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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工程
见证三线建设

艰难辉煌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乌江之畔的涪陵
“816地下核工程”景区，参观核工洞和一旁的816
小镇，重温共和国“三线建设”那段峥嵘岁月，追
忆缅怀那些为国家安全和民族自立，无私奉献甚
至牺牲的人们。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紧张而复杂的
国际局势，防备大规模战争的爆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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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
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重庆是全
国“三线建设”重点城市之一，是国家常规兵器工
业和船舶工业基地。期间，重庆累计新建和改扩
建项目200余个。

当时，为了备战备荒，这些项目大多建在较为
偏僻的地方，生产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816核工

程就是重庆众多“三线建设”项目中的一个典型。
作为中央批准的中国第二个核原料工业基地，816
核工程选址在现今涪陵区白涛街道金子山，1967
年开建，建设时间长达18年，总建筑面积10.4万平
方米，先后有6万余工程部队官兵参加建设。

在当时没有先进设备情况下，参建者凭汗水与
智慧，用简陋的工具，在大山中开掘出“世界第一大人
工洞体”，共建成大小洞室18个，道路、导洞、支洞、隧
道及竖井130多条，轴向线叠加全长25余公里。

期间，百余名官兵献出宝贵生命。由于816
核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之一，连家人最初也不知
道这些烈士为何牺牲。最终，由于国际形势变
化，816工程于1984年停建。2002年，国防科工委
下达解密令，816地下核工程基地终见世人。

历时10余年（1964—1980年）的“三线建设”，虽
然艰苦，但客观上也对重庆工业经济、城市建设、道

路交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重庆因此改扩建
和新建了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建
设机床厂、长江电工厂、嘉陵机器厂、巴山仪器厂、
西南铝加工厂、四川维尼纶厂、重庆氮肥厂等一大
批企业。到“三线建设”末期，重庆形成了以冶金、
化工、机械、纺织、食品为主体，门类较齐全的工业
生产体系。后来，在向军民结合型转轨中，这些企
业发挥了巨大潜能，生产出诸如摩托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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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此外，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成的成渝线，“三
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川黔线、襄渝线，这三条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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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翔

▲ 四川汽
车制造厂的军
用越野车装配
线。

▲1980 年 9 月 26 日，嘉陵摩托车经济联合体正式成立，这是重庆
首次尝试军民联合发展民用商品。图为嘉陵厂质检员正在检查新出
厂的摩托车。

▲1966年1月，重庆嘉陵江大桥建成通车。

▲四川维尼纶厂主厂区。

▲涪陵区白涛街道，游客正在参观“世界第一大人工洞体”816地下核工程。 通讯员 李辉 摄/视觉重庆

▲ 中铝西
南铝研发生产
配套北斗三号
项目的铝材产
品。

（中铝西南
铝供图）

▲2020年3月20日，长安汽车两江基地乘用车工厂焊
接车间整车线，“复苏”的机器人们繁忙有序。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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