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在北京重型机械厂 （首钢的前身） 工作了12
年， 从铸工车间党总支书记做到党委书记

兼厂长。 尽管在随后的日子里他职务不断的升迁， 但
是他依然永葆工人本色。 41岁那年， 他被中央调到七
机部担任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 成为那个时代最年轻
的副部长 。 之后 ， 他先后担任国家航天工业部副部
长、 国家人事部常务副部长、 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副书
记、 副院长， 为我国科技、 经济及人事领域立下了汗
马功劳， 他就是备受人们尊重的 “布衣部长” ———程
连昌。

绘制的156项企业厂址分布规划图
受到毛主席称赞

1931年5月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的程连昌， 从他出生的那年起， 就饱受贫穷、 战乱、
饥饿、 屈辱的折磨。 1950年7月， 程连昌从吉林工科专
门学校 （现在北华大学的前身） 毕业了。

由于工作中兢兢业业颇有建树，1952年5月，程连昌
晋升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关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当时他只有21岁， 他也因此成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机关最年轻的县团级干部。

不久， 他被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 分配到主任办
公室担任秘书， 跟随领导同志负责主任办公室的综合
管理工作。 后来直接参与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第
二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的业务工作。 至此， 程连
昌留在了北京。

我国工业化基础大都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
个五年计划这10年之间打下的。 由苏联援助建设了156
项大型综合性的工业化企业。 其中， 最有影响的是炼
铁、 炼钢和轧钢， 当时流行着 “三高炉、 二炼钢、 一
初轧” 的口号。

一次， 组织上分配给程连昌一项具体任务———绘
制156项企业的厂址分布示意图。 受到上级的信任和委
托 ， 他倍感振奋 ， 常常宵衣旰食地投入到这项工作
中。 当时国家计委办公厅要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去才
能找到简明扼要地标注着地名和河流的空白地图。 领
导把两张空白地图交给了他， 明确由他来完成厂址的
分布规划的绘制工作， 并尽快拿出方案。 156项项目后
来成为建国初中国工业的脊梁。 在综合考虑各方面的
因素后， 他连续奋战了几个昼夜之后， 终于做出了一
份比较满意的示意图。 比如在包头有钢铁公司、 汽车

制造厂、 发电厂； 在洛阳有矿山机械厂、 拖拉机制造
厂、 冶炼厂等等。 国家计委领导把他做的示意图呈递
给了中央领导审批， 回来之后兴奋不已地告诉他， 这
份示意图毛主席亲自看过了， 并且称赞他做得很好，
很细致，一目了然。 只是有一个地址需要改动一下，就
是汽车制造厂不要放在包头， 而应该放在长春。 程连
昌回忆这段往事说： “我感到万分荣耀， 激动得当天
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

在总体规划确定了之后，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规划
内的区域布置， 要到各个分布城市逐一勘察厂址， 然
后再确定工厂的具体位置。 那时候国家计委组织了苏
联专家组以及中国有关部门的专家分别到各地去实地
考察， 程连昌作为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也陪同专家组
一道勘察。 当时国家计委包了一列火车专列， 车上有
软卧、 餐厅和会议室， 从北京出发开到不同的城市分
别考察。

“工人群众都是我的亲人”

1964年9月 ， 中组部将程连昌派到了北京市西郊
的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 （后改名为北京重型机器厂），
担任了一年的铸工车间党总支书记。 1965年， 他又担
任北京重型机器厂副厂长， 负责全厂生产工作。

当时的北京重型机器厂规模比较大， 为国家大型
一类企业， 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八大重型机器厂之一。
接受组织的安排后， 程连昌带着行李来到厂子。 他很
快融进了厂子的沸腾生活里， 除了白天从事企业的生
产及其他重要工作外， 晚上还经常到车间参加体力劳
动， 一个月一般要参加20多班次的劳动。 为此他学会
了开机床、 炼钢、 铸造等技术工作， 真正和工人们打
成一片， 与他们建立了亲密无间的感情。

程连昌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作了两年后， 史无前
例的 “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 在这期间， 他备受造反
派的非人折磨。

