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4年至1980年，在我国西部

11个省区实施的三线建设， 共投资

2052.68亿元，建成星罗棋布的大中

型项目1100多个。三线建设，增强了

国防实力,改善了工业布局,使新中

国有了安全的战略后方， 为西部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的三线构想

所谓三线，就是按照战略地位

把我国的地理区域划分为前线、中

间、后方地区，称为“一线、二线、三

线”。 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指

云、贵、川、陕、甘、宁、青、豫西、晋

西、鄂西、湘西等11省区。 该区域距

东 部 海 岸 线 最 近 点 在700公 里 以

上， 距西面边界则有上千公里,四

周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

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的

山脉作为天然屏障。 在当时准备打

仗的特定形势下，三线地区是理想

的战略大后方。

以毛 泽 东 为 核 心 的 第 一 代 中

央领导集体，当时是从战略的高度

来思考和筹划我国的三线建设的。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

周边局势较为严峻。 北面,中苏关

系急剧恶化，苏联在中国北部陈兵

百万，虎视眈眈，军事威胁越来越

大 ;东 面 ,美 日 韩 台 结 成 同 盟 ,对 大

陆形成战略包围，美国在台湾海峡

演习核战，蒋介石集团图谋反攻大

陆 ,咄 咄 逼 人 ;南 面 ,自1961年 开 始

的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疯狂扩大，

步步升级，并发展到对越南北部进

行狂轰滥炸，成为对中国安全的直

接威胁 ;西面,中印发生边境争端，

中方被迫自卫还击。 如此的周边环

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

体不得不有所考虑， 有所警惕,并

做好相应的准备。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东北重工

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

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战略轰炸

机的打击范围内；沿海工业城市的

空中安全处于美蒋航空兵的威胁

之中；首都北京也受到美苏核武器

的威慑。 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

不使用核武器，我国的大部分工业

基地也将毁于一旦。 如果敌方使用

核武器，后果将会更加严重。 而西

部地区则处于苏联和美蒋军事打

击范围之外（当时，苏联、美蒋的武

器装备都打不到西部特别是西南

地区）。 于是,毛泽东决定中止“三

五”计划重点抓“吃穿用”的设想，

从1964年 起 转 而 进 行 战 备 工 作 。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中共

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从存在着

新的世界战争严重危险的估计出

发 ,指 出 在 原 子 弹 时 期，没 有 后 方

不行,并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

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定决心搞三线

建设。 他提议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

地以及相关的交通、煤、电建设搞

起来。 通过这次会议,毛泽东明确

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他强调

要把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使

沿海一线、中部二线、西部和西北

部三线并存，三线是建设的重点。

1964年8月2日晚，美 国“马 克

多斯”号驱逐舰在北部湾与越南海

军鱼雷艇激战。 8月4日，海战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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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扩大，战火很快就烧到了中国南

部边境。 中越边界、海南岛和北部

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与导

弹。 消息传来，毛泽东彻夜未眠。

美国制造的北部湾事件，证实

了毛泽东对时局的判断。 在中央书

记处讨论三线建设的会议上,毛泽

东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

发动的侵略战争。 他不无忧虑地

说：“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

沿海地区，不利于战备。 ”并批评了

中央主管工业的负责人：“沿海搞

这么大， 不搬家不行……四川、云

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 ”

后来，经过毛泽东多次强调，三线

建设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成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识，并被提

上了重要日程。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

瑞卿联名提议国务院三线建设领

导小组由李富春等13人组成，李富

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

长。 毛泽东表示赞同，并就他们3人

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交的《关于

国家经济建设防备敌人突然袭击

的报告》 作出批示：“精心研究，逐

步实施。 ”

