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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

走进“816”重温时代记忆

□本报记者 王翔

6 月 8日，在涪陵区白涛镇乌江之畔，
“816”地下核工程景区游人如织，从过去在地
图上被抹去名字，到如今成为知名旅游地，

“816”工程凝聚了太多人的青春和记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祖国一声令下，数万爱

国青年从天南地北汇聚至此，历时18年挖空
了金子山，挖出了这个已知的“世界最大人工
洞体”。

几十年后的今天，走进“816”工程，透过一
个个复原的场景、闪烁的程序灯，让人仿佛穿
越了时空，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重温“备
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三线建
设”时期，无数人为了国家安全和民族自立，不
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时代记忆。

国家号令一出

6万余人跨越千山万水而来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紧张而复

杂的国际局势，防备大规模战争爆发，中共中
央作出了将我国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转移，
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

1966年，中央批准修建我国第二个核原
料工业基地，作为当年国家最高机密的地下
核工程，代号“816”。

“为了国家和民族，中央一声号令，大家
都二话不说，甚至来不及跟家人道别，立刻收
好行装奔赴深山。”老兵陈怀文说，当时，他与
同乡毛劝来一起报名参军。火车一路向南，
过黄河，跨长江，到重庆后，运送他们的船只
最终在乌江边停下。

“最让我们吃惊的是，这个小镇竟然在地
图上都找不到名字。”陈怀文说，尽管如此，大
家精神头足得很，“条件再恶劣，也能迎风高

唱‘团结就是力量’。”
潘开泰老人当年参与了工程建设，说起

当时的情况，老人也是记忆犹新。“我是从大
漠来的，当时来了几万人，几乎全国各地的都
有。”1969年，潘开泰33岁，毕业于湖南大学
土木系的他原本在嘉峪关外工作，接到入川
通知后，收拾行装从塞外踏入蜀道，来到涪陵
白涛金子山这个荒山野岭。

条件艰苦，不输于大漠，是潘开泰对这里
最深的印象。“10多年间，山里前后来了数万
人，哪有那么多房子住？我最初住的是一个
废弃仓库，有窗户没玻璃，一到晚上，四面透
风。”潘开泰说，更多战士只能用牛毛毡等材
料搭棚子住。刚开始时，这里漫山遍野都是
棚子，后来才逐步搭起临建房，但条件也很艰
苦，往往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6万余名建设者先
后来到这里，参与“816”这一“三线建设”重大
工程建设，共同“建设祖国大后方”，为国家安
全和民族自立奉献青春与热血。

艰难困苦都不怕

他们用简陋工具挖出核工洞
在当时那个年代，很难想象，数万年轻的

工程兵是如何凭借简陋的工具，在大山中开
掘出这个已知的“世界最大人工洞体”。

作为亲历者，最令陈怀文老人不能忘怀
的，是工程兵54师数万官兵掘洞的壮烈。没
有先进设备，全靠工兵镐、工兵铲、炸药、风
钻，24小时不停施工，凿开坚硬的岩石层。

施工条件的艰苦，超乎一般人想象。陈
怀文说，他所在的123团六连，是一个“四好标
兵”连队，也是全团坑道掘进的主攻连队，大
家实行三班制、四班倒，每个班必须在8小时
内完成工作量，才能确保工程进度，“我们头

戴柳条制的安全帽，面戴防尘罩，脚穿高筒水
靴，工作服外再套防水衣，使用重达50多公斤
的凿岩机掘进。一个作业班下来，浑身湿透，
精疲力尽。”

历时18年，建设者们用简陋的工具，硬是
在深山中挖出了大小洞室18个，道路、导洞、
支洞、隧道及竖井130多条，洞体总长25公
里。

有人测算，如果将开挖出来的石渣筑成
一米见方的石墙，可筑起1500公里长。今
天，如果不真正走进这个通道连廊交错纵横
的迷宫，很难感受这个工程凝聚了一代人怎
样的经历、沉淀了一代人怎样的情感。

在整个“816”工程建设过程中，先后有一
百多名官兵牺牲。在离洞口约3公里，一个叫

“一碗水”的地方，有座烈士陵园，76位烈士长
眠于此，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1岁。直到工程
解密，他们的故事才逐步被世人所知。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重现历史弘扬家国情怀
20世纪8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

会的主旋律。1984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
顺应时代发展，正式批准“816”工程停建。

工程停建之时，洞体工程内核反应堆等
主体设施尚未建成投运，核反应堆支架、空间
堆芯、监控仪表、中央控制器机组等设备仍
在，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施工建设状态。

“作为三线建设的历史见证，‘816’工程
承载了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爱国主义教
育中具有非凡的意义。”涪陵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让“816”工程在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
活化、发展，涪陵区积极探索，全力挖掘“816”
工程的潜在价值，使其在发挥社会效益的同
时创造出经济价值。

2010年，“816”地下核工程景区以核反
应堆工艺为核心吸引物，以原生态旅游为主
打，正式对外开放，实现了从国家机密工程向
大众可以畅游的景区的转型。

2016年，在进行了为期1年的全封闭改
造，新建“816”工程展厅和“永远的工程兵”展
厅，完善了“816”工程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展
陈，同时改善了洞内声、光、电等设施设备后，

“816”景区重新开门迎客，让游客有了更为震
撼的游览体验。2019年，“816”景区正式晋
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在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我们还精
心打造了816小镇，一期已于2019年正式对

