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在网络上看到《苏式建筑正在淡出的记忆》专题片
时，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提起当年在苏联专家科的日
子，又勾起了对50多年前往事的回忆……”采访中，王老坦
言，白银是她的第二故乡，缱绻故乡情，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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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岁的王明荣忆当年：

在苏联专家科的日子
■ 记者 杨军 文/图

□ 夫唱妇随搞建设

王明荣老人现居住在市中区幸福
小区，她思维清晰，和蔼可亲，身体
健康。经过近一天的采访，王老断断
续续地回忆起她年轻时在白银有色金
属公司苏联专家科那段鲜为人知的经
历。

往事如烟，老人历历在目。
早在上个世纪 50年代，王明荣

的丈夫杨其文，在福建海防前线中国
人民解放军7025部队从军，1959年3
月，为了保家卫国支援边疆，驻防福
建前线的解放军官兵一部分集体转
业。当时一批解放军山东籍的战士杨
其文、蔡可密、付朝阳、张延荣、温
成玉、侯富贵、魏家宽等被批准到甘
肃的兰州，后被集体转业到了新建的
国企白银有色金属公司。20多岁的
王明荣随军被调到了白银工作。丈夫
杨其文被安排到了机关，当时的白银
有色金属公司经理室里从事秘书、管
理档案等人事工作，王明荣却被安排
到刚刚建立的苏联专家科，出任仓库
保管员兼小卖部营业员。后来，王明
荣的母亲、大女儿杨萍和其妹妹王明
菊来到了白银，杨萍、王明菊在校读
书学习，王明菊中专毕业后，分配到
有色金属公司动力厂工作，杨其文的
弟弟杨其昆也到白银读书。他们全家
五口人最早从山东到福建，最后在白
银安了家。

据王明荣老人回忆，当时的苏联
专家科大楼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苏
式楼房，看上去显得格调独特、洋
气、壮观。院墙圈起的大院子，主
楼专家科坐北朝南，前面还有三排
大楼，大门口设有岗亭，有解放军
战士持枪站岗。当时在白银有色金属
公司的苏联专家约有 40人，全部在
专家科二楼工作。房间、走廊，有专
职服务员每天负责清理打扫。记得有
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姓付，高中毕业
后就被招为专家服务员。餐厅设在一
楼，公司按上级要求对苏联专家在衣
食住行方面，要给以特殊安排照顾。
在用餐方面有专门的专家餐厅，里面
窗明几净，卫生条件好，摆有大圆形
餐桌，餐具器皿都是特制的，桌上
时常摆放鲜花。伙房里的饭菜必须
有专人负责采购，有一位老家是山
西的采购员李振国，他专门负责到
福建、厦门、青岛一带采购海鲜，
蔬菜，水果之类的新鲜产品，成箱
成批地从外地发到白银苏联专家科
仓库。对于专家们的配餐用料十分
严格，都要有餐厅的马师傅、吕师
傅打条登记，从库里领取，苏联专家
们食用菜肴大多是牛羊肉、海鲜，新
鲜蔬菜、瓜果之类的西餐，主食有面
包、米饭和少量馒头，他们大多饮白
酒，红葡萄酒，酒类品牌有长白山、
竹叶青等。

苏联专家用品仓库和小卖部设在
专家科大楼的地下室内，专家们经常
到在这里购买日常用品和烟酒糖茶物
品。他们穿戴十分讲究，平时外出要
跟随一个翻译，一个警卫。1960年1
月，王明荣在专家科生下了儿子，苏
联专家库尔斯及夫人专门送来了毛料
围巾、布娃娃、绒毛小兔等礼物，库
尔斯夫人还在赠送的礼卡上用中文写
道：“小王，你又立了一大功，生了
个大胖小子！”

□“苏联老大哥”好榜样
据王明荣老人说，苏联专家在白银金

属有限公司支援搞建设期间，工作态度严
谨，一丝不苟，非常勤奋敬业，有“苏联老大
哥”的高尚风范。他们不远万里，离别家乡，
无私奉献，和蔼友好，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
样，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在
白银厂的建设工地上，他们夜以继日，废寝
忘食，制作方案，描绘图纸，运筹帷幄。总是
能见到他们身着工作服、头戴胶壳帽，忘我
地“战斗”在工地一线。看到他们下班回来
时那面容憔悴、疲惫不堪样子，科里的同志
们无不深感敬意而又十分心疼不安。但
是，他们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又是那么
积极乐观向上。

他们在休息时间里安排得很有规律，

生活也是轻松愉快，丰富多彩，时常从他
们的宿舍里传来手风琴音乐和美妙动人的
歌声。在专家科大楼的后院，设有一个大
舞厅，设施齐全，灯火辉煌。每逢礼拜天
的傍晚，专家们在餐厅举行晚宴后就会来到
这里参加跳舞。舞厅对外开放，公司员工凭
票入场，舞厅有现场音乐伴奏。每当舞曲一
响，苏联专家们会很有礼貌的邀请周围的员
工跳舞，他们大多跳左旋舞步，伴随着音乐
翩翩起舞，舞姿潇洒自如，激越奔放。舞厅
里有时还特意从兰州市调来乐队、解放军女
兵演奏伴舞，还有专业人员放映电影，有时
候在专场放映后再进行舞会，一直持续到深
夜，他们仍兴致很浓，不愿散场，直到组织人
员宣布舞会结束。每逢舞会，王明荣都会和
丈夫一起抱着儿子过来看。

