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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2卷）》包括：从建设“西钢”到建设“攀钢”，杨超口述/杜维宣黄友
良整理；西昌建设的三次上马，刘国宣口述/刘冰整理；一封关于攀西开发的《建议书》，解洪；西昌
建设的三次上马，刘国宣口述/刘冰整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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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013 从建设“西钢”到建设“攀钢”杨超口述/杜维宣黄友良整理1958年四川省决定建立西昌
钢铁公司(简称“西钢”)，搞钢铁和有色金属开发，并成立了西昌建设委员会。
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全国都头脑发热，拼命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四川同时搞了六条铁路，“西
钢”的建设也受到影响，其机构于1962年撤销。
1964年，攀枝花钢铁开发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开始上马。
口述者杨超系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
时任中共西昌工业区委书记。
018 攀枝花钢铁基地上马前后程子华口述/李思校黄友良整理1964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对攀
枝花的开发作过许多指示，会后中央、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就开始了厂址的考察论证工作。
攀枝花建设上马不久就遇到“文化大革命”⋯口述者程子华系原“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027 一封关于攀西开发的《建议书》解洪1990年初，杨超同志在攀西一川南资源开发领导小组顾问的
任上再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及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写了《关于在我国西部将攀西及滇西北金沙
江沿岸列为资源经济开发特区的建议》，并亲自向杨尚昆、陈云、宋平等中央领导汇报，受到许多领
导同志的重视。
撰稿者解洪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曾任四川省攀西开发办公室主任。
031 西昌建设的三次上马刘国宣口述/刘冰整理杨超同志跑遍了攀西地区的山山水水，他常讲起两昌建
设的三次上马：第一次是1958年，带四万人浩浩荡荡开进西昌搞建设，困难时期下马；第二次是1964
年，“三线”建设二进西昌，“文化大革命”中陷于停顿，第三次是1975年，他挂帅组建西昌建设开
发委员会，提出“二五一”发展规划。
口述者刘国宣系原四川省科协副主席。
时任中共西昌地委副书记兼中共会理县委书记。
040 20世纪60年代四川工业经济调整中的五本“折子戏”张如兰口述/邹一清整理20世纪60年代初期，
四川省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根据四川省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四川工交战线在这一时期采取的五个方面的措施，习惯上被称为五本“折子戏”。
口述者张如兰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054 我与“三化”工程何郝炬口述/黄友良整理“三化”工程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决定从国外
引进并摆在四川的三套化肥、化纤设备。
“三化”工程从项目定点到工程建设经历过一番曲折。
口述者何郝炬系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062 川化建设工程追忆焦成斌口述／王林录啬整婵四川化工厂三十万吨化肥装置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
从日本引进的大型先进成套设备项目之一，施工难度和质量要求都很高。
但我方仅用了二十二个月零八天就完成了施工安装并试车投产，树立了成功引进国外大型先进技术设
备的样板。
口述者焦成斌系原四川省国土局局长、四川省移民办公室主任。
时任四川省建工局副局长。
079 回忆泸州长江大桥建设何郝炬口述/黄友良录音整理泸州长江大桥工程是列在川汉输气工程项目下
的一个子项目，1978年由于川汉输气工程停建和国民经济调整，大桥建设资金的来源中断，工程面临
停工⋯⋯口述者何郝炬时任四川省革委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第二部分085 紫坪铺电站建设的两次历史教训向嘉贵紫坪铺电站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专家的
帮助下，即开始了设计建设，但因大坝地质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工程下马。
1958年“大跃进”中，电站又开工建设，坝址选在都江堰二王庙下、鱼嘴前端，但如果建成将给千年
古堰造成严重后果。
1962年5月邓小平同志来到四川，作出正确决定．工程立即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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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60年代紫坪铺电站建设的曲折历程，为处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提供
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撰稿者向嘉贵系原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副主任。
088 升钟水库建设何郝炬口述/黄友良录音整理升钟水库建设于“文化大革命”中上马，1980年底，由
于国家压缩基建项目，升钟水库被列在撤销项目2_~tJ。
四川省决定保大坝建设⋯093 二滩水电站建设回顾高安泽孙中弼等口述-3王林邹一清等录音整理二滩
水电站是当年我国最大的水电站。
二难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制度建设、水电建设技术水平，都领先于全国水电建设行业，是开
发、建设西部的先进典型。
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四川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二滩水电站的部分建设者进行了追踪采访，以期反映二滩
水电站建设的历史过程。
 口述者高安泽系水利部总工程师；孙中弼系二滩开发公司常务副董事长。
122 我所了解的三峡工程及其有关问题辛文口述/王林录音整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作为特大型工程，也
是长期争议最大的工程，它引起了全国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关注。
辛文同志对三峡工程的由来、三峡省筹备组从建到撤、三峡工程的多次考察活动、三峡库区四川移民
安置工作，一一作了回顾和介绍。
口述者辛文系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曾任三峡省筹备组副组长，四川省计经委党组书记。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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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是川天化（四川天然气化工厂）上马的事。
川天化定点在合江，1960年开工建设，准备搞盐化工，生产烧碱。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停了，主要是因为原料供应问题（合江仅有一个长河盐场，产量很小）。
国家决定进十几套设备时，烧天然气的几套中，燃化部拟在合江摆一套，这事合江方面是知道的。
后来燃化部了解，四川的天然气产量不够，如果四个厂一下子全摆四川，一年需十几亿方气，当时四
川全年仅产气七八十亿方。
如果六套化肥设备一起上，光化肥生产就要用去四川四分之一以上的天然气产量，明显支持不了。
1974年我去北京开计划会，回来刚到计委上班，就被合江川天化来的七八十个人围住了。
用“造反派”的方式质问我为什么不同意把设备放在他们厂。
我看见厂党委书记也在人群中，就问你为什么也来了？
他笑而不答。
后来他对我说，一半是他也希望厂子能被定点恢复建设，一半是被工人们架着来的。
一直围到下午四点，午饭也没吃，我怎么解释都没用。
后来我就在办公室当着他们的面往北京燃化部打电话，我说这是你们部里定的事，摆不摆都是你们定
的，怎么现在成了我的问题？
燃化部答复说，这个厂这次定不了，一定设法装一套别的设备，总是要解决他们问题的。
这下子他们说对不起了。
我说你们想复工生产的愿望我理解，但方式我不能接受。
结果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才散去了。
后来一直到1980年，化工部仍未给这个厂定项目。
当时因为进口的化肥设备运转良好，农业增产效果很好，国家决定在四川再摆两套。
我对化工部说，这次机会无论如何都应该给川天化。
化工部长还不太愿意，说是摆在合江经济效益不好。
这时，省内达县、重庆也提出要摆，二机部有个军工厂在涪陵，提出改造一套。
鲁大东当时管军工，他支持摆涪陵，争论不下。
当时，这几个地方就有人公开说我支持川天化，不支持他们，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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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2卷)》是当代口述史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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