自此，我国的三线建设全面启

动。

全面启动实施

根据 毛 泽 东 的 构 想 和 中 央 的

部署， 三线建设在1964年 全 面 启

动。 按照“大分散、小集中”，“依山

傍水扎大营”的方针，因地制宜确

定建设项目。 中央要求三线建设的

企业要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远离

大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

战争的情况下也打不烂、 炸不垮，

能够继续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

1964年 是 我 国 研 制 原 子 弹 最

为关键的一年。 围绕这一重点军事

项目，中央在调派军队和科技骨干

到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又选派了大

批科技精英奔赴西部，加强核工业

基地建设。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成功爆炸，这是三线建设史

上最为浓重的一笔。

为适 应 大 规 模 三 线 建 设 工 程

的展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国务

院成立了全面负责三线建设规划

工作的机构，时称“小计委”。 随着

三线建设进程的深入，1965年2月

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

于西南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 决

定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总指

挥部， 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成

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

指挥部，由主管的机械工业部统一

领导。 西南地区的中央直属建设项

目，所有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

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门统一安排、

负责解决，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

情况。 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和协作

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

调配等由有关省区负责。 3月29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西南三线建设

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 同意由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

兼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后来，彭德怀、钱敏被先后派任副

主任）。 并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三线

建设总指挥部、 铁道兵总指挥部，

李井泉兼任总指挥长， 吕正操、熊

宇忠分任副总指挥长。

西南 三 线 建 设 的 许 多 重 点 项

目大都落户四川，部分放在贵州和

云南。 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负责指

挥、协调中央各部门的三线建设工

作，川滇黔三省的建设项目各自负

责。 中央由周恩来、李先念具体领

导。

1965年，周恩来在陪同柬埔寨

国王西哈努克由重庆到武汉的途

中，在船上听取了中共重庆市委书

记鲁大东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情

况和经验汇报后，作出指示：三线

建设按物资作综合平衡，集中力量

打歼灭战，节省下来的投资分为三

份，一份留给建设单位，一份留给

建筑单位， 一份帮助农民发展生

产。 他还特别强调：不占或尽量少

占农民的良田好地；不拆或少拆民

房；不迁或少迁居民；不准搞高标

准非生产性建设，坚持和发扬延安

精神，力求勤俭节约。

1965年9月18日 至10月22日，

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上，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

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

变工业布局”为指导方针，继续积

极推进三线建设，巩固和扩大建设

成果。

从1964年起，我国有计划有组

织地将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

西北部转移。 当年和以后几年的新

建项目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

到1965年，我国的战略资源大体已

向西部、 尤其是西南地区转移完

毕，大部分新建和转移项目已落地

建设或投入生产， 一切运转正常。

此时的中国，已不怕打大规模战争

甚至核战争了。

攀钢基地选址

攀枝花钢铁厂，是西南三线建

37



设的重点项目之一。 为选好厂址，

程子华与中央有关部委、四川省委

负责同志以及100多名各方面的专

家、技术人员，对攀枝花、乐山、西

昌等地的18个备选厂址进行了为

期3个月的实地考察、评估和论证，

在综合比较各址的优缺点后选择

了攀枝花。 这是因为：攀枝花地区

铁矿丰富，煤碳资源储量大，冶炼

钢铁的辅助材料基本齐全；金沙江

纵贯其间，有取之不竭的工业和生

活用水；靠近铁路，便于连接六盘

水地区的煤矿；挨近林区，可提供

建筑木材；地处亚热带，农业生产

条件较好；把工厂摆在山脚的坡地

上，不占用良田沃土，有利于新兴

城市建设。

选定攀钢厂址后，西南三线建

设委员会组织国家计委和国务院

有关部的副部长，各部的计划局局

长、基建局局长、设计院负责人，西

南局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杨

超、云南省委书记郭超等到攀枝花

现场调研、办公。 经过8天的实地考

察、各部制定建设规划、会议研讨，

最终通过了冶金部和各部的综合

平衡建设方案。

1965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邓

小平乘坐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

到攀枝花，审定钢铁厂建设方案后

视察了规划中的厂址，作了一系列

重要指示。 回到重庆时，他招见第

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指示一

机部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

工厂的领导和技术力量。 决定增派

钱敏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

任，以加强领导。

当年，数万铁道兵开进川滇交

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筑成昆铁

路的序幕。 京、津、冀、鲁、豫五省的

1500多辆汽车，满载设备和物资日

夜奔跑在川滇公路上。 10多万建设

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

江畔的攀枝花地区， 安营扎寨，投

身三线工程建设。

1966年3月31日， 西南三线建

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彭德怀来到

攀钢建设基地检查指导工作。 他站

在攀钢沙盘前仔细听取攀枝花特

区党委第一副书记、三线建设总指

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冶金部建设司

司长李非平的介绍后,指着沙盘上

建厂房的位置问：“这里的老百姓

都安置好了吗？ ”“彭总，请放心！ ”

