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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蔚

抢救尘封的“小三线”历史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一段既辉煌又艰难、既振奋又

曲折的特殊历程———三线建设。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三
线故事，至今仍是共和国的深深记忆，也是许多人烙在心
间的一段生命印迹。

1964年起，我国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
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
交通基本设施建设。所谓三线，是以地理位置来区分的，
沿海和边疆的省市自治区为一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的西

南、西北大部分地区为三线，也称战略大后方，介于一线和
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称为二线。而一线和二线地区也要有
自己的后方基地，这就是俗称的“小三线”。

上海的小三线建设设在了邻省的皖南和浙西山区，是
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后方工业基地。从1965年选点筹
建开始，到1988年调整结束，上海小三线逐步发展成为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
大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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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为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近年来，徐有威
把研究的重点聚焦在了上海的小三线建设和
由小三线建设衍生出的种种社会和家庭的风
云际会上。

研究历史的学者，不仅沉醉于过去，更会
从尘封的史料中去捕捉对未来的借鉴与启
示。徐有威和他的研究团队努力向着这个目
标靠拢。

说起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历史，徐有威如
数家珍。他说，!"#$年 $月到 %"&%年底，是上
海小三线基本建设的第一时期；%"&' 年至
!"&(年，上海小三线进入军工生产的大发展

时期；%"()年 (月到 !"((年 *月，是上海小
三线的调整交接时期，即最后一个时期。在安
徽省和上海市联合领导小组的主持下，从
+"($年 "月开始，双方召开多次会议，商定上
海三线企业移交给安徽的事宜。第一批交接
工作自 !"(, 年 %- 月 ( 日始，至 !"(( 年 *

月，上海小三线在皖南的 (-家企事业单位全
部移交给了安徽。

据徐有威团队查阅文献资料和实地考
察，一批有关上海小三线建设的数据被较为
准确地统计了出来。他说：“上海小三线建设，
从 !",$年由上海工业、物资、建材、交运、卫

生、电力等 !*个局所属 ,$个单位包建开始，
到 !"(*年夏季调整与交接前，在皖南徽州、
宣城、安庆 .个专区和浙西临安县境内，建成
了 (%家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其中有 $$家
工厂、/家运输队、!家变电所、.家物资供应
站、$所医院和防疫站、$所中学、&家管理机
关、!家计量所、!所干校和 !家农场。另外，
上海小三线还建有工厂附设小学 ." 所和厂
办集体事业单位 .(个。上海小三线共有在册
职工 $**.&人，家属 !&---余人，共投资 &0$1

亿元，占地面积 1*$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占用
面积 !-,万平方米。”

原汁原味再现难忘历史
! ! ! ! !《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
出版社 .*-/年版%，是徐有威主编的一本新
书，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编著。
作为一本口述史资料，它采用的是对 *.位上
海小三线建设的亲历者逐一采访的方式，通
过当事人口述、采访者整理，最终呈现在了世
人面前。徐有威要做的是尽可能去原汁原味
地再现那段难忘的历史。

三线建设的神秘性源自被输出的技术和
行业是军工性质，涉及国防战略安排，从基础
建设到招工，从投产到停产，一切都被要求悄

悄地进行，不能公开见诸于报端，相关的档案
和往来的公文属军事机密，迄今也无法对外
开放。由于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当事人
的口述成为眼下抢救这段历史最有效的办
法。

找在世的人，找三线建设的亲历者，找当
时一些重要工作的决策者，这样得出的成果
无疑是极具史料价值的。曾任上海市副市长
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锦华，道出的是上海
小三线为什么选址皖南；曾任上海市委副书
记兼常务副市长和公安部部长的阮崇武，回

忆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撤回小三线企业及员
工的跌宕过程……

历时四年半，*.位口述者逐一将上海小
三线建设兴衰起落的一个个细节还原了出
来。
“口述实录最接近真实，但也只是一种辅

助手段，不是唯一的信源，我们还会通过多种
途径一一比对口述者所说的是不是客观，是
不是事实。”徐有威说，研究当代史的方法有
许多，但找到在世的当事人，是研究其他时段
历史所不可比拟的优势。

