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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简报
资政参阅专刊 第 74期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6月 17日

编者按：在三线建设战略决策 60周年之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

公室组织撰写了系列文章。今日刊载的《关于加快推进四川三线建设

旧址保护和利用的建议》，阐述了四川三线建设旧址在全国三线建设

遗产中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

的保护和利用价值，特别对四川三线建设旧址形成及原因、三线建设

旧址保护利用方式、现今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进行梳理，并就统筹推进四川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和利用提出相关建议，

供参阅。

关于加快推进四川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和利用的建议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一、四川三线建设旧址的形成

四川三线建设旧址的形成主要源于三线建设、三线调整改造、

国有企事业单位深化改革以及“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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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一）建设任务调整留下旧址

三线建设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临战态势

下狠抓战备以及国际形势缓和任务调整等诸多原因，一些三线单

位撤离建设原址，形成三线建设旧址。如三线建设开始后，北京

钢铁学院在江油县选址建设四川分院，但受“文化大革命”冲击，

该项目中途夭折，现江油市境内遗存少量旧址；白龙江林业管理

局最初选址广元县昭化区筹建，然而 1966年该局总部机关搬迁到

甘肃，现广元市留有该局旧址。再如 1972年后，随着中美、中苏

关系缓和，临战态势结束，国家测绘总局第三分局局机关以及下

属的航测队、地图社、制印厂等单位陆续由绵阳搬迁到成都，由

此在绵阳留下规模庞大的三线建设旧址。

（二）调整改造搬迁留下旧址

随着国际形势缓和，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三线建设

调整改造重大决策，对一些受自然灾害困扰、原址布局过于分散

或远离原料产地的三线单位实施调整搬迁，形成三线建设旧址。

如建于地震监视重点县之一青川县的万众机器厂、彭县龙门山地

震带上的岷江齿轮厂和湔江农业机械厂，以及建在偏远山区万源

县隐蔽山沟里的长征机械厂、广元腰鞍山边的旭光电子管厂、雅

安封家沟里的航空液压机械厂等三线建设单位，因备受自然灾害

困扰陆续迁出，留下许多旧址；三线建设时期，航天工业部 062

基地和 064基地分散布局在达县、万源、大足、泸州等多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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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战线长达数百公里，它们搬迁后留下大量旧址。

（三）国企持续改革留下旧址

三线建设企业绝大多数是国家直接投资建设的全民所有制企

业，在国有企业改革期间大多进行了现代产权制度改革。随着兼

并重组和股份制改造，有的企业破产倒闭，由此形成一批三线建

设旧址。譬如位于江油的长城钢厂，三线建设时期建成我国最大

的特殊钢科研生产基地，2004年攀钢集团重组长城特钢后，现江

油市遗存长城钢厂总部、一分厂、二分厂、三分厂和四分厂大量

三线建设旧址。

（四）汶川特大地震异地重建留下旧址

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突然来袭，四川多个市（州）

成为重灾区。当年三线建设的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

多个项目不慎选址在龙门山断裂带上，受到严重破坏，被迫异地

重建，从而形成旧址。如原建于绵竹市汉旺镇的三线建设重点项

目东方汽轮机厂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整体搬迁至德阳市八角

井镇重建，现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旧址已成为向公众开放的国家

级地震遗址。又如三线建设重点建设项目三机部六院十一所（624

所）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 90%的厂房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灾

后重建时该试验基地异地重建，原址留下的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

试验基地旧址现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二、四川三线建设旧址的保护利用方式

近年来，党和政府从文物建筑保护、历史建筑认定、工业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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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红色资源传承等多个方面将三线建设旧址纳入保护与利

用范围，推动三线建设文化传承发展。

（一）文物保护防止继续受损

2019年，全国有 6处三线建设旧址成体系进入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名单，填补三线建设旧址文物国保单位的空白。这 6处三线