外开放。”该负责人介绍，816小镇位于涪陵白
涛街道麦子坪区域，这里有曾专门为核工程提
供机械加工服务的旧厂区，通过改建，建起了
816军工陈列馆、伊川书院、民宿、展览、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党群活动中心等系列文创和文化
业态，成为集文旅、文创、文教于一体，留住军
工建设时代印记、历史文脉的816小镇。

截至目前，“816”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
135万人次，游客在一排排充满历史感的机械
设备、一张张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工程建设图
片、一句句充满时代感的标语中接受洗礼，升
腾对历史的感动，对和平的珍视，对家国情怀
的坚守。

□本报记者 王翔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
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
策。虽然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
况下，为加强战备，而进行的一次国家生产力
布局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但从客观
结果来说，历时10余年的“三线建设”，对重庆
的工业经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等方面产生
了巨大影响，在较大程度上，成为重庆现代化
进程的重要助推器。

重庆地处西南，作为“三线建设”中心城
市，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以重庆为
中心，用三年或者稍长一些时间建立起一个
能生产常规武器并且有相应的原材料和必要
的机械制造工业的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
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
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

“在此背景下，大批迁建、新建、改扩建项
目落地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处长
田姝介绍，1964年9月，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
划小组成立。10月，规划小组编制出《重庆地
区三线建设规划》。该《规划》提出以重庆为
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有200多个，仅重庆地
区的投资就达42亿元。1965年2月，中央决

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
由李井泉任主任，下设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
套建设指挥部，负责指挥重庆地区的“三线建
设”。

“三线建设”的第一步，是沿海大批企事
业单位内迁。具体实施方案为：1964年下半
年迁建少数工厂作试点，大部分工厂作好搬
迁准备，1965年开始大规模迁建。迁建主要
采取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的形式，即有的厂
全部内迁，有的厂部分车间、工段内迁并与重
庆原有厂合并，或在重庆建设新厂。据不完
全统计，从1964年到1966年，有涉及中央15
个部的企事业单位从北京、上海、辽宁、广东
等12个省市内迁到重庆地区，内迁职工达
43488人。此外，1964年下半年至1967年，
在重庆地区进行的“三线建设”项目中，国家
还安排了59个大的骨干项目和配套项目的新
建和改扩建。

通过“三线建设”，重庆建立了门类较为
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
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

至1980年，“三线”新建企业加上原有兵工
厂，重庆地区拥有38个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
固定资产原值达18亿元，占全市工业固定资
产原值的20％。改革开放后，这些在“三线建
设”时期建立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经过调整

改造，在向军民结合型转轨中发挥了巨大潜
能，形成了诸如摩托车、微型车、小轿车等在
全国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对振兴重庆经济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时，“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川黔、襄

渝和20世纪 50年代初期建成的成渝三条
铁路干线与长江黄金水道，共同构成重庆对
外交通的4条大动脉，再加上航空运输和公
路运输，大大改善了重庆的交通状况，使重
庆成为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便利的
交通还带动了沿线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使
重庆初步形成了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镇
体系，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

“三线建设”成为重庆现代化进程重要助推器

一、兵器工业的改扩建
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主要包括

原有7个老厂(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
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长江电工
厂和嘉陵机器厂)的扩建和一批机械厂、研究
所的新建。新建的机械厂有：红山、庆岩等14
个和62、54两个研究所。

二、船舶、电子、航天工业项目的建设
在船舶工业建设项目上，以重庆为中心的

永川、江津、涪陵、万县沿江一带，从1965年开
始，相继建成了较为完整配套的船舶工业基
地。到20世纪80年代，重庆地区建成的造船
工业有前卫仪表厂、重庆造船厂等近10家。

在电子和航天工业建设项目上，国家在重
庆地区先后扩建了重庆无线电厂、重庆微电机
厂和巴山仪器厂，新建了3个微电子研究所。
与之配套，重庆还先后新建扩建了测试仪器
厂、无线电二、三、四厂等，从而形成了有30多
个电子工业项目为依托的我国又一电子工业
基地，能够生产国防和民用电子产品14大类
320余个品种。

三、冶金、化工、机械工业项目的配套建设
在冶金工业方面，如重钢、特钢及三江钢

厂的改扩建，西南铝加工厂、重庆铜管厂的新
建和重庆铝厂的恢复建设。

化学工业方面，国家投资建设了四川维尼

纶厂、重庆氮肥厂、重庆磷肥厂等一批骨干化
工企业，改造扩建了天原化工厂、长寿化工厂、
重庆化工厂等一批老企业。

机械工业方面，先后改扩建了矿山机器
厂、起重机厂等一批老企业，新建了四川仪表
总厂、实验设备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

到20世纪70年代“三线建设”末期，重庆
已经形成了冶金、化工、机械、纺织、食品五大
支柱产业。

四、对交通项目的建设
主要有川黔、襄渝铁路的修建，嘉陵江大

桥、涪江大桥、朝阳桥的建设，以及各港口、码
头、机场的新建和改扩建。

重庆“三线建设”项目情况

图为工程修建期间，开会布置任务。 （涪陵“816”景区供图）

“816”地下核工程部分建设者合影。 （涪陵“816”景区供图）

图为“816”地下核工程洞口。 通讯员 李辉 摄/视觉重庆

市民参观“816”地下核工程。 通讯员 李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