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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首架C919飞机成
功首航，国产大飞机再次翱翔蓝天。

从国产大飞机C919生产立项开始，西南铝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南铝）就承担着板
材、锻件等13项关键铝合金材料的研制、生产任务。

“C919飞机上有一半多的铝材是由西南铝提供
配套。”西南铝技术中心工程师周华满脸自豪地说，
在C919生产制造中，“西南铝造”铝材在飞机机翼
梁、机身框等多个关键承力部件生产环节都派上了
用场。

截至目前，西南铝为C919提供了各类高性能铝
合金材料1000余件，总重近600吨。

三线建设启动后，1965年7月1日，112厂（西南
铝前身）在渝开工建设；1969年11月25日，生产出第
一块大铸锭；1970年7月1日，轧制出第一块铝合金

板材；1974年9月，3万吨模锻水压机投产……从无
到有的西南铝，不仅壮大了重庆工业力量，亦填补了
国家冶金行业多个产业空白。

上世纪80年代，西南铝进入大规模改扩建时期，
开启发展新征程。到21世纪初，西南铝相继建成全
球先进水平的熔铸、热连轧等生产线，综合产能和保
障国家需求能力均大幅提升。

从企业成立以来，西南铝始终肩负重要使命，发
挥装备、技术和人才优势，持续进行新工艺、新材料、
新产品自主研发，有效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
不断打破国外垄断，全力满足国家重点工程铝合金材
料需求。

“蛟龙”入海，“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天眼”探
空……在数量众多的国家重大项目上，都有西南铝锻
造的“国之重器”作为配套。

西南铝：锻造出大批“国之重器”

1964年，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加强战备启动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是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历时 17

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涵盖13个省、自治区，累计投资2052亿元人民币——占
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 40%左右，先后安排 1100 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涉及国
防工业、基础工业、交通运输设施等领域。三线建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生产力布

局，在新中国建设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庆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三线建设形成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推动重庆

工业实现了一次跳跃式发展，为其建成中国工业重镇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是三线建设启动 60 周年，让我们一起回顾历史，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

岁月。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

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1964年，面对严峻的国际局势，毛主席多

次提出三线建设的设想——将全国划分为一
线、二线、三线，东部沿海边疆地区是一线，中
部地区为二线，西部内地纵深地区则为三线。
三线建设，就是加强三线地区的国防和经济建
设。经反复研究，中央将三线建设确定为“三
五计划”的核心任务。

同年9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
主任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正式宣布三线
建设的目标和布局。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

“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
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

西北地区自然地理条件较差，西南地区成
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
是“两基一线”：“两基”，即攀枝花钢铁基地和重
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一线”，则是成昆线。

马述林介绍，选择重庆作为常规兵器工业
建设基地，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量——

重庆的地形地貌，有利于贯彻“靠山、分
散、隐蔽”的三线建设企业布局原则；

重庆工业基础较为深厚，有抗战时期发展
起来的兵工七大老厂（望江、长安、建设、空压、
嘉陵、长江、江陵），机械工业配套能力强，原材
料工业发达，特别是有钢材品种齐全、被业内
称为“小鞍钢”的重钢，还有以生产军工用钢著
称的重庆特殊钢厂；

重庆要素条件好，长江黄金水道可终年通
行3000吨级船队，成渝铁路（1952年通车）、川
黔铁路（1965年通车）与全国铁路网相连接，境
内水量丰沛，有煤、铁矿产资源等，还有西南地
区最大火电厂。

1964年9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提
出“要在重庆周围搞一个小体系”。9月11日，
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以重庆为中心的工业配
套小组”（后称三线建设规划重庆地区小组），
进行调查研究和实地踏勘，提出了重庆基地建
设的轮廓设想。

196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西南
三线建委正式报送的《关于以重庆为中心常规
武器配套规划情况的报告》。

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很快铺展开来——
南线（长江以南）围绕地面压制火炮和大口

