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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宁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无限记忆
的土地上，一场关于老厂区重生与复兴的故
事正悄然上演。

说到青海省的“三线建设”，就不得不提
及大通县。随着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
地——211 厂退出历史舞台、其“神秘面纱”
被揭开，704、705、706……曾经的这样一组神
秘代号得到“解密”，那一串备受关注的数字
被“具象化”。走进大通县城找寻“三线建设”
的记忆，来到小石山和山下那些厂区旧址前，
记者看到，一座“三线”精神纪念馆暨广场已
初具规模。

解密这些神秘的代号工厂
704，青海黎明化工厂；705，青海光明化

工厂；706，青海重型机床厂……
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爆

炸，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11厂退
出历史舞台，逐渐揭开它的“神秘面纱”，704、
705、706……曾经的这样一组神秘代号也随之
被“解密”，这些工厂均建设在大通县。

面纱揭开后，人们才知道，这些企业与建
设在金银滩草原上的221厂同属“两弹一星”
功勋企业；705厂生产的201重水产品曾为青
海争得过国家级金奖；704厂生产的火箭推进
器，顺利地将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
号送上太空……

究竟什么是“三线建设”？
为什么在青海会进行“三线建设”？
为什么这么多的工厂都建在大通县？
记者跟随不同寻常的一些人，寻找一段

隐秘的岁月。在大通县文联办公室，文联主
席侯继廒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张“泛黄”的老照
片，它们都是从曾经参与过大通县“三线建
设”的老三线人那里收集而来的，在侯继廒的
讲解中记者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那个特殊的
年代。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应对国际环境挑
战、保障国防安全、改善工业布局，党中央作
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当时，我国被
划分为三类地区，即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
它们分别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线地区
包括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等共计 13
个省、自治区的全部和部分地区，而在这 13
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
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就被称为“三线建设”。青海自古就是连
接西藏、新疆的必经通道，对有效实施“三线
建设”的保密要求和控制西部、西南部地区行
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通县位于青海东
部河湟谷地，森林覆盖率高、水源充足，是“三
线建设”选址的理想之地，于是704、705、706
等工厂才会“落地”大通县。

“你看这是当时的工厂大门，这是一部分
以前的老厂房，我小的时候，提到 704、705、
706这些工厂代号，大通人可谓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不仅是因为工厂里待遇好，还因为进入
工厂还能学技术，那时候家里要是有人能进
到这些工厂工作，走路都能昂首挺胸呢！如
今这些工厂基本都已不复存在，被改革的大
潮所裹挟，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
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却在大通这片土
地上接续传承。”侯继廒说。

在荒滩上建厂为青海发展筑基石
为什么说“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

次规模极大的工业迁移过程呢？因为从1964
年开始，按照“三线建设”计划，全国都行动了
起来。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
民”的口号下，按照“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
青海综合考虑地形、原料、水源及原有工业基
础等情况在西宁、海东、青海湖周边地区开始
了“三线建设”，根据国家统一安排，青海的

“三线建设”采用沿海老厂迁建、援建、包建、
改建和扩建等五种形式。

今年73岁的杨桂兰17岁时跟着母亲从
东北老家顶风冒雪、一路征程来到了大通县，
在厂区内的学校毕业后，她在 706 厂工作了
10年，随后又被调到704厂直至退休，如今她
的女儿仍然在704厂工作。

“那个时候条件差，我听父亲说他刚到大

通县见到工厂厂址时就傻眼了，一眼望去全
是荒滩，连草都没长几棵。条件艰苦、物资匮
乏、交通不便，父亲和其他来自全国各地的建
设者们住帐篷、睡土房，在荒山野岭中开山辟
路、平整土地；风餐露宿、不畏严寒，硬是靠着
人拉肩扛，在一片荒芜中建立起了高大的厂
房。等我和母亲来的时候，条件已经好多了，
工厂家属区建好了，学校、医院、浴池等设施
一应俱全，不仅为厂区职工和家属提供了教
育和医疗保障，这些设施的建设也解决了当
时的实际需求，为大通县后续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杨桂兰回忆说。

