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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钱学森到惠安化工厂参加国防五院工作会议时的合影。

阮崇智生于 1937 年 3 月，河北怀安人，1959 年
毕业于莫斯科门捷列夫化工学院，1959 年 10 月在
原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参加工作，1980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原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六室工程组长、
航天工业部四院四十一所副所长、航天科技四院
科技委副主任等职务。1989 年任航空航天工业部
四院副院长，2002年7月退休。

阮崇智长期从事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与设计
工作，曾主持红旗四号两级发动机、东方红试验通
信卫星远地点发动机以及多个战略战术型号发动
机研制，并主持编纂了航天丛书固体卷，为我国固
体火箭发动机事业的发展和国防装备现代化建设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

2024 年 1 月 22 日 8 时 30 分，阮崇智在西安逝
世，享年87岁。

惊闻航天科技四院原副院长阮崇智不幸离世，深感
悲痛。回想起自己几年前写的一篇关于阮崇智老先生的
文章《一位航天人的兵工情怀》，谨以此文祭拜阮老先生
的英灵，愿老人一路走好。

2018 年，因公司编撰厂志，其中关于钱学森在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来厂参与某项目的一些情况，想找当时参与
项目的人员核实。经航天科技四院职工作家伏萍女士引
荐，先后两次去阮崇智家进行采访。与阮老先生的两次
访谈，老人风趣儒雅的语言、对祖国军工事业的深情厚谊
以及坦荡无私的家国情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
记得那天下午，老人用他超强的记忆力向我们讲述着他与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种种过往。

时隔五十多年，提起当年在惠安的工作经
历，阮老如数家珍，往事一幕幕，很多人的名字
以及过去发生的事情，老人至今都记得清清楚
楚。说到动情处，他会热泪盈眶；提起一些有趣
的事情，老人也会像个孩童似的开心地笑起来。

这位为我国航天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专家
出生于革命家庭，父母和兄妹七人都是早期的
共产党员，大多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战
火的洗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在重要的
岗位上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4 年 9 月，阮崇智从苏联莫斯科门捷列
夫化工学院化学工程系毕业，专业是火药工艺
学。1959年 10月，学成归来的阮崇智被分配到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始了他的航天生涯。

说起中国的固体推进剂事业，阮老说，不得
不提到钱学森。1955年 10月，钱学森几经辗转
终于回到了他心系的祖国。1956 年 2 月 1 日，
毛主席设宴招待全国政协委员，特地邀请钱学
森和他坐在一起。毛主席表达了中国要搞“两
弹一星”的决心。1956 年 10 月 8 日，钱学森被
任命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任院长。

1958年的终南山脚下，惠安化工厂的几位
领导人也在琢磨着一件大事情。副厂长朱瑛、
技术科长刘茂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国家要搞

“两弹一星”的计划，他们想着要在工厂成立复
合固体推进剂研究所，利用工厂现有的技术、
人员、设备条件进行复合固体推进剂的研究。
为了解决人员短缺的问题，工厂从北京工业学
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端来”一个班 20个
学生，研究所成立之初只有 40余人。

1962年 5月，25岁的阮崇智以及所在的 750
部队开赴惠安化工厂，开启了一项伟大的事
业。那时候的阮崇智年轻帅气，一米八几的身
高，在众人中显得格外耀眼。大家都亲切地叫

他“大阮”。
说起来惠安化工厂的原因，阮崇智回忆说：“国防部第

五研究院成立以后，我们要搞火箭发动机装药，必须尽快找
到基地。在西安三所所长肖淦、副所长李志刚的引荐下，我
们来到了终南山下的惠安化工厂。在这里有充足的水源，
厂区面积大，闲置厂房很多，是个好地方。工厂还有自己的
发电厂和铁路专用线，更重要的是，工厂前期已经进行了复
合固体推进剂基础配方的研究。”