用一个个数据反驳质疑
! ! ! !近年来，有关当年国家决策三线建设的
“是非功过”时有争议，甚至还出现了怀疑和
否定的声音。对此，徐有威认为，这种杂音是
完全有悖历史背景的，也是不公正的。

徐有威从掌握的大量史料出发，分析了
三线建设特别是上海小三线建设对于加强国
防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
历史意义。

第一，对全国性的战略后方国防工业生
产和科研基地的建设贡献良多。上海小三线
先后共建成以“$&”高射炮$弹%、新 *-火箭筒
$弹%为主体的 !1条军品生产流水线，一些军
品质量和工艺被评为部、市级优质产品，有的
获得重大科技成果奖。小三线生产的军品，在
支援越南、柬埔寨等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和我

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对外贸易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受到了兵器工业部的表扬。

第二，区域性有限度地调整了不合理的
工业布局。上海小三线在军工生产的同时，也
生产了一批民用产品，包括钢材、水泥、汽车、
家用电器、轻工机械、煤矿机械等 !.大类 1*

种民品，分别获国务院所属委办的嘉奖，有不
少产品属于国内首创和独家生产，有的质量
和工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一些产品被评
为部、市级优质产品。

第三，推动了内地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
的提高。上海小三线先后在皖南山区和浙西
临安县境内建有冶金、轻工、机电、化工、通
讯、运输、汽车制造、电力、建材、仪表和文教
卫生等十多个行业，并都已具备一定的规模

和生产能力。这对合作开发工业比较落后的
皖南山区，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程度
的提高，都发挥了较大作用。可以说，小三线
也孕育了我国最早的“城镇化”建设的雏形。

此外，上海小三线造就了一支能出征、肯
吃苦、顾大局、守纪律的干部职工队伍和科技
队伍。历年来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人
物的干部职工有 !.人次，通过办学、上学和
自学等多种途径培养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
$--多名，有工程师、主治医生和经济师等以
上职称的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和医务教育人
员 (--多人。按小三线调整人事政策回沪参
加上海经济建设的广大干部、职工和工程技
术人员，后来也成了上海建设的一支重要力
量。

研究三线建设出于责任
! ! ! !“我之所以热衷研究三线建设，既是对这
段历史的个人喜好，也是出于一个历史研究
工作者的责任。特别是作为上海人，我更要
对当年牵涉到上海千家万户的迁移三线过
程做出一个全面、客观的研究与判断。”徐有
威说，今年 !! 月 11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致函上海大学，他领衔申报的
《“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已
获 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立
项，他也因此成为全国小三线建设研究的首
席专家。

徐有威说，在众多采访对象中，令他和同
事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原上海后方基地管理
局后勤处处长王中平。“我们是在 1-!!年初

一个寒冷天去拜访年过八旬的王老的，他向
我们娓娓叙述他与上海小三线的点点滴滴。
仅过数月，当我们再想联系王老做补充访问
时，没想到他已经溘然长逝了。”徐有威说。
“至今，在小三线地区还有许多我们的上

海老乡，他们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那
里，但他们的付出，很多都被淹没在历史的长
河之中了，只是，我们不应该忘却了他们。”徐
有威说。

比如在采访安徽宁国胜利水泥厂的几位
老工人时，研究团队成员了解到，他们是上海
人，因小三线建设与大山深处结下了不解之
缘，以后又一辈子留在了宁国的一个小乡村。
他们苦过、怨过、悔过，但他们坦然地接受了

现实，积极乐观地生活着。一位姓丁的师傅对
大家说：“苦，我们吃尽了。那时候进厂的路是
我们修的，厂里通电，电线杆是我们自己扛
的，一扛就是十几里路，每次回家时，肩膀都
淤血了。累，那时候真累，不过我们真的没有
怨言，觉得那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时候能做点
事，心里是真的高兴。”另一位姓闵的师傅说：
“那时候厂里生产出的水泥，都是我们这几百
个人用手一个一个搅出来的。我们的手经常
被磨得流血，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就
这样生产出了一批批高标准的水泥。正是小
三线人对工作的认真负责，赢得了全国人民
的好评，后来上海的许多重大工程建设，都指
名要用胜利水泥厂的水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