径高射炮，北线（长江以北）围绕光学仪器、火工
产品和炮弹，分别布局一系列工厂；长江沿线，布
局造船基地及配套研究所；主城原有几大兵工
厂进行改扩建，着重加强防空措施；此外，还有
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和其他配套工业……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建设，在巴渝大地上拉
开序幕。

波澜壮阔建三线 重庆工业挺“脊梁”

重庆，中国工业重镇。

2023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

突破3万亿元，汽车产量全国第

二；笔记本电脑产量连续10年全

球第一；己二酸产量世界第一，氨

纶产能世界第二。2024 年上半

年，全市汽车产量达到 121.4 万

辆，重庆再次登顶“中国汽车第一

城”。

“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今天

的重庆工业。”重庆市政府原参事，

曾任重庆市计委副主任、分管国民

经济规划和工业的马述林说。

在三线建设的滚滚大潮中，数

百万建设大军在中国西部广袤的

大地上战天斗地。数十万工程技

术人员、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在

“好人好马上三线”这一口号的感

召下，从首都北京以及上海、大连

等沿海城市，随着工厂迁到内地安

家落户。

这是一次波澜壮阔的工业大

迁移，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生产力

布局调整，为西部地区带来产业、

经济和人口格局的深刻演变。

历史的机遇落在了重庆。三

线建设，挺起了重庆工业的“脊

梁”。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转变，国家战略从备战转为和
平建设。军品生产任务锐减、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僵硬、产品单一缺乏
竞争力，内外交困中，一大批三线工厂陷入生存危机。

昔日的“好人好马好设备”，变成“好人落后了，好马变瘦了，好设
备生锈了”。

时代大潮，汹涌澎湃。1983年底，国家审时度势，启动三线建设
调整，使之符合改革开放大势。重庆成为重点调整地区，大批“三线
企业”转向、重组、搬迁，贴近城市、贴近市场，开启“军转民”之路。

一批实力雄厚的军工企业经过调整改造，在改革开放中发挥潜
能。以嘉陵、建设、长安、川汽等为代表的企业，在全国率先走出“军
民结合”的新路子，迅速形成以摩托车、汽车为主的支柱产业。

尤其是汽车产业，进入21世纪后屡创辉煌，又乘着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东风实现“换道超车”。如今，以长安等为龙头的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成为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第一个万亿
级产业集群，也成了重庆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一批性质相同、工艺相近的厂所合并调迁融合发展。大山深处
的9家大中型兵工厂，集中调迁至巴南区鱼洞镇，成立大江工业，并
于2018年改制，走上多产业融合发展的轨道。电子三所24所、44
所、26所迁往南坪，并入中国电科重庆子集团，设立中电科芯片公
司，布局先进计算、5G通信、汽车电子、智能传感等领域，助力重庆新
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

位于涪陵的中国核工业816厂，就地停军转民，引进大化肥生产
线，转型为重庆建峰化工总厂，一度成为我国最大尿素生产基地，后
又向化工新材料转型。

西南铝除保障航空航天任务外，大力发展民机铝材，相继通过波
音、空客、商飞等材料认证，近年来还瞄准新能源汽车，与赛力斯、蔚
来、通用、大众等车企合作探索汽车轻量化。川维厂划归中石油天然
气总公司，陆续进行系列技术改造和改扩建，醋酸产品产量、质量均
位居全国前列。以这些企业为代表的先进材料产业，已成为重庆第
三个万亿级主导产业集群。

永进机械厂就地转制，1997年重庆直辖时更名为重庆齿轮箱有
限责任公司，隶属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该公司先后生产“五洲阿里
斯顿电冰箱”和“五洲牌自行车”，一度供不应求，后又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生产水泥磨减速机填补国家空白。川东造船厂从造潜艇转向民用
船，与德国、英国、挪威等国客商展开合作，跻身国际高端船舶市场。