建设旧址其中有 2处在四川，分别是三线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和

首座受控核聚变实验装置旧址。另外，截至 2023年底，大田会议

会址、渡口建设指挥部招待所、雅江桥、化林大队旧址、东河印

制公司旧址、红村石油会战旧址、华光仪器厂旧址、永光仪器厂

旧址、7002井、503地下战备电厂、成昆铁路仁和段等 11处三线

建设旧址入选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历史建筑认定展示地方特色

近年来，四川多个市（州）不断把三线建设旧址纳入历史建

筑认定范围，从而加强保护和利用。截至 2023年底，成都市人民

政府已公布了 23个批次的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其中四川锅炉厂旧

址、6569光电所职工食堂旧址、四川齿轮厂防空洞、大三线建设

遗存 103 厂建筑群、大三线建设遗存 401厂建筑群等三线建设旧

址入选名录；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了 3个批次的历史建筑保护名

录，清华大学绵阳分校、九院二所 10余栋三线建设建筑物入选名

录；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公布了 2个批次的历史建筑保护名录，渡

口水泥厂防空洞、攀钢石灰石矿俱乐部、石灰石矿踩空索道等一

大批三线建设旧址入选名录；宜宾市人民政府公布了 2个批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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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南山厂 101 车间弹壳房、长庆机械厂机械加

工房旧址等三线建设旧址入选名录；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了 2个

批次的历史建筑保护名录，茜草工业遗址入选名录；德阳市人民

政府公布了 1个批次的历史建筑保护名录，二重 106生活区（老

粮站）入选名录。

（三）工业遗产评定助力保护利用

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设施建设是四川三线建设的重点，

因此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是四川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重要内容。

截至目前，四川省认定 7个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为省级工业遗产项

目，成功推荐 7个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获评国家工业遗产称号，获

评总量在全国各省区中位居第一。各地还采取建设工业博物馆、

研学基地、工业旅游景区、文创产业区等多种形式，推动三线建

设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四）红色资源保护彰显传承价值

四川本身就是红色资源大省，三线建设则为四川增添了更多

的红色资源。2023年 3月 3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核定并公布《四

川省红色资源保护名录（第一批）》，共纳入全省红色资源 136

个，包括重要旧址、遗址遗迹、纪念设施及场所 40个（处），其

中三线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首座受控核聚变实验装置旧址、汉

旺东汽工业遗址纪念地 3处三线建设旧址入选。

三、四川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尽管各级党委、政府从多方面将三线建设旧址纳入保护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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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取得很大成效，但由于四川三线建设旧址数量众多、规

模庞大、分布广泛，能得到保护和利用的旧址依然有限，大多数

旧址的保护和利用情况堪忧。

（一）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遭受“5·12”汶川特大地震破坏、城镇开发侵占，很多旧址

主体建筑已不复存在。如位于青神县的星华仪器厂曾为中国的航

天和民用工程提供关键设备，但汶川特大地震导致其大部分建筑

倒塌，不复存在。又如国营乐山造纸厂 1965年建立，填补了我国

用自己的原料生产绝缘纸浆的空白，有中国绝缘纸浆基地之称，

但随着 2002年的破产和后续生产线的关闭，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原生产区已成为商业住宅。

二是因三线调整搬迁整体移交转让其他单位，建筑保存相对

完整但大多已被改造。如清华大学绵阳分校 1979年迁回北京，校

舍移交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1993年，四川建筑材料工业学院

更名为西南工学院，2000年组建西南科技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校

园内现遗存大量清华大学绵阳分校建筑，许多建筑至今仍在使用，

但是外形外貌已发生很大改变。

三是零散租售给企业或农民使用的旧址，完全没有得到保护。

“三线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在绵阳、广元 2市 6个县（市、区）

遗存大量旧址，但除位于梓潼县两弹城景区的总部机关旧址保护

和利用较好外，其下属单位一所、三所、四所、五所、六所、十

所搬迁后，旧址被移交给当地政府，房屋被售卖给当地村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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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建筑遭到随意拆除和破坏。

