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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战

略决策，对整个国家的国防战略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国家战略，三线建设给我们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和无穷的精神力量。

今年是三线建设启动 60

周年，本版特别推出此文，让

广大读者了解那一段峥嵘岁

月和老一辈革命家 、老一代

建设者们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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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初，中共中央从经

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根

据各地区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全国划分

为一、二、三线。一线指东北及沿海各

省市；三线指云、贵、川、陕、甘、宁、青、

晋、豫、鄂、湘等 11 个省区，其中西南

（云、贵、川）和西北（陕、甘、宁、青）俗称

大三线；二线是指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

区；一、二线地区各自的腹地又俗称小三

线。三线建设，就是党中央根据当时严

峻的国际形势。为保障国家安全作出

的以备战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甘

肃 因 为 有 丰 富 的 资 源 条 件 、复 杂 的

地 形 状 况 及 独 特 的 地 理 位 置 ，成 为

三线建设中一个重要的省份。在中

央 的 统 一 部 署 下 ，甘 肃 的 三 线 建 设

取 得 了 巨 大 成 就 ，极 大 地 促 进 了 甘

肃经济社会的发展。

甘肃三线建设的布局是按照中

央 对 西 北 地 区 的 总 体 布 局 展 开 的 。

1964 年 12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

安召开西北地区迁厂工作和“三五”

规划会议，明确了西北地区三线建设

的总体安排，要求西北地区在今后的

若干年内，建立起一个以酒钢为中心，

能生产常规武器，并且具有相应原材

料和必要的机械制造能力的工业基

地，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相适应、比较完

整的巩固可靠的战略后方。在这个总

体设想下，中央对甘肃的冶金工业、建

材工业、石油化工和化学工业、机械电

子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电力工

业、轻工业和铁路建设等项目提出具

体要求。

冶金工业方面。在第三个五年

计划期间，力争在西北地区形成一个

品种较全的冶金工业体系，重点发展

有色金属工业。主要任务是建设以

酒钢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增加国

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国防工业急需

的 钢 铁 、有 色 金 属 和 稀 有 金 属 的 品

种，建设铜、铝、锌、镍、钼有色金属工

业基地，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展资源

综合利用。

建材工业方面。新建酒泉水泥

厂、西北玻璃纤维厂、西北玻璃棉厂，

恢复建设兰州玻璃厂。

石油化工和化学工业方面。争

取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在西北地

区建成一个小而全、少而精的体系。

主要包括：化肥、合成橡胶、合成树

脂、合成纤维、基本化工原料、精细化

工、医药等建设项目。

机械电子工业方面。用五到七

年时间，以酒钢为原料基地，以兰州、

西安地区为中心，西至西宁，北至张

掖、石嘴山，南至汉中，连结豫西等地

区，由华北、东北对口支援，建成西北

机械工业基地。

煤炭工业方面。重点是满足以

酒钢为中心的煤炭供应，并保证三线

建设各方面用煤需要。主要项目是

建设窑街、靖远矿区，年产 200 万吨，

争取在 1965 年至 1966 年全部开工。

石油工业方面。主要是加强油、

气资源勘探，重点开发陕西、甘肃、宁

夏地区的长庆油田。

电力工业方面。重点安排甘肃

刘家峡水电站建设。

轻工业方面。拟利用白龙江的

木材资源，在武都地区建设一个日产

30 吨、年产 1 万吨的工业用纸厂。天

水纸厂争取续建成日产 10 吨，年产

3400 吨的文化用纸厂。续建武威糖

厂，日处理甜菜 500 吨到 1000 吨。

铁路建设方面。为了保证酒钢

的建设和生产，适应西北地区经济建

设和国防需要，在“三五”（1966 年—

1970 年）期间，除将西北地区主要铁

路干线上的电气路签闭塞方式都改成

半自动闭塞外，还将对能力薄弱的区

段，采取加固桥梁和上部建筑，增加站

场设备等措施。新建镜铁山支线、白

银市至靖远支线。扩建兰州机车工

厂，并新建货车修理厂和专业化的机

车车辆配件厂。

1964 年 9 月，中共甘肃省委在向

西北局、中央上报的《关于积极着手

进行三线建设的报告》中提出：(一)成

立甘肃省三线建设小组。(二)为了迎

接迁厂任务和做好迁厂准备工作，决

定派两个勘查组，即赴河西走廊和天

水一带进行踏勘调查。同时，组织力

量对全省下马企业、停关闭项目、半

截子工程作全面调查，研究哪些可以

利用，提出如何利用的意见，以便在

国家确定迁厂任务时，能争取时间，

把一些重要厂子迁进来，做到多快好

省 ，搬 来 后 能 够 很 快 地 投 入 生 产 。

(三)加速地方军事工业的建设。(四)