回忆起在惠安化工厂协作的三年时间里，阮崇智说：
“那里留下了我们奋斗的足迹，有着难忘的回忆。”老人拿出
一张旧照片给我们，那是 1962年他们进山做试验，十几个人
抬着发动机过河的场景。阮崇智向我们介绍了这张照片的

拍摄背景。他说：“300毫米发动机制成之后，工厂厂长董文
立不同意在厂内试车台试验。科研所的领导决定沿厂外一
条小溪往将军山里去，在距厂区 8公里的河湾处，找到一块
岩石，略加处理，成为一座试车台，不远处一座土地庙正好
作测试间。当时设计一组负责拉架子车，到河边后，十多个
人抬着几百公斤重的发动机过河。当时，三所有一位姓班
的摄影师记录下这个镜头，这张珍贵的照片成为我们当时
人拉肩扛、艰苦奋斗的写照。”时隔多年，阮老在《当代中国》
一书上，发现了这张照片，激动之余赋诗一首：

事业初创百事艰，火箭原需抬上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在惠安化工厂协作期间，阮崇智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姑

娘孙城敏。孙城敏是后来补充到队伍中的年轻大学生。两
位年轻人在共同的事业追求中，相互理解，相互鼓励，擦出
了爱情的火花。1965年 2月，在惠安化工厂，阮崇智和孙城
敏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结为伉俪。孙城敏一生致力于火箭
发动机研究，后来参与了东方红卫星的研究工作。从相识
到相知，他们携手一生，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已年过八旬
的两位老人依然恩爱有加。现在的阮老很少出门，主要的
任务就是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伴。

美好的回忆中，也有让阮老难以释怀的痛苦回忆。提
起 1962年 12月 6日的那场事故，阮老内心总是难以平静，
甚至眼圈微红。那一天，他正在整理试车数据时，听到了
消防车的警笛声，一场灾难就这样降临了。203公斤料浆
在桨叶转动时瞬间燃烧。事故中陈素梅、韩玉英、王增
效、刘恩科四位同志牺牲，常西平和朱月恒身负重伤，终
身残疾。朱月恒是北京工业学院当年的毕业生，是河北
省河间县（今河间市）一对农民夫妇的独生女。她母亲来
时苍天无泪的悲苦，深深地留在了阮崇智的心中。昔日
里并肩作战的同志瞬间失去生命，这令阮崇智很难接受
这样的现实。他说：“历史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固体事业
所作出牺牲和贡献的人们！”

当听到朱月恒后来在工作中克服重重困难，依然坚持

科研工作，并成为陕西省三八红旗手、陕西省劳动
模范后，阮老深感欣慰。他深知一位从艰苦岁月
中走过来，经受过各种考验的军工人在任何困难
面前是从来不会退缩的。

1965年 12月，结束了在惠安化工厂的协作，阮
崇智随队伍去往呼和浩特，重新建立新的基地。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阮崇智致力于固体火箭发动
机的研究，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在惠安化工厂工作的经历以及后来与工厂的
多次合作，使他与惠安化工厂、与兵器工业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

两次拜访阮老，他对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提起当年的很多同志，他总是津津乐道，并且告

诉了我们很多后来从工厂转到航天部门的同志的近况。
他说：“惠安化工厂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做了无名英雄，航天人应该感谢兵器，没有他们，就没有
我们今天的事业。”

第一次拜访阮老，我送给他一本工厂五十周年时编写
的《情系惠安》一书。第二次见到老人，是我带着中央电视
台《人民兵工》节目拍摄组去他家里采访。老人见到我非
常高兴。他说自己已经认真地读完了《情系惠安》这本书，
遗憾的是书里面写当年复合固体推进剂研究所初期的内
容太少了，应该多写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临走时，老人送
我了一本他撰写的回忆录《我的中国心》，本书中详细地记
录了老人当年在惠安化工厂工作生活的经历。

深深的兵工情怀，成为老人一生最难忘的珍藏。
□张爱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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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职工抬着发动机上山做试验。

作者采访阮崇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