川仪总厂、江津增压器厂、华渝电气总厂、重庆水泵厂等一批老
企业，走过半个多世纪风雨，焕发新的活力与生机，有的为“大国重
器”提供关键零部件，有的成长为全国行业龙头，有的与外资企业深
入合作，成为重庆装备制造业集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还有一批关闭停产的老厂，如今被打造为网红景点、文创园区，
变“锈带”为“秀带”。如，核工程打造成816小镇，江北化肥厂变身

“悦来庄稼”文旅小镇，特钢厂旧址成了热门电影取景地。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作为中国工业

建设史上令人荡气回肠的一段篇章，三线建设不仅为重庆提供了难
得的发展机遇，也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那段岁月中涌现出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
新”的三线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洪救灾精神一
道，被中宣部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将激励着
巴渝儿女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征程上砥砺奋进、逐梦前行。

（重庆市委军民融合办二级巡视员张晓勇、中国国史学会三线建
设研究会副秘书长何民权对本文亦有贡献）

1970年开春，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的钟诚道结束了在马鞍山
钢铁公司为期3年的实习，日夜兼程赶回重庆西彭的112厂（西南
铝前身）。天寒地冻，钟诚道却浑身火热。他得知，出发前还是荒
坡的一大片地块上车间已建好，部分设备安装完毕，就等着数百名
派往各地的实习生回去上岗。这一年，112厂熔铸车间和压延车
间相继建成投产。

4月的一天，26岁的大学生刘定喧接到通知，他被分配到永
川，和几十名青年一道，参与组建电子工业部44所。当时，刘定喧
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电子科技大学）无线电测量专业毕业已3
年。大家踌躇满志，决心在永川干一番大事业。

同年5月18日，13岁的何民权跟着父亲何杰，在辽宁省大连
市沙河口区侯家沟小学办完转学手续，一家三代九口（奶奶、父母、
六兄弟）举家迁往重庆江津的468厂（原国家第六机械工业部国营
永进机械厂）。

和他们一起的还有6户人家，出发前所有家具、行李俱已打包
发运入川。千里跋涉，一路先坐火车再乘轮船，懵懂的何民权只
知，“要去西部大山沟里建大工厂。”

隆隆开山炮和机器轰鸣声响彻荒山，奏响了现代工业的交响曲。
一座座厂房、一幢幢家属楼拔地而起，一批批工人、大中专生、

复员军人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
马述林介绍，三线建设采取“三老带三新”的建设方针，即“老

基地带新基地，老厂矿带新厂矿，老工人带新工人”，要求做到“三
包一建”，即包建好、包人员和设备配齐、包建好后投入生产，从建
厂到投产负责到底。

大连造船厂承担包建永进机械厂的任务，工厂几易其址，先是在
武隆，后迁址江津。何民权的父亲何杰是首批“探厂”的七人小组成员
之一，1966年到武隆白马山中探址的第一晚，因为没地方睡觉，将农
民家的棺材盖翻过来睡了一晚。随后参建的，还有武汉船校和渤海
船校分配来的中专生、部队转业退伍官兵组建的红建一连。

44所建所初期仅有宿舍，没有科研大楼，人手奇缺，刘定喧等
一帮大学生照样在荒坡上挖地基。运物资的火车到了之后，宿舍
楼下响起大喇叭，小伙子们总是第一时间冲下来，争先恐后去4公
里外的火车站卸货，搬运河沙、水泥。

112厂三车间，挤压生产线12500吨卧式水压机和锻压生产
线6000吨立式水压机已安装到位，试生产却困难重重。锻压配套
加热炉一开炉门，电机就被烧坏。当时没有设备专家，车间主任把
难题交给学材料的钟诚道。

钟诚道只好硬着头皮上，在炉旁日夜观察，又找来图纸分析，
终于发现问题出在炉门配重上。“炉门是铸造的毛坯，沙子没打掉
就装上了，配重是按炉门理论重量1:1设计的。卸下来一称重，炉
门是配重的10倍还不止，失衡严重，电机不被烧才怪！”很快，厂里
专门制作了轻质炉门，问题迎刃而解。