李非平回答着，并指着沙盘说：“这

里是荒山野岭，只有7户人家。 听说

建大钢厂，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为

他们建了新房，他们就搬出弄弄坪

了。 ”彭德怀满意地说：“这就好了，

共产党不能做老百姓不高兴的事

啊！ ”听了“弄弄坪”这个地名，彭德

怀问：“这个地方自古就叫 ‘弄弄

坪’？ ”“不是， 原来没有名字的。

1965年邓小平来这里视察时，有人

说这荒山峡谷无法安置大钢厂。 邓

小平听后笑了，指着荒山说‘这有

什么，弄一弄不就平了吗！ ’从此，

大家就把这里命名为 ‘弄弄坪’”。

听了李非平的讲述， 彭德怀赞叹

道：“小平这个人是很有魄力的。 这

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啊！ ”

攀钢 基 地 建 设 初 期 唯 一 的 现

代化发电厂，凌空耸立在深山峡谷

中。 彭德怀随陪同人员来到电厂门

前，听取电厂负责人的汇报。 厂址

紧临金沙江，背靠大山，岩体坚硬

如铁。 在7000平方米狭窄的地基上

安放着6万千瓦火力发电厂， 在全

国实属罕见。 然而，工程设计安装

人员深入现场，从实际出发将厂房

依山而建，将平坡式电厂改为阶梯

式，将室外式升压站改为室内半敞

开大厅式。 其他辅助设备见缝插

针，分层错列。 这样的大型电厂占

地仅2.74公顷，为同类电厂占地面

积的一半。 在上海火电工程处的支

援下，电厂如期建成，为攀钢基地

建设充当了“先行官”。

待大家轻松了一会儿，电厂负

责人又介绍说：“彭主任，这里还有

更神奇的电站呢！ ”彭德怀听说有

更“神奇”的电厂，便迫不急待地要

去看个究竟。

负责 电 厂 工 程 的 技 术 人 员 引

领彭德怀一行来到鲜为人知的山

洞前，侃侃道来“神奇”之处。

1965年冬，攀钢基地建设进入

高潮， 已投产的电力不能满足需

要。 为应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战争，

经国务院批准再建1座电站。 上级

要求再建的电站应依山、 靠水、隐

蔽。 承建该项目的国家建委土石方

公司调集全国的精兵强将，在这荒

凉山岭中放炮开山，挖石凿洞。 机

械设备一时无法全部到位，他们就

凭借坚强的意志，历时4年，从大山

肚子里掏出土石方36万立方米，在

大山心脏里凿出底面积为22419平

方米的洞室，安装了两台5000千瓦

的高温高压双水内冷发电机组，建

成地下电厂。 新电厂面临金沙江，

背靠重重山峦、层层叠峰，处在万

山丛中的河谷地带。 无论从空中、

还是陆地都无法察觉到这里有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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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彭德怀好奇地问：“这是火电

厂，一冒烟，目标不就全暴露了？ ”

技术人员告诉他：“电厂没有建高

大挺立的烟囱，而是通过埋设在地

下的涵洞将烟气运送远山，由多个

排烟口释放，如山间的雾，就不暴

露目标了。 万一某个冒烟处被炸，

距发电设备很远， 厂房也万无一

失。 ”彭德怀连连点头，称赞工程技

术人员想得周全，考虑细致。 他说：

“三线建设就是为打仗作准备的，

平时考虑周全了，战时就少流血。 ”