比起其他工厂，705厂的建设则更为“坎
坷”。1990 年之前，705 厂是个盲区，卫星搜
索不到这里，705厂是最高级保密单位，这里
的建设者想要跟家属联系也只能用大通县
705信箱，但没有具体位置。705厂由当时全
国最著名的五大化工厂援建或者联建，2000
多名来自四川、重庆、上海、北京的科技人员
汇集到这里，他们隐姓埋名、辛勤寒苦，默默
生产着重水。重水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液体，
在原子能工业中用作减速剂，也可制取重氢
原料，是核工业和核武器不可缺少的材料，在
那个特殊的年代，705厂也为我国的核工业发
展贡献了力量。

热血在这里沸腾，青春在这里燃烧，献了
青春献子孙，大通“三线建设”人可曾后悔
过？答案是肯定的“永不后悔”。

今年同样 73 岁的高山林是土生土长的
西宁人，初中毕业后他被招工到了 704 厂。

“当时真是很艰苦，虽然能跟着师傅学技术，
但渴了只能喝北川河水、饿了只能啃干馍
馍，累了就睡隔出来的宿舍，让当时只有 16
岁的我还是有些不习惯的。可谁想到，我不
仅坚持了下来，还一干就是 39 年，后来，我
的孩子们也都陆续接班留在 704 了。但让
我自豪的是，厂里生产的火箭推进器将中国
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了太空，那
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高山林激动地
告诉记者。

青海的“三线建设”开始后来自祖国内地
的40余家企业在青海境内开展迁建、改建和
扩建等工作，在15年的时间里基本完成了青
海“三线建设”，形成了青海机械、冶金、军工
电子、基础工业为特色的支柱产业，为青海改
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加快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生产车间到旅游场所的蝶变
以前这里是我国第一家生产和建设高能

燃料的国防军事合作配套企业，对我国航天
国防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以前这里是集
当时国家最强资金设备和技术人员的自主研
发的重水原料企业，它改变了我国重水依赖
进口的局面；以前这里机器声轰鸣、设备飞速
旋转，制造出一台台各类重型机床，为我国工
业发展作出贡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大通县境内这些曾经辉煌的企业早已淡出了
历史的舞台。

驱车从西宁驶入大通县城，在进入县城
不远处的路边有一座别具一格的广场。广场
上是 706 厂原料处理车间的旧址，如今一块

“706工厂”的标识牌向人们讲述着这里过去
的故事。在落寂的厂房里还存放着一些陈旧
的机器，墙上一块块“奋进”的标语，仿佛见证
着706厂以前的辉煌。一条画满齿轮的步行
道将车间旧址与一片绿地相连，在绿地的尽
头，一段废旧的铁轨上摆放着象征某个年代
的火车头，一下子就将人们的记忆拉回到“那
个年代”……

如今，大通县正在书写新的发展篇章。
通过给旧工厂注入新的血液，大通县委县政
府积极推进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将“三线建
设”遗址打造为红色教育基地和工业旅游景
点，为大通人和“三线人”留下“念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通县正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拥抱未来。“三线建设”铸就的“艰
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依然在这片土地上
生生不息，激励着大通人民在新时代创造新
的辉煌。 （记者 一丁）

本报讯（记者 悠然）“献
花祭扫代替纸钱”“指尖追
思”“文明踏青”清明时节，
西宁市民以别样的方式，为
这个特殊的传统节日注入
全新的文明活力，文明的种
子在西宁处处生根发芽。

指尖寄哀思网络祭祀
成新潮流

“崇尚英雄、缅怀先烈、
争做先锋。”“学习英雄事
迹，弘扬英雄精神。”“捍卫
英 雄 、学 习 英 雄 、关 爱 英
雄。”4月4日，记者登陆西宁
文明网，点击进入“网上祭
英烈共铸中华魂”版块，来
自西宁市各大中小学的学
生、广大市民纷纷留言，向
英烈表达敬意与追思。在
走访中，记者发现，网络祭
祀凭借便捷、环保的特点，
成为西宁市民文明祭祀的
热门选择。

市民张鹏表示：“老人
过世后，我们选择了撒散生
态节地葬法，今天清明，我
们通过网络祭祀寄托对先
人的思念，同时也能消除火
灾隐患。”