钟诚道回忆，当时条件艰苦，大家都发挥聪明才智，一边摸索
一边干。采用他自主设计的空心芯棒，西南铝顺利造出“长征一
号”运载火箭所需的2250锻环，将“实践一号”科学试验卫星准确
送入轨道。

江津、涪陵、永川、长寿、綦江、北碚、璧山……在“地无三尺平”的
山沟沟里，建设者们吃饭在露天坝坝，睡觉在养鸡场和牛棚，没有路就
自己修，没有工具就自己造，没有汽车运输就肩扛人抬。不少工程都
是边设计边施工，实现“当年设计、当年建厂、当年投产”的目标。

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数百万人以血肉之躯，将一个个看似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变为现实。

三线建设17年，重庆的工业实力，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成，实力雄厚——
三线建设前，以重庆为中心生产常规兵器的工业企业

只有10家，三线建设结束后增加至48家，能研制和配套生
产40多种比较先进的陆海空常规兵器，包括坦克与装甲车
辆、特种设备等。

有了大炮，却没车运，怎么办？四川汽车制造厂（上汽
红岩前身）在大足动工开建，从法国引进重型越野汽车技
术，很快造出了新中国第一辆重型军用越野车。加上綦江
齿轮厂、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等5个配套厂，一个完整的重型
汽车制造基地基本成形。

不少填补空白的高精尖产品，均为“重庆造”——
何民权记忆犹新的是，国营永进机械厂第一件船舶齿

轮箱产品下线时，他所在的子弟校师生也加入庆祝行列，
和工人们一起欢呼、跳跃。包括永进机械厂在内的一批船
舶配套厂建成投产，形成覆盖船、机、仪的船舶工业体系，
使得重庆成为我国三线建设时期重要的舰船工业基地。
全国第一台平台罗经、第一台指挥仪、第一台减摇鳍、第一
只精密小模数齿轮，都在重庆下线。

为军工业配套的各种光学仪器，奠定了重庆电子工业
发展基础。刘定喧至今仍感自豪，同在永川的兄弟单位24
所，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国发射的第
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的集成电路也来自该所，说
它是中国芯片产业的“元老”亦不为过。

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企业集群，雏形显现——
由重钢、重庆特钢、西南铝和重庆冶金工业局组成的

冶金工业，成为重庆支柱工业；
机械工业方面，先后内迁新建和扩建的企业达39家，

重庆水泵厂等至今在其领域位居前列；
仪器仪表工业突飞猛进，由18个分厂组成的四川仪表

总厂，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如今仍是全国领先的行业佼佼者；
化学工业方面，中国最大的天然气化工项目——四川

维尼纶厂在长寿动工兴建，1979年全流程一次性投料试车
成功；

医药工业快速发展，过去从未生产过的抗菌素、中枢
神经系统用药、心血管用药等急需重要药品，在重庆实现
批量生产……

到三线建设末期，重庆已形成以冶金、化工、机械、纺织、
食品五大产业为支柱，基础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现代交通网络格局基本形成——
川黔、襄渝铁路陆续建成；白沙沱长江铁路大桥、石板坡

长江大桥、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等在长江和嘉陵江上架起“飞
虹”；白市驿机场进行改扩建，多个机械化码头在江畔投用。

重庆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调入的近十万职工，包括各类科学

技术人才、管理干部和熟练工人，壮大了重庆产业工人队伍；
从北京、上海迁来的一批科研院所，推动重庆科技实力

迈上新台阶，在一些重要领域有了“国家队”和话语权。
1980年，重庆工业固定资产在全国大城市中跃升至第

5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工业总产值居第7位，
次于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沈阳。

重庆，已成为中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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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工业
内迁，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
工业中心。

三线建设时期，重庆被赋予建设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重
任，形成以机械、冶金、化学工业为主体，轻纺工业相对发达，
能源交通为基础的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直辖，创造了体制条件和发展机
遇，重庆工业经历一段调整期后，迎来
持续高速增长。

