厘米以内。

“当有专家和代表问，东方红无人驾驶拖拉
机是和哪所大学合作研发的？我骄傲地说，是我

们自己设计研发的。”回忆起当时情形，东方红
无人驾驶拖拉机项目负责人陈松颇为自豪。

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东方红小四轮，到花
费 20 年实现完全国产化的东方红大轮拖，
“东方红”一直引领着我国农业装备的升级。

从 2004 年起，一拖进行动力换挡技术的
研发。和之前的整机引进不同，此次一拖选择
了“联合开发”模式，但核心的产品理念来自
一拖，中间的每一张图纸、每一个零件、每一
个生产环节，都由一拖人自己完成。

“农机市场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果民
族品牌不能抓住时机迅速掌握高端装备制造
技术，中国农机市场必将被国际巨头抢占。”赵
剡水说，要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保证国家粮
食安全，一拖有责任打造国产高端自主装备。

2014年，我国首款商品化动力换挡拖拉机
上市，直接迫使进口产品大幅降价 30%以上。

虽然如此，在无级变速拖拉机领域，我国
依然受制于人。一拖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东青
说，2011 年，无级变速拖拉机立项之后，一拖
曾找掌握这项技术的一家外国企业谈合作，
但被对方一口回绝。

作为共和国农机工业“长子”，一拖对这
样的境况并不陌生。“不怕困难，勇于创新，这
是贯穿‘东方红’成长历程的传家宝。”王东青
说，他们从一张白纸起步，克服了一个又一个
困难，最终研制成功国内首台无级变速重型
拖拉机，结束了我国 350 马力以上重型拖拉
机必须进口的历史。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一拖实现了中国农机
工业技术的多次创新突破，“东方红”在世界
100 多个国家打响名号。但是一拖仍保持着
清醒头脑，看到我国在农机高端重大装备及
关键核心部件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差距就是动力，让中国农机装备在世界
农机市场上‘耕耘’‘收获’，是一拖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东方红与生俱来的使命。”赵剡水说。

共和国农机工业“长子”成长记

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记者康逸、高
山、汪平)玛丽·布赫蔡格 13 岁时就游览过美
国政治中心华盛顿。 30 年后，她又去了，是
为了反对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我为生
意和工人的生计而战”。

在产业和价值链贯穿全球的今天，美国蛮
横的对外贸易霸凌政策已使包括美国公司和从
业者在内的全球各类企业和人群受到冲击，布
赫蔡格的故事绝非孤例。

吞虎狼药 美国制造商身处险境

布赫蔡格经营着一家为吉普牧马人提供汽
车门铰链的公司。布赫蔡格算过这样一笔经济
账：美国政府对进口钢铁加征的 25% 惩罚性
关税影响了她公司 90% 的业务，上升的成本
无法承受。

和布赫蔡格一样，许多美国制造企业发
现，政府的贸易政策将他们置于险境。密歇根
州的钢锯制造商西蒙兹国际公司经理戴夫·坎
贝尔说，全世界只有 4家供应商提供该公司所
需的特种钢，“两家在欧洲，两家在中国”。

伊利诺伊州精密零件制造商先锋服务公司
也已感受到冲击。公司老板阿尼萨·穆萨纳
说，政府加征关税后，一名老客户立刻取消了
两项总价值 6 万美元的订单。

事实证明，美国贸易政策没有改善制造业
的就业情况。美国知名刊物《大西洋月刊》一

篇《“美国制造”经济学的局限》的文章指
出，特朗普承诺帮助制造业者，更有效的做法
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劳动效率，加税最
终可能恰恰伤害了这些人。

目前，美国制造商既要承担加征关税带来
的成本增长，又要应对其他国家反制导致的美
国货被拒的风险。逃离美国，已经成为眼下美
国一些制造商迫不得已的选择。

作为美国制造业代表的摩托车制造商哈雷
-戴维森公司已表示，为躲避欧盟对美国的关
税报复，决定将部分生产从美国转向海外工
厂。基于同样原因，美国另一家摩托车制造商
北极星工业公司也正在考虑作出类似安排。

种瓜得豆 美国农民愁容难消

盛夏时节，美国蒙大拿州，绿色麦田与黄
色油菜花田构出赏心悦目的美景。可与此同
时，当地农民却心里犯愁得很。年近七旬的马
特·弗利克马开着皮卡在田间土路上颠簸前
行，眼前这一大片农田是他的立命之本，眼下
却令他陷入深深的焦虑。

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然而，政府
的对外贸易政策却令美国农民成为首当其冲的
受害者。艾奥瓦、加利福尼亚、伊利诺伊、内
布拉斯加州等美国的“粮仓”都在叫苦不迭，
大量的豆农、果农、小麦玉米种植者、农场
主、牧场主的生意受到冲击。

农民们知道如何根据天气和土壤变化种
庄稼，也知道在农忙前请机械师检修维护农
机器具，甚至会买农产品期货对冲风险，却
被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的冲击波撞得
很疼，无所适从。

伊利诺伊州小农场主沃里克站在自家的
猪圈里惆怅地说：“以前平均每头猪可以卖
100 美元到 130 美元，现在每头猪均价低了
将近 20 美元，非常糟糕。”就在几天前，
沃里克卖了 120 头猪，现在只剩下孤零零的
几头。“这几头再卖掉后，我们可能就放弃
养猪了。”他无奈地说。美国政府的贸易政
策迫使相关国家反制，美国的肉类出口因而
受到抑制。

目前，贸易摩擦对美国农牧民的影响已
经开始显现：钢铁价格上涨导致农业机具价
格上涨，海外市场持续萎缩，农牧产品滞
销，价格正在下降，其影响还在不断地向产
业链的上下游传导。