在这种情况下，“文革”一年以后，程连昌被结合进
厂里的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 后来军代表从厂子撤
离后，程连昌被广大职工推举为革委会主任兼厂长、党
委书记，负责全厂党务、行政和生产等全面工作。

有一次， 工厂里的一位老师傅因病去世了， 程连
昌亲自到太平间同老师傅们一起为那位去世的老师傅
的遗体穿寿衣。 人去世了以后， 全身的骨骼都是僵硬
的， 要把衣袖裤腿套好是非常困难的。 他从内裤开始

穿起， 一点一点地挪动着老师傅的遗体……当他从太
平间出来时， 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死者的亲属和工友看着他们的厂长这样和工人群
众心连心， 都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死者的儿子紧紧
地拉着程连昌的手说： “厂长， 您对我父亲太好了！”
说着死者的儿子蓦地在程连昌面前跪了下来， 程连昌
见状立马弯下腰， 用双手拉起孝子， 满含着真情说：
“我们现在是新社会， 可不兴这个礼仪。 我虽然是厂
长， 可不是旧社会高高在上的地主老财！ 大家都是平
等的。” 死者的儿子， 紧紧地握住程连昌的手， 哽咽
着说： “厂长呀， 您这样视工人群众为亲人， 让我们
无以回报呀！”

程连昌拍拍他的肩膀说： “正是有了像您父亲那
样的老工人 ， 发扬爱厂如家 、 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
神， 工厂才得以兴旺发达！ 工人群众都是我的亲人！”

从此， 程连昌那句 “工人群众都是我的亲人” ,温
暖了厂子好几代人。

在中国航天事业的那段日子

在我国处于国防科研攻关的关键时期， 时任国防
科工委主任张爱萍将军主抓的 “三大工程” 为标志的
科研攻关成就最为重要： 洲际运载火箭， 核潜艇战略
导弹， 地球同步轨道卫星。 它的技术性之高、 协作面
之广、 质量之高， 可以说是我国科技领域最为先进的
集中 。 党中央为此让七机部总抓 ， 全面负责组织生
产。 而程连昌分管的又是科研生产工作， 那真是千头
万绪， 非常繁忙。

程连昌在七机部、 航天工业部担任副部长期间那
些筚路蓝缕的日日夜夜， 让他感受最深的是指挥研制
“巨浪” 核潜艇。 当然他会删去那些可能会被泄密的
内容， 他对此一直警惕性很高。 与笔者交流时， 他常
常对一些敏感话题点到为止， 绝不多说一句， 那种忠
诚党的事业的意志并未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消沉亵渎。

1988年9月的一天， 天气晴朗， 核潜艇备航备潜完
毕等待启锚 ； 在试验指挥所里 ， 各级指挥员已经就
位。 上午9时整，核潜艇起锚离港，与核潜艇同时编队航
渡的还有4艘试验艇。 包括担负防险救生、观测水文气
象、摄影录像、护航、拖带和打捞任务的30艘舰艇以核潜
艇为核心，向试验海域开进。 12时30分， “夏” 级核潜
艇开始下潜， 通信浮筏缓缓地在海面飘移。 14时整，
一枚 “巨浪” -1型潜地导弹从核潜艇的发射筒腾起，

穿过海水冲出海面， 带着桔红色的火焰直插云宵。
安全控制中心大厅内的电视屏幕上， 出现了导弹

从海面跃出和飞行的图像。 各显示板上显示出表明导
弹飞行轨迹和姿态、 预示每时每刻的导弹落点和是否
在安全控制范围内飞行的各种曲线。

“发现目标！” 在弹着点海域等候已久的远洋测量
船 “远望 l号” 和 “远望2号” 上的雷达操作手同时向
指挥所报告。 刹时间，只见一团火球钻出云层，弹头像
流星一般急泻而下，准确地溅落在预定海域，试验获得
圆满成功。 同月，“夏”级导弹核潜艇在水下第二次发射
“巨浪”-1型导弹，试验再一次获得成功。

程连昌说， 这些试验他几乎都在北京指挥中心观
看现场录像 。 那时他的心 “怦 ” “怦 ” 地快速跳动
着。 看完整个试验过程， 他新潮澎湃。 一直到今天提
起来他还是那样激动。