四是一批位于偏远山区的三线建设旧址，完全废弃，人为损

毁严重。如位于达州的 062基地，三线建设时期是我国导弹、火

箭科研生产基地，2002年基地搬迁后，部分旧址被拆毁，风貌荡

然无存。又如位于江油的西南金属制品厂，曾为我国唯一的铀同

位素分离膜生产厂，为我国核武器研制作出重要贡献，2003年政

策性破产后，长期处于废弃状态，生产建筑大部分被拆毁。

（二）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和利用存在问题的原因

第一，管理缺失或多元管理影响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和利用。

随着三线单位的搬迁，三线建设旧址只能留在当地，产权和使用

权变更频繁，管理界限模糊，保护责任不明确。另外，三线建设

旧址的保护和利用，涉及多个部门，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

第二，历史研究不够深入影响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和利用。四

川是三线建设的中心，重要性位列三线建设各省区的排头兵位置，

但四川三线建设历史研究的广度、深度还远远不够，高水平成果

仍不多，导致社会公众对四川三线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保

护利用缺乏更有力度的支撑。

第三，统筹规划实施不够影响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和利用。现

有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利用，一是多为孤立个案，缺乏统一规划，

未能形成联动效应；二是多沿用传统的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模

式，缺乏创新和突破；三是旧址的故事性和体验性不足。

第四，关注不够影响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和利用。相较于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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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等传统文化遗产，三线建设旧址作为当代建筑遗产，存在的历

史还不是非常久远，受厚古薄今认识影响，人们关注较晚。很多

党政干部也是近年来才逐渐认识到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性。

四、加快推进四川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和利用的建议

三线建设对四川影响深远，保护和利用好三线建设旧址，就

是为当代和后世留存历史，为现实和未来提供历史借鉴。为此，

需要全社会继续形成合力，加快推进三线建设旧址的保护和利用。

（一）制订认定标准，开展实地调查，加强四川三线建设重

要旧址的保护

一是制定三线建设旧址的认定标准，加快三线建设旧址调查，

准确掌握旧址的数量和规模，厘清旧址的产权和使用权归属，明

确旧址保护和利用的权责。二是健全完善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和利

用法规政策，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协作机制，提高保护和利用

的实效。三是尽快加强三线建设重点旧址的保护，如三线核武器

研制基地旧址（绵阳市、广元市）、三线核工业研制基地旧址（乐

山市、宜宾市）、三线航天工业基地旧址（达州市、凉山州）、

三线航空工业基地旧址（成都市、绵阳市）、三线电子工业基地

旧址（成都市、广元市、绵阳市）、三线机械工业基地旧址（德

阳市、自贡市）、三线钢铁工业基地旧址（攀枝花、绵阳市）、

三线电力工业基地旧址（成都市、绵阳市、乐山市）、三线铁路

工业旧址（宝成铁路、成昆铁路、襄渝铁路沿线区域）、三线央

行印钞造币基地旧址（广元市），以及西南交通大学旧址（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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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清华大学绵阳分校旧址（绵阳市）、华东化工学院西南分

院（自贡市）等高等学校三线旧址。

（二）搜集文献史料，加强历史研究，彰显四川三线建设旧

址的重要地位

一是全面开展四川三线建设的档案和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

和研究，构建多学科参与的研究平台，共同探讨和研究四川三线

建设的历史地位、作用和文化价值。二是建设和完善三线建设旧

址数字化管理平台，深入分析三线建设旧址的地理分布、产业类

型、技术特征、社会影响情况。三是开展三线建设旧址重要成果、

重要产品、重要人物、重要精神和特大事件研究，让三线建设旧

址“见人、见事、见物、见精神”，推动三线建设优秀文化传承发展。

（三）编制专项规划，创新开发模式，推动三线建设旧址和

旅游融合发展

一是编制四川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和利用规划。建议相关部门

组织编制三线建设旧址保护和利用整体性规划，特别是在建设四

川系列工业博物馆时考虑三线建设旧址资源的整合和空间的优化

利用。二是创新三线建设旧址开发利用模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三线建设旧址的保护和利用，通过市场机制促进服务模式的创新

和突破，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三是增强三线建设旧

址展示的故事性和体验性。通过主题展览、互动体验、教育活动，

提升旧址开发的实效。

（四）利用信息技术，通过现代渠道，提升公众对三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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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址价值的社会认知

利用多媒体、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现代信

息技术，创造互动体验式的教育和宣传平台，使公众更直观生动

地了解三线建设的历史和文化。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等现代

传播渠道，拓宽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吸引更多年轻人对三线

建设文化的关注。开发三线建设主题纪录片、电子图书和网络课

程，运用数字化技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数字内容。不断优化文化

创意产品，使三线建设旧址与现代生活融合，实现文化遗产的传

承发展。

（执笔：张勇，西南科技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朱艳林，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二级调研员；石磊，西南科技大学副教

授；陈彦伊，西南科技大学图书馆馆员）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中央驻川机构。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4年 6月 17日印发

（共印 7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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