服务保障全方位文明
祭扫入人心

4 月 4 日，记者在采访

时了解到，全市 166 处临时
便民祭祀场点，城管工作人
员全员到岗，通过定点值守
与流动巡查，引导市民文明
祭祀，对不文明行为及时劝
阻。环卫工人则增加了清
扫保洁频次，增派保洁人员
和清运车辆，确保祭祀区域
及周边环境干净整洁。令
人欣喜的是，市民们文明素
养显著提升。在各祭扫点，
市民自觉排队，耐心等候，
秩序井然。排队时，大家相
互礼让，安静有序，极大减
轻了现场管理压力。市民
李华表示：“城管和环卫人
员 为 我 们 创 造 了 良 好 环
境，我们理应自觉排队，文
明祭扫，共同维护这份整
洁与秩序。”

同时，在西宁烈士陵
园，无烟祭扫规定得到市
民积极响应。得知不能焚
烧祭祀用品后，市民们主
动将传统祭品换成鲜花，
有序排队入园。陵园工作
人员感叹：“如今市民文明

意识显著提升，祭扫秩序越
来越好，我们的工作也轻松
多了。”

踏青赏春践文明守护
春色展新貌

清明时节，春光明媚，
也是踏青赏春的好时机。
西宁市民出游热情高涨。
不少家庭自驾前往周边景
点，开启短途踏春之旅。“前
几天看到，民和文旅局长的
赏花邀请视频，虽然舞跳得
不怎么样，但还是有了想去
欣赏一下桃花的念头。一
路上，大家都自觉遵守文明
规范，遇到车流量大的时
候，大家也都能耐心等待，
不加塞。不随意停车拍照，
不向车外扔垃圾。”市民任
燕笑着对记者说。

移风易俗，久久为功。
西宁市民用实际行动践行
文明祭扫、文明踏青，让清
明更“清明”。安全、简约、
低碳的祭祀新风尚蔚然成
风，推动社会文明迈向新
高度。

本报讯（记者 王琼 摄
影报道）为普及国标舞文
化，助力专业人才培养，加
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西
宁市为当地国标舞爱好者
精心打造了一场专业且意
义非凡的交流学习活动。4
月4日，由西宁市体育局、市
外事办联合主办，市群众体
育指导中心承办的“桃色起
舞 璀璨夺目”CEFA国际标
准舞2025世界巨星公益课，
在西宁市城西区体育公园
盛大开讲。此次活动不仅
是一次国标舞知识与技巧
的学习盛宴，更是西宁市对
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活动吸引了来自青海省及
周边地区的200余名舞蹈教
师、爱好者和青少年学员参
加，现场氛围热烈。

这次活动特别邀请到
了意大利现役选手、国际标
准舞“世界杯”亚军科西莫·
巴拉导师授课。巴拉导师

凭借专业技艺和风趣的教
学风格，讲解了国际前沿的
国标舞知识与技巧。他既
深入浅出地阐述理论，又亲
自示范动作，从步伐节奏、
身体姿态，到舞蹈表现力、
情感传递，全方位指导学
员。在导师的教导下，学员
们领略到国标舞的韵律与
技巧，对国标舞的理解和认
知提升到新高度。学员们
表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
机会，通过与国际大师交
流，他们的专业理论水平和
舞蹈技术能力都得到增强，
原本一些模糊不清的舞蹈
技巧，在导师的讲解和示范
下变得清晰明了，舞蹈表现
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此次公益大讲堂的成
功举办，不仅为国标舞爱好
者搭建起了一座与国际大
师直接交流的桥梁，开阔了
本地舞者的国际视野，更为
西宁市体育舞蹈的专业化、

规范化发展打牢了坚实的
基础。同时，通过这样的对
外文化交流活动，西宁市体
育舞蹈项目在专业人才培
养、赛事举办、文化推广等
方面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有望提升西宁市体育舞蹈
的整体水平，在全省乃至全
国形成独特的国标舞文化
氛围。

下一步，西宁市体育局
将持续开展贴近群众的全
民健身活动，强化科学健
身指导，吸引更多市民投
身体育锻炼，让体育真正
成为西宁市民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同时，将进
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不断融入对外文
化交流元素，举办更多类
似的国际文化体育交流活
动，增进国际友人对西宁
乃 至 中 国 文 化 魅 力 的 了
解，全力推动西宁全民健
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704、705、706，一组神秘代号的故事
——“走进大通县看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鲜花网络寄哀思西宁清明添“绿意”

国标舞公益课开讲助力西宁全民健身热潮

经济新视界经济新视界··一线报告一线报告

精神文明建设
西宁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