责成省计委、经委及早对砖、瓦、灰、

砂、石的生产做出具体安排，以保证供

应。(五)千方百计争取把农牧业生产

尽快搞上去，使农业逐步地尽可能适

应工业建设的要求。

1964年 9月 28日，甘肃省成立了

三线建设小组，下设三线建设办公室，

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三线建设小组的

主要任务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和国家

计划进行甘肃三线建设的合理布局；

协助中央各部做好选厂和迁厂工作；

拟定全省迁厂计划；领导、督促地方军

事工业和地方工业建设等。同年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20 日，省委派出三个

建设选点勘查组，先后到天水、张掖、

武威、兰州等地进行实地勘查。国务

院国防工办、军委、国防科委以及第二

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农机部、

轻工部等 8 个部门也到甘肃实地踏勘

并决定建设项目。截至 1964年底，中

央各部门工作组到甘肃进行选厂工作

的共有 21 个单位，初步提出了 717 个

项目。这些先期工作为甘肃全面开展

三线建设奠定了基础。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安排，甘

肃的三线建设从 1964 年一、二线工业

的迁建开始，1965 年全面展开；1969

年，由于中苏边境冲突加剧，三线建设

出现第二个高潮，相当部分企业即建

成于这个时期。

三线建设期间，全国一、二线地区

组织抽调了铁路、矿山、冶金、化工、机

械、核工业等大批专业勘察、设计、建

筑施工队伍和铁道兵、基建工程兵指

战员投入建设。1965年国家确定从一

线沿海各省、市迁来甘肃的项目共有

33 个（3 个有变动），包括工厂 20 个、大

专院校 2 个、科研单位 11 个，分别迁入

兰州、白银、天水、金昌、酒泉等地。这

些迁建的项目中 1965年全年全部和部

分完成迁建任务的有 22 个，跨年度完

成的有 8个。半年时间，甘肃增加了电

焊条、电线、电表、小型同步发电机、铝

管等新产品。到 1969年 10 月，第一机

械工业部迁入甘肃的企业、研究所有

21 个；机械工业迁入甘肃的企业、研究

所有 26个，其中电影机械、材料试验机

两种产品是三线独有项目，为全国服

务；国防工业除“小三线”省属 5个企业

外，三线建设还搬迁、新建了10个企业；

电子工业从 1965年到 1972年共新建 8

个企业，1个研究所，1个医院。

“三五”期间，甘肃的工业布局除

兰州等原有的几个工业地区外，新建

厂子分布在六个专区，形成新的“九点

一线”（九点是酒泉、张掖、永登、红古、

靖远、临夏、定西、天水、平凉；一线是

白银至靖远宝积山的铁路线），再加上

军工的布点，可以说是星罗棋布、点线

结合，成片成串，使分散隐蔽与经济合

理布局紧密地结合起来。“三五”规划，

加强了甘肃基础工业建设，形成五个

原材料工业基地，即酒泉钢铁基地、金

川镍钴基地、红古铝镁基地、白银铜、

硫、铅、锌基地，西固石油、化工基地。

1969 年 3 月，中苏珍宝岛冲突后，

全国进入战备状态，三线建设加快发

展，甘肃三线建设迎来第二个高潮，加

快建设酒泉钢铁公司、刘家峡水电站

以及以仪表、低压电器、农机器具制造

等为特色的其他一些企业，采用了“大

会战”和“小型会战”的形式，调集人

力、财力、物力重点突破，加快了工程

进度。由于甘肃是中央确定的三线建

设重点地区，除了原有的一些建设项

目被确定为重点建设工程外，还陆续

从 外 地 迁 来 一 些 企 业 。 1969 年 到

1970 年，由上海、哈尔滨、南京、长春

等地迁入甘肃后组建的天水长城精密

电表厂、甘肃光学仪器厂等企业也开

始投产。在 1971 年至 1975 年的甘肃

省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基建计划总投

资 55.7 亿元，其中对三线项目的计划

投 资 高 达 42.7 亿 元 ，占 总 投 资 的

76.7%。利用三线建设投资加大的有

利时机，甘肃改建、扩建的一些企业也

陆续开始发挥效益。

1970 年，经过多方努力，酒钢一

号 高 炉 顺 利 出 铁 ，结 束 了 建 厂 13 年

没出 1 斤铁的历史，开始大量生产生

铁。1981 年，为一号高炉配套服务的

项目也相继建成投产，到 1985 年底，

酒钢已成为国家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

形成包括矿山开采、金属冶炼、轧钢成

材和机械加工等多门类的综合生产体

系。1969 年，全国第一个超过百万千

瓦级的刘家峡水电站开始发电，1976

年以后，又相继建成八盘峡、盐锅峡、

碧口等一批大中型水电站。还建成连

城火电厂、甘谷电厂、嘉峪关电厂、酒

泉热电厂及数以百计的小水电厂。到

1980 年，甘肃省发电量达 119.3 亿千

瓦时，装机容量 281.02 万千瓦。依托

甘肃省丰富的石油资源，“三五”时期，

国家投资 7771 万元扩建玉门油田，其

原油产量在 1970 年达 45万吨，总产值

8.81 亿元。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在庆

阳地区开发了长庆油田，其生产能力

在 1975 年达 101.3 万吨。到 1980 年，

全省原油产量达 135.51 万吨，石油工

业总产值 12.05 亿元。煤炭也是甘肃

能源的主要支柱，三线建设期间，国家

对甘肃煤炭工业共投资 6.9 亿元，原煤

产 量 由 1965 年 的 180.4 万 吨 增 加 到

1980 年的 767 万吨。相继有窑街、靖

远及华亭等大型煤矿建成投产，各地、

县煤矿也发展很快。

1980 年以后，按照党和国家“调

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三线建

设开始进行调整。为了搞好三线建设

的调整改造，充分发挥三线企业的作

用，1983 年 12 月，国务院成立三线建

设 调 整 改 造 规 划 办 公 室 。 1984 年 6

月，经国家计委同意，甘肃省纳入规划

范围，甘肃省的负责同志为国务院三

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成员。对

三线企业进行布局上的调整，主要是

解决三线建设中由于选址不当、规模

过大、布局过散所带来的遗留问题。

1984 年 7 月 31 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党

组第 16 次会议决定，成立甘肃省三线

建 设 改 造 规 划 领 导 小 组 ，下 设 办 公

室 。 据 统 计 ，在“ 七 五 ”（1986 年 —

1990 年）时期，甘肃调整改造项目实

际 8 项，总投资 22538.99 万元，总建筑

面 积 304483.53 平 方 米 。“ 八 五 ”

