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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攀枝花市是中国唯一以花名命名的城市,
于1965年设市,地处四川省西南边缘,东面与
北面同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壤,西面和南面与
云南省丽江市和楚雄彝族自治州为邻。金
沙江、雅砻江、安宁河汇流于此,成昆铁路、
108国道和京昆高速公路纵贯南北。攀枝花
市地当南方丝绸之路要冲,是中国西部最大
的钢铁钒钛和能源基地。





+ 攀枝花市建立较晚，只有50多年历史。1954年6月
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许克勤带着师生在金沙江畔进
行暑期找矿实习，他们在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兰家
火山一带，偶然发现了储量达数亿吨的钒钛磁铁巨
型矿藏。后来此事惊动了地质部部长李四光，1956
年初，他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
问：“那里叫什么名字？”众人都回答不上来，只
知道那里有7户人家和一棵大树，树的名字叫攀枝
花。毛泽东说：“那就把那里命名为攀枝花吧！”
为开发攀枝花铁矿资源，着手组建城市，初名为攀
枝花特区。1965年5月攀枝花特区改名为渡口市。
1987年，渡口市更名为攀枝花市。攀枝花是全国唯
一一个以花命名的城市。



+ 历史翻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页，中国周边局势云谲
波诡。美国与东南亚许多国家、地区签订条约，结
成反华同盟，建立数十个军事基地，对我国形成了
“半月形”包围圈。台湾蒋介石政权利用大陆出现
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
陆。1962年，中印边境爆发冲突，中国被迫发起自
卫反击战。1964年，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战火烧到
了中国南大门。而在北部边境，随着中苏两党关系
的破裂，形势也愈发严峻。

+ 　　从建设战略大后方出发，1964年，党中央决定
在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区发动一场以战备为核心的
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声
势浩大、波澜壮阔的三线建设由此发端。



+ 1964年8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
提出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得以确立，紧接
着，国务院成立了由李富春担任主任的专
案小组，制定了一线重要工厂、学校、机
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提出了三线建
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



+ 早在之前，毛泽东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
汇报“三五”计划的设想时就指出：“在
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四川是三线
建设的一个重点地区，应该首先把攀枝花
钢铁基地和相应的交通、煤、铁、电搞起
来。”之后，他还说，建设要快，但不要
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
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
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1965年3月4日，
毛泽东主席在
关于攀枝花特
区筹备及工作
打算的书面汇
报上批示“此
件很好”。



1965年，邓小平同志听取攀枝花工业基地建
设方案汇报。



三线建设的实况





+ 作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的开发
建设倾注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的
大力支持。数十万建设大军在党和国家的
号召下，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奔赴这块
亘古蛮荒之地。在无水、无电、无路、无
车、无住房等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天当
罗帐地当床”“三块石头架个锅”，孕育
并凝成“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
团结协作、科学求实”的攀枝花精神.

艰苦的建设条件



艰苦的建设条件





+  1966年7月，未满18岁的刘定容来到攀枝花，支援
三线建设。“坐了11天的车，到了攀枝花，累了只
能坐在山坡的荒草上休息。”刘定容回忆起刚到攀
枝花的场景，7月的太阳异常火辣，刘定容和同事
们一直在荒草地上等待上级安排。夜幕降临，一行
人被安排在一块空地上休息。当晚，以地为床，以
天为被，睡到天亮。

+   刘定容回忆，当时，攀枝花到处是比人还高的荒草。
他们一行人在纳拉河采石场当建筑工人。男人们在
山上采石头，女人们就在山下运输小石块，修路、
修房子等。没有水喝，就直接取金沙江的江水喝；
没有肉吃，就吃素；没有房子住，直接铺席子睡地
上。

回顾建设者的故事





+ 有人形容攀枝花是一个孤独的城市。九附六、
九附二、501、502……这一个个带着神秘色彩
的地名常让初到攀枝花的人一头雾水。还有一
件让很多外地人无法理解的事情，那就是攀枝
花火车站为什么离市区如此之远？答案只有一
个，就是保密的需要。成昆铁路特意绕开攀枝
花市区，就是不能让旅客在火车上看到攀钢。

+ 　　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有关部门在挑选
攀钢的建设者时，都着重德才两个方面，即政
治上可靠、业务上精通。各主管部门对搬迁企
业的职工有重点地进行了政治审查和保密教育。



秘密的渡口地图

“由于攀枝花的保
密性，这张渡口地
图不对外发行，保
密程度是秘密。”
渡口地图的捐献者
马玉和介绍说。



+ 电力对于现代工业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攀钢建设初期，荒凉的峡谷中只有一座
现代化发电厂。为了保密，一直被称作501
电厂

+ 501电厂的电力已不能完全满足建设的需要。
为了应付不可预测的战争，经国务院批准，
决定在攀枝花再建一座战备电厂。这就是
被誉为“洞府明珠”的503地下战备电厂。。



+ 　503地下战备电厂的修建也是一场攻坚战，
各路精兵强将会集在这片荒凉的崇山中，开山
放炮、挖石凿洞，在机械设备一时无法全部运
到的情况下，硬是靠着坚强的意志，历时4年
从大山的肚子里挖出30多万立方米的土石方，
在一座大山的“心脏”里开出了一个两万多平
方米的洞室，完成了举国罕见的地下电厂工程，
从山洞中把电力输往攀钢。当攀枝花的建设不
再保密，开始向全国人民展现其建设成就时，
这座地下电厂便成了这座现代化钢城中一颗璀
璨的明珠。



为了宣传纪念三线建设的巨大成就，弘扬了
三线建设的伟大精神，为了充分展示了攀枝
花形象，经一年的运行和提升完善后。建设
了                 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













+攀枝花是三线建设成果的缩
影和代表

+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如今的
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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