重庆工业的
四次“跳跃式”发展

在长寿化工园区内，有一家国内最大的天然气化
工企业，其化工化纤产品畅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
区，特别是可应用于纺织、造纸、医药等领域的高分子
材料聚乙烯醇，在我国出口欧洲聚乙烯醇总量中占比
达80%。

这家化工企业是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维化工），其前身是诞生于
三线建设时期的四川维尼纶厂（以下简称川维
厂）。

川维厂当时是全国四大化纤生产基地之一，也是
全国唯一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生产化工、化纤产品的
特大型企业。

川维厂原厂长张黎群介绍说，川维厂于1974年
8月动工兴建，1979年12月全流程一次投料试车成

功，1983年7月正式投产。
“可以说，当时川维厂生产的化纤原料，为国内多

家服装厂大批量生产提供了充足保障，在很大程度上
推动解决了大家的穿衣问题，加速布票退出历史舞
台。”张黎群说。

川维厂自建成以来，在天然气化工技术方面一直
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乙酸乙烯酯、精乙酸甲酯等化
工产品，不仅能满足国内纺织、化工等行业需求，还远
销美国、欧盟、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2017年11月，川维厂改制，更名为川维化工。
近年来，川维化工加大技术研发、生产线升级改

造力度，完成聚乙烯醇、乙酸乙烯酯-乙烯共聚乳液
等新型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填补国内行业空白，持
续提升重庆化工产业综合实力。

川维化工：国内最大天然气化工企业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直以来，川仪人都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不久前，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仪股份）前董事长吴朋在接受
采访时这样说道。

川仪股份前身为四川仪表总厂，诞生于三线建设
时期。

吴朋介绍，为早日把工厂建成投产，当年川仪人
“不等、不靠、不伸手要”，艰苦奋斗，在1966年春天于
北碚建成四川仪表总厂一厂，实现“当年设计、当年施
工、当年搬迁、当年投产、当年出产品”。

之后短短数年间，从川仪一厂到川仪二十三厂，
一个个仪表工厂星罗棋布般出现在缙云山麓、嘉陵江
畔，让北碚成为声名远播的“仪表城”，推动重庆成为
当时全国仪器仪表三大制造基地之一。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四川仪表总厂以
市场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在全行业率先提出产品服

务重点由重工业向轻化工转变。由此，“川仪造”仪表
产品迅速走向全国各地，为国家电力、冶金、化工等行
业提供一揽子自动化仪器仪表系统集成装置，其主控
仪表、测温仪表等产品，打破了国外垄断。

1999年，四川仪表总厂更名为重庆川仪总厂有
限公司；2008年，改制更名为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

近年来，川仪股份持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瞄准
世界仪器仪表技术发展前沿，接连攻克一道道技术难
关，掌握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发展成为国内经营规
模最大、产品门类最全、系统集成能力最强的综合性
仪表企业。

其经营规模连续数年居全国自动化仪器仪表行
业首位，被业界公认为“挺起了民族仪表工业‘脊
梁’”。

（本组稿件均由记者夏元采写）

川仪股份：挺起民族仪表工业“脊梁”

核 心

提 示

新闻链接>>>

三线建设·重点企业>>>

（资料来源：《重庆工业简史》 吴家农、马述林著）

计划单列时期，中央赋予重庆省级经济
管理权限，开启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的
第一个黄金时期。

1965 年，112 厂（西南铝前身）
建设中的厂房。 （西南铝供图）

位于江津的晋江机械厂在20世纪70年代生
产的100毫米高射炮。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重庆齿轮箱公司（前身为永进
机械厂）生产的大齿轮。

（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816地下核工程入口。
通讯员 李辉 摄/视觉重庆

四川汽车制造厂（上汽红岩前身）第一辆车“手工敲打车壳”场景还原。（新华社发）

重钢老厂区。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拥有先进生产线的西南铝生产
车间。（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川维化工物流码头，工作人员
在检查出口产品装船情况。（摄于
2023年10月17日） 新华社发

川仪股份流量仪表生产车间
内，机器人在焊接传感器。（本报资
料图片）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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