美国农民们说，他们正通过各种渠道与
国会议员保持联系，依靠行业协会的力量向
国会请愿，在电视台投放广告反对政府不负
责任的贸易政策，在社交媒体上以“要贸易
不要关税”为热词表达他们的诉求。

嫌隙加深 美国盟友忧心忡忡

“规矩被破坏，就像允许某个球员可

以手拿足球送进球门一样。”德国工商大
会主席如此形容美国对多边贸易体系的践
踏。

在德国，很多人担心，美国前期加征关
税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将对欧盟采取更多
贸易限制措施。

对此，德国各界忧心忡忡，经济发展高
度依赖汽车业的巴伐利亚州更是如坐针毡。
该地区汽车工业集中的施瓦本工商会对美国
政策动向密切关注，时刻保持警惕。工商会
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主席马库斯·安泽尔门特
说，一旦美国加征汽车关税，将对当地企业
造成致命打击，汽车生产链上的很多企业都
将遭殃。

美国政府贸易霸凌政策破坏范围甚
广，对全球呈“扫射”之势。除了欧洲国
家，加拿大、韩国、日本等美国的传统盟
友也未能幸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难以置信。

作为反击，欧盟、加拿大、墨西哥
已先后诉诸世贸组织，并推出反制措
施。国际观察人士指出，当那些最初相
信“美国优先”政策会带来好处的美国
人看到倒闭的工厂和上涨的物价时，或
许就会明白美国贸易霸凌政策对世界和
本国的危害了。(参与记者：黄恒、苗壮、
乔继红、吴昊)

“为生意和生计而战”
美贸易霸凌政策的受害者故事

▲这是河南洛阳东方红农耕博物馆内展出的东方红 15 轮式拖拉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工作人员在位于河南洛阳的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第三装配厂的流水线上

作业（2 月 1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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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红拖拉机的前世

今生。

夏日的三江源绿草茵
茵、天蓝水清。傍晚，在
野外实地调研了一整天的
李雨晗准备收工回营地。
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身
影迅速从远处的山岩间掠
过。

这是李雨晗第 11 次
目睹雪豹了。

2017 年 7 月，李雨
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
位于三江源地区的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在长江
源头及澜沧江源头周边进
行长期的野外生物多样性
本底调研。在去年 10 月
的一天，她曾在当地连续
看到 7只雪豹。

“雪豹一度被学界称
为‘幽灵猫’，不少人曾
终其一生都难觅其身影。
作为一名生态科研工作
者，我无疑是幸运和幸福
的。”李雨晗说，除雪豹
外， 2 年来她还多次在当
地看到棕熊、草原狼等其
他野生动物。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
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
澜沧江的发源地，生态系
统生产总值位于全国前
列，珍稀野生物种众多。
科研人员近年来的调研观
测数据显示，如今仅长江
源头地区就分布有雪豹、
金钱豹、猞猁等 10 余种
珍稀食肉兽类，区域物种
分布密度高于全球相关各
保护地的平均水平。过去
7 年，科研人员共在这一
区域捕捉到超百万张相关
影像。

“随着人类活动加
剧，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被
不断压缩，呈现碎片化趋
势，一些珍稀物种已在我
国不少生态保护地踪迹难
觅。”北京大学自然保护
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
肖凌云说，作为地区重要
生态风向标，野生动物特
别是大型食肉动物近年来
能在长江源地区“兽迹频
现”，这足以证明该区域
生态保护工作得力，是我
国目前兽类群落最丰富的
区域之一。

“丰富的兽类群落背
后，是其赖以为生的、数
量众多的其他体型较小的
野生物种。”长期在长江
源头地区进行野外实地调研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三江源
项目主任赵翔说，如今在整个长江源区，诸多食草物种
的种群数量也居于较高水平。

家住可可西里缓冲区的 29 岁牧民卓玛加，近年来
放牧时常能看到在草场上进食的藏野驴、藏原羚、野牦
牛等。它们与家畜比邻而居，共享一片草原，对人类的
畏惧感很低，已成为当地牧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卓玛加告诉记者， 2016 年，他正式成为三江源国
家公园长江源园区聘任的生态管护员。平日热爱野生动
物的他攒工资买了人生第一台相机， 2 年来已累计拍摄
到超 1000 张相关照片，巡护日志本上记满了与它们相
遇时的场景、时间等详情。

其中，最令卓玛加印象深刻的是 2016 年 5月的一
次奇遇。那天，卓玛加通过镜头发现一只有孕在身的
藏羚羊脱离了队伍，在原地哀嚎、转圈。卓玛加怕母
羊葬身狼口，便赶着它向羊群迁徙的方向走去，数小
时后终于看到了“大部队”。当时，母羊兴奋地向羊
群跑去，到半路却多次停下脚步，回望了好久。卓玛
加连连用“才仁罗加”祝福这只母羊，恋恋不舍地离
开。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曲麻莱管理处专职副书
记，玉树州曲麻莱县委常委、副县长韩建武说，因过牧
超载、气候变化等因素，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曾于上世纪
末加速退化，区域草场面积与日剧减，部分物种一度踪
迹难觅。如今当地生态系统及野生动物种群正迅速恢
复，这离不开牧民、科研工作者与政府近年来的共同努
力。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李晓南说，长江源头地
区生态地位重要，当地生态环境状况关系到流域数亿人
的日常生活，与流域相关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
关。为此，长江源区将持续扎实履行源头责任，保护好
当地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一切生态资源，努力确保长江
源天蓝草绿，一江清水东流不息。

(记者李亚光、黄涵)新华社西宁 7 月 2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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