（1991 年—1995 年）期间，主要是针对

少数存在严重险情的企事业单位进行

搬迁和就地调整。“八五”项目实际完

成 投 资 95332 万 元 ，竣 工 建 筑 面 积

82.30 万 平 方 米 ，调 迁 职 工 2.11 万

人。甘肃三线建设的调整工作持续到

“ 十 一五”（2006 年—2010 年）期间。

经过长期调整改造，一批受自然灾害

和地理位置等制约严重的三线建设

项目，基本解决了三线建设时期遗留

的主要问题和突出矛盾，基础设施条

件、生产能力、技术装备、生产生活环

境得到了明显改善，为三线项目建设

单位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 过 广 大 建 设 者 的 艰 苦 奋

斗，甘肃的三线建设基本实现了

预定目标，取得了显著成就。

甘肃工业基础逐步完善。

据统计，整个三线建设时期，国

家 和 地 方 围 绕 甘 肃 三 线 建 设 累

计投资 155.53 亿元，新建、迁建

和重点改造企业共 156 个，有计

划、分步骤、大规模地展开了军

工、电子、机械、化工、钢铁、有色

金属、电力、煤炭、公路、铁路等

国防科技工业及能源、原材料和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的 建 设 。 相 继 建

起了冶金、有色金属行业的酒泉

钢铁公司、西北铁合金厂、金川

公司、兰州炭素厂、兰州铝厂、连

城铝厂等；石油、化工行业的长

庆油田、兰化公司、西北油漆厂、

刘家峡化工厂等；电力行业的刘

家峡、盐锅峡、八盘峡等大型水

电站；国防军工行业的国营四〇

四厂、五〇四厂、红峰机械厂等

核工业、兵器工业领域的工业企

业及科研院所；机械制造工业的

甘肃长通电缆厂、甘肃光学仪器

厂、天水长城控制电器厂等；电

子行业的虹光电子管厂、长风机

器厂、天光集成电路厂、永红器

材厂等。这些企业的建成，极大

地 促 进 了 甘 肃 省 冶 金 、有 色 金

属 、机 械 电 子 等 行 业 的 发 展，使

甘肃的国防科技电子工业从无到

有，具有了航空航天高尖端科学

技术，形成了常规武器生产的基

本体系和比较强大的国防科技实

力。可以说，甘肃的工业基础基

本上是在三线建设期间奠定的。

省会兰州科技实力增强。在

三线建设中，由于一大批现代化

企业、科研和教学单位内迁，给

兰州带来了大批学者、专家、教

授 及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和 大 量 先 进

的 科 技 设 备 。 全 省 科 技 队 伍 已

逐 步 发 展 为 包 括 中 央 各 部 所 属

研究院（所）、中国科学院所属研

究所、国防科技工业部门所属科

研单位、地方科研单位和高等院

校在内的“五路大军”。据统计，

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搬迁到兰州

的 研 究 院（所）有 14 个 ，其 中 有

兰州石油化工设计院、兰州电源

车辆研究所、中科院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中科院兰州地质研究

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

究 所 、中 国 市 政 工 程 西 北 设 计

院、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化工设计

院、化工部涂料工业研究所、兰

州 理 工 大 学 等 。 至 1978 年 ，这

些院所的科研人员达到 4000 余

人，成为一支建设兰州、振兴甘

肃的科研大军，取得了一批引人

注目的科研成果。

带动全省农业及其他行业发

展。虽然三线建设主要是为了备

战，但在建设过程中照顾到了人

民的吃穿用，促进了省内农业的

发展。甘肃是个农业大省，农业

问题比较多，一些地方粮食不能

自给，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为

此，省委在对三线建设进行规划

时，把支援农业放在相对重要的

位置，将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

与备战工作结合起来，有重点地

抓小化肥厂的建设，增加农药的

产量，搞农业技术改革，有效促进

了全省农业的发展。三线企业建

厂后，就近吸收附近青壮年劳动

力进厂，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

使工厂有了稳定可靠的劳动力来

源。依靠企业，周边农村有的接

了自来水，有的装上了电灯，大大

改 善 了 农 民 的 生 产 生 活 条 件 。

可以说，三线建设在客观上支援

了 农 村 建 设 ，促 进 了 农 业 的 发

展。同时，极大地改变了边远山

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三线建

设期间，甘肃境内完成铁路支线

建设 7 条，境内里程为 529.76 公

里。其中白宝、王家山支线为运

煤支线，嘉镜支线为酒泉钢铁公