从中国决定开展核潜艇的研究工作，到1988年核潜
艇水下发射“巨浪”-1型潜地导弹飞行试验成功，历时
多年。 “巨浪”-1型潜射弹道导弹飞行试验的圆满成功，
标志着中国完全掌握了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技术，使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潜艇的国家。

中国海军“夏”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巨浪”-1型导弹
获得圆满成功， 意味着中国的战略导弹可以在任何海
域、任何时刻打到世界的任何角落，这引起了世界的震
惊。 美联社评论说：“中国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
功，表明中国海军有了质的变化，已经拥有了发动海上
进攻的能力。 ” 法新社援引一位军事观察家的评论说：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水下发射战略
导弹能力的国家， 中国海军已不再是一支只能在近海
巡逻的海岸警备队。 中国的军事实力有了明显加强。 ”

通过核潜艇和弹道导弹的研制， 中国造就了一支
科研、 设计、 试验、 生产核潜艇的专业队伍， 推动和
促进了一大批新技术、 高技术项目的发展， 形成了基
本配套的核潜艇研究设计中心、 试验基地、 生产工厂
和配套协作网， 为研制新一代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巨浪” -1型导弹的不足之处是射程
小， 加之当时的 “夏” 级核潜艇的噪音较大， 隐蔽性
能较差， 所以 “巨浪” -1型导弹难以完成全球目标的
打击任务。 而且这种导弹所携带的弹头数量少， 能够
打击的目标有限， 作战威力不大。 因此， 当新一代弹
道导弹核潜艇开始研制时， 与之配套的第二代潜射弹
道导弹项目也跟着启动， 并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研制，
进入了试验和部署阶段。

新一代潜射弹道导弹为三级推进导弹， 尺寸和性
能已经接近美国海军的三级固体推进剂多弹头 “三叉
戟” C-4潜射弹道导弹。 同第一代潜射弹道导弹 “巨
浪” -1型相比， 新型导弹的射程和打击目标的数量扩
大了数倍 ， 而且采用了高速计算机和复合制导系统
后， 圆概率误差也大大减小。

程连昌自始至终参与领导了这些试验 。 他说 ：
“中国核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横空出世， 为中国走向
国际舞台及奠定大国地位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标
志着中国海军的水下核力量正稳步向前发展， 将为共
和国筑起新的牢不可破的 ‘水下万里长城’”。

随着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名为 “东方红” 的
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我国自1975年以来， 用自行研制
的运载火箭， 连续进行了22次的发射， 将24个航天器
安全无误地送入太空， 创造了发射成功率非常好的优
异成绩。 就这样程连昌和许许多多的航天人凭借着航
天精神和强国之梦，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研难关， 将
一个个强国之梦送到浩瀚的太空。

1980年5月18日， 我国发射成功第一枚全程试验的
洲际运载火箭； 1981年9月20日发射成功了 “一箭三
星” ……全程试验成功， 说明洲际导弹研制成功， 它
对现代战争中起着重要的威慑作用和打击作用。 当时
这些运载火箭和导弹成功的发射， 不仅扬我国威， 振
奋民族精神， 而且也奠定了我国在国际上的空间技术
大国的地位。 程连昌在航天工业部工作期间， 为我国
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分工负责科
研生产业务的同时， 还担任核潜艇战略导弹工程的总
指挥，“三大工程”都圆满地完成了。 并于1985年荣立航
天工业部一等功，并荣获张爱萍主任批文表彰。

此外他还在此期间担任过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由
航天工业部承担的部分重要工程生产调度组织工作，
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
此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的嘉奖。 1985年8月
12日， 程连昌晋升为航天工业部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
部长。

参与国家人事制度的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 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
历史时期。 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做出了一项重
大决策， 这位中国历史的伟人说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
的组织制度、 人事制度。 他说： “人事制度不改革，
其他改革也难以进行。” 1988年3月， 党中央决定组建
国家人事部， 同时国务院实施了政府机构大改革， 撤
销了航天工业部 （1982年七机部更名）， 和航空工业部
合并为航空航天工业部， 把飞机制造业和导弹制造并
在了一起 。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做出一项重大决
策， 决定成立筹建国家人事部领导小组， 任命赵东宛
为组长， 程连昌、 张志坚为小组成员。 程连昌被党中
央调离航天工业部， 与赵东宛一起负责筹建国家人事