攀枝 花 钢 铁 基 地 在 毛 泽 东 和

党中央的关怀重视下，经过建设者

们的艰苦努力，如期建成。

解密816厂

曾代 表 我 国 三 线 建 设 时 期 最

高核机密的816厂， 厂址在重庆涪

陵白涛镇，紧临乌江，背靠武陵山，

隐匿在山体内。 厂房进洞深度400
米， 核心位置的覆盖层在200米以

上。 洞体可预防100万吨级氢弹在

空中爆炸产生的冲击力，在我国所

有核工厂中是最隐蔽、最坚固的。

1964年 我 国 第 一 颗 原 子 弹 成

功爆炸后，出于备战考虑，中央决

定将甘肃的404核工厂转移到更安

全、更隐秘的西南地区。

1966年6月， 第二机械工业部

遵照中央指示， 提交了由404核工

厂先后在四川、贵州、云南、湖北、

新疆等省区踏勘出的90多个厂址

中遴选出17个备选方案。 经领导和

专家综合评估论证，认为乌江流域

的白涛镇条件较好,“靠山、 分散、

隐蔽、 进洞”， 能满足三线建设要

求。 二机部审定后上报国务院，随

后， 周恩来总理批准了816厂建设

工程启动。

到1982年，816厂 完 成 工 程 总

投资7.4亿元，土建完成100%，建筑

完成85%，安装完成60%。就在这一

年，传来了816厂缓建的消息。

1984年，816厂正式停建。 面临

改革开放的816厂， 只有在 “军转

民”浪潮中开拓新路。 先是做面包，

但维持不了全厂5000多人的生计。

拥有知识和技术优势，总要找条生

路。 中央领导来三峡视察，厂领导

找机会争取国家大化肥项目。 1985
年秋， 他们为夺标做着精心准备，

10月27日评审结果揭 晓，816厂 中

标。 11月，国家计委和化工部把中

标结果上报国务院，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李鹏批示：“如果上一个大化

肥厂，我同意816，这可和三峡建设

结合。 ”1985年，816厂大化肥项目

被国家正式列入 “七五” 计划，在

“军转民”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2000年，816厂在 “816堆工洞

体解密并对外开放的请示” 中称：

当前国际形势与816洞体上马时发

生了根本变化，国家的军工方针有

了调整。 认为816堆工已无复建利

用可能， 建议对816洞体工程及堆

工本体部分予以解密。 拟利用原堆

工洞体开发高科技旅游项目，盘活

国有资产且能保值增值和安置部

分下岗职工，带动相关产业形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 2002年，代表国家

三线建设最高机密和科技水平的

地下核燃料基地，终于被国防工委

批准部分解密。 几经周折，“中国唯

一解密核反应堆/世界第一大人工

洞体”旅游项目规划2010年正式启

动。 部分解密的核工业基地，又为

现代旅游业服务。

历史的宝贵遗产

历时16年的三线建设，在党中

央的领导和全国的通力协作下，经

过建设者们的艰苦努力，基本达到

了预期要求。 相继建成了一大批国

家重要的钢铁冶金、 常规兵器、航

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制造

基地， 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

系，其中一部分成为西部的工业脊

梁。 这些基础设施、工业基地、科研

院所的建成，使我国的工业设施和

科研基地在西部有了可靠的后方，

初步改变了内地、西部及边疆地区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促进了西

部地区的社会进步。 许多重要厂矿

后来实行“军转民”，在经济建设中

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三江机械

厂为“神九”飞天作出了重大贡献，

受到中央的嘉奖；812核 燃 料 厂 为

大亚湾、秦山核电站提供源源不断

的核燃料；长庆、红光、晨光等兵器

工厂“军转民”后生产电冰箱等民

用产品，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发挥

着积极作用。 三线建设为“四个现

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三 线 建 设 在 创 造 和 留 下 物 质

遗产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

的精神遗产，锻炼和造就了一代中

国经济建设的领导者与建设者。 知

识和人才的储备，为中国的改革开

放奠定了基础。 在建设过程中取得

的科研成果，被后来人所运用和吸

取；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和勤俭节

约的精神，仍鼓舞和激励着我们继

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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