□ 渴望再回白银看一看

50多年前的情景，那许许多多熟悉而
又亲切的面孔，一幕一幕，都在镜头的回
放里。

1954年，国家还不富裕，正值轰轰烈
烈地向着现代企业建设的进军中。白银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就是在那个年代由苏联专
家协助建设的，从最初建白银厂逐步发展
到国家特大型联合企业，经历了相当艰难
的发展过程。白银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是
我国“一五”时期 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
一，它的建成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
一件大事，关系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影
响力和政治地位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
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党中央十分重视该
项工程的建设，周总理也曾多次有过专门
重要指示，特别强调尊重和支持配合照顾
在我国援建的苏联专家。白银金属有限公
司苏联专家科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
建立起来的专门机构，肩负着伟大重任和
历史使命。当时的公司老总是李志奇先
生，他率先垂范，担当重任；专家科科长
郭文英，副科长范奕，翻译吴淼义，生活
翻译王印亭，还有机关工作人员杨其文、
魏家宽、王长民、龙玲、吴明义、常峰、
李静、寿念真、苟作林、黄子静等，组成
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王明荣当时在专

家科任仓库保管员时才20多岁，专家科的
同志们都很关心和照顾她，都是兄弟姊妹
相称。她记得，生儿子时，专家科副科长
范奕还安排员工送来了两只母鸡和一篮子
鸡蛋，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工作上，科
里的同志也是相互支持、帮助、鼓励，上
下形成比学赶帮超的热潮。大家深深感受
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欢乐和温暖，体现了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政治局
面。王明荣记得，她刚到专家科工作不
久，仓库和小卖部经常接触到苏联专家，
公司领导要求比较严格，必须做到热情服
务，尊重友好，礼尚往来，给专家友人留
下美好印象。

一次，专家科副科长范奕找到王明荣
说道：“你这里经常和专家打交道，是咱
们为专家服务的窗口，不光工作好，礼节
方面还要注意加强。往后咱们科还要经常
同专家们搞联谊活动，比如文化娱乐，跳
交谊舞等友好交流，充分展示我们中国女
性的传统美德和良好的外在形象。眼下专
家科的女同志都得按要求一律烫卷发，穿
列宁服，希望你按要求去做。”于是，王
明荣就专门到理发室把发型进行了修整。
王明荣老人感慨道，“在那个年代里，中
国的女性思想还很保守，烫卷发、穿连衣

裙、高跟鞋，可是要遭冷眼，顶着许多社
会压力的，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为了党的事业和工
作的需要，要打破旧的传统思想观念，不
能和组织讲价钱，一切服从集体要求，必
须上升到对党的态度，组织观念，思想觉
悟这个高度来认识，这件事太深刻不过
了。大家在一起工作，团结友爱的气氛也
相当浓厚。”由于每天要全天候地为专家
服务，在语言方面需要与苏联专家沟通，
范科长来到王明荣的小卖部叫她学俄语会
话单词，翻译王印亭就经常来教，不久，
王明荣就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俄语，什么

“的啦斯奇”（音您好），接电话时用“卡
留”音。您好！，“达瓦里斯”（音同志），
阿拉伯数字能用俄语说 1—10，她逐渐能
和苏联专家对话。王明荣还记得，在专家
科有一位叫龙玲的女同志，是湖南人，一
次她到小卖部想用洗脸盆洗洗手，脸盆里
有用过的剩水。王明荣对她说：“你把它

‘豁’了吧”（山东话：把水倒掉吧的意
思），而龙玲听不懂就说：“这是什么水你
叫我‘喝’？”因地域不同方言不通，闹出
了许多笑话来。

在那个年代，专家科职工们的生活条
件虽然艰苦，但是过得都很充实。职工们
有自己的食堂、医院、宿舍，当地还有托
儿所、学校，生活很方便。全体职工定量
吃饭，发饭票，当时职工工资基本差不
多。苏联专家的工资待遇很高，工资中尚
未包括其日常生活费用。

王明荣老人最后回忆道，1960年国家
遭受自然灾害，到了七八月份，风云突
变，由于我国和苏联国家之间的政治分
歧，中苏关系进一步僵化，最后导致苏联
专家从我国全部撤离。那时，苏联援建我
们的工厂还处在建设之中，这等于“卡脖
子”给盐吃，就好像朋友间玩得正火热，
突然一下子翻了脸，这种打击和伤害是致

命的。大家的心情沉重至极，一种不可言
状的沮丧心情和依依不舍的友谊情怀，令
人抱憾又留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有志气，
有能力，有信心，度过最艰难的时期，但
在对于我们曾经在苏联专家科工作过的同
志，那种心痛，那种失落，是一时转不过
弯来的，留有太多的遗憾。

苏联专家从白银专家科撤走的时候，
同志们都很留恋，一时间听不到了歌声，
没了欢乐的氛围，相对无言，欲言又止。
大家集合在一起，排队在专家科的门口相
送，专家们和同志们相互拥抱，依依不
舍。他们集合到兰州，在那里回到了他们
自己的国家。随之，苏联专家撤离后，随

之专家科也撤了，人员被公司另行安排了
工作岗位，王明荣被安排到了公司机关做
收发、打印文件等后勤工作。

1962年,王明荣一家离开了白银，回
到了老家薛城。一晃50多年过去了！那段
岁月，那段历史，那段经历，一直在萦绕
着这位80多岁的老人，她多么再想回去看
一看她年轻时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多么想再见一见曾经在一起度过难忘岁月
的同志们，多么想能有一点点当年那些

“苏联老大哥”的影像和信息！
王明荣老人思绪万千，那里是她老人

家的第二故乡，缱绻故乡情，终身难忘！

□ 比学赶帮超成为热潮

◀ 苏联专家科同志们的合影。 ▲ 王明荣老人近照。

王明荣和丈夫杨其文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