部， 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对国家人事制度的改革。
政府机构改革后把劳动人事部撤销了， 专门成立

了劳动保障部。 3月上旬的一天， 程连昌还坐在航天工
业部的办公室里整理着文件， 赵东宛就打来了电话催
促他说： “连昌， 通知接到了吧。 事不宜迟， 你尽快
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吧。”

两个多月后， 国家人事部正式成立， 程连昌担任
常务副部长和党组副书记， 主持日常管理工作， 兼任
人事部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领导小组组长并直接负责
了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试点推行的具体工作。

建立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 虽然程连昌不是决策
者， 却可以说他是这项制度建立推行的直接开拓者。
程连昌分管政策法规司、 考试录用司、 考核奖惩司、
职位职称司、 离退休工作司， 这几个司局都是负责建
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司局。 在此之前， 我国还没有公
务员制度。 1987年10月 “十三大” 提出了这项议案，
1988年人大正式确定将建立这项制度的计划提上日程。
这对于他来说， 是一次工作上的大转型。 他是这样分
析的： 国家刚成立了这样一个人事部门， 从头到脚都
是新的， 一切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也需要一批这样
的人来管理。 自己长期工作在科研生产领域， 从事高
端技术科技工作， 接触领域比较宽广。 新组建的人事
部负责许多方面的工作， 如劳动人事工作、 科技人才
工作 （原国家科委随之撤销）、 国家的体制改革 （体
制改革局也随之撤销） 重大的企事业负责人的管理工
作。 在此期间， 他亲自参与确定了人事制度、 考试录
用、 干部考核等方面的相关措施， 还设计了专业技术
人员的职务系列， 比如工业类、 医学类、 艺术类等等
20余类专业技术职称， 都是由他亲自参与研究设立的。

在人事部工作期间， 程连昌还参与制定 《国家公
务员暂行条例》。

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是一件国家大事， 既要探讨、
试验， 还要科学有序的发展， 千头万绪， 历经艰辛，
程连昌像机器里不停运转的转子一样整日里忙碌不
已。 程连昌从制度的开展到最后形成， 一直直接地、
全面地从事研究调查。 邓小平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
制， 因此要研究离退休制度的建设和改革， 同时研究
国外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 为此， 程连昌几次出国考
察， 到美国、 法国、 中国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从技
术到制度上吸取经验。

制定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时， 先后修改了30
多次， 都是程连昌亲自参与完成的。 他多次组织召开
研讨会， 集中大量的专家、 技术管理人员进行探讨，
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政策、 法规的相关文献。

历经了重重困难，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经过
30次的修改审定， 才于1993年10月由时任国务院总理
李鹏签署了国务院令， 正式颁布实施。

如今， 程连昌反思了自己所走过的人生之路， 他
说： “我很欣赏曹操 《龟虽寿》 中的几句诗 ‘老骥伏
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我想只要我活
一天， 就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天。 一个岗位任
职的期限是有限的， 然而， 为党和人民为之奋斗的事
业则是无限的。”

这位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共和国部长， 秉承着程
氏先辈山东人那种诚实、 尚义、 节俭、 好客、 粗犷、
豪放的性格， 用半个多世纪的漫漫岁月， 从最初的技
术员到成长为七机部副部长、 航天工业部副部长、 人
事部常务副部长，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 党组副书记
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 去激情连结一个又一个国家记
忆； 他怀揣着一个科技梦， 一个强国之梦去融入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去演绎着奉献与睿智交织的
精彩无限的人生华彩乐章。

□陈家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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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部长”程连昌

2009年11月10日， 程连昌
（右1） 参加 “庆祝中国老科协
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 留念。

《强国之梦———程连昌人
生几个片段》 书影。

程连昌出席北京老科学技术工作者总
会举办的 “第三届老年科技日” 开幕式。

程连昌书法作品

■■职职务务不不断断的的履履新新和和提提升升，，但但是是他他依依然然永永葆葆工工人人本本色色。。 ■■为为去去世世老老职职工工穿穿寿寿衣衣，，视视工工人人群群众众为为亲亲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