司矿石运输线，清水支线为中国

西部航天基地专用铁路，刘家峡

支 线 为 修 建 刘 家 峡 水 电 站 而 修

建 。 这 些 交 通 路 线 的 建 成 不 但

保证了三线建设的需要，还给沿

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

对 改 变 当 地 相 对 贫 穷 落 后 的 面

貌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三 线 建 设

还 促 进 了 商 业 的 发 展 。 1965

年，按照省委《关于贯彻执行〈西

北局加强三线建设领导的决定〉

的决定》和《关于贯彻执行〈西北

局 支 援 酒 钢 建 设 的 决 定〉的 决

定》，为保证三线建设的全面展

开，加大对物资供应、服务设施

和 迁 建 企 业 的 配 套 协 作 产 品 的

保障，商业厅专门抽调干部负责

迁建和新建企业的商业、饮食服

务 网 点 规 划 和 商 品 供 应 安 排 工

作 。 为 促 进 商 业 网 点 的 科 学 布

局，省商业厅除对兰州、天水、陇

西、刘家峡等地的商业机构充实

调 整 外 ，还 新 建 嘉 峪 关 贸 易 公

司，充实加强金川贸易公司。

推动甘肃城市化进程。大规

模的三线建设，使三线地区的城

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三线建

设期间，国家在甘肃基本建设方

面投入大量资金，使一批新兴工

业城市拔地而起，同时兰州、天水

等老工业城市的经济实力，也因

大批工业与科研院所的迁入和兴

建而得到加强。兰州市在三线建

设前已基本形成了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1964 年后，在国家统一计

划下，迁建、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大

型骨干企业和科研院所，使兰州

市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成为日

后兰州市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

天水市在三线建设开始后，迁建

了一批机械军工企业，新建了一

批轻纺工业和铁路工业，带动了

天水市交通邮电、商业财政、农业

生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发展，使

天水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成

为甘肃新兴的工业城市。白银市

是 全 国 唯 一 以 贵 金 属 命 名 的 城

市，素以“铜城”闻名遐迩，拥有

大 型 黄 铁 矿 型 铜 矿 。 三 线 建 设

时期，先后建成了白银有色金属

公司、银光化学材料厂、西北铜

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等企业。

这 些 大 中 型 企 业 的 建 成 使 白 银

成为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基地，也

推 动 了 白 银 城 市 建 设 的 发 展 。

此外，随着酒泉钢铁公司、金川

公司等企业的兴建和发展，嘉峪

关市、金昌市等新兴工业城市也

在 戈 壁 滩 上 相 继 建 成 。 这 些 成

就 有 力 地 带 动 和 促 进 了 甘 肃 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

三线建设对于甘肃产业基础

的形成、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资源

的开发利用及全省经济社会稳步

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利当时、

惠长远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今

天如何发挥甘肃老工业基地的优

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走出工业强

省的新路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执笔人：李丽君）
在三线建设中，白银公司成为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

甘肃光学仪器厂

11 三线建设时期的甘肃蓝图三线建设时期的甘肃蓝图 22 三线建设在甘肃三线建设在甘肃全面展开全面展开 33 三线建设在甘肃的显著成就三线建设在甘肃的显著成就

1975 年 2月 4日，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图为刘家峡水库。（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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