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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改造与利用 

——以天兴仪表厂为例 

王毅 

(四川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31) 

【摘 要】：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 80年代初期的三线建设，是我国内地开展的一场以备战为中心、以军工为主

体的经济建设。重要的战略地位使重庆成为三线建设常规兵器工业的建造重镇。天兴仪表厂是重庆军工企业“钻山

进沟”的代表，从选址到搬迁皆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该厂在后期调整改造中革新理念，根据

市场需求不断调整产品结构，走出困境，成为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军工企业通过自我革新走向成功的典型。该文在实

地考察的基础上从历史地理学、社会学角度初步探讨了天兴仪表厂工业遗产的改造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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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初，在严峻的国内外局势下，中共中央作出“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建设三线，防止外敌入侵”的战略决策。
[1]9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四面环山，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加之，兵器工业基础雄厚，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定为常规兵器工业的

建造重镇。经过三线建设(1)，重庆建立起了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三

线建设给重庆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工业遗产，如西南铝加工厂、四川仪表厂、重庆钢铁厂、816核工厂、长安机器厂、重庆特钢厂、

四川维尼纶厂、天原化工厂等。有的工业遗产已改制或拆迁，有的工业遗产已闲置或破产。本文以改制的天兴仪表厂为例，从

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初步探讨了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改造与利用。 

一、天兴仪表厂工业遗产的改造与利用 

20世纪 60年代初期，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急剧恶化，部分主要的兵工企业建在中苏边界、沿海地区及大中城市。为了国防安

全和改善工业布局，中央决定将一批重要企业从东北、沿海地区迁入内地。按照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方针，

经过实地考察，天兴仪表厂选址于南川天星沟。天星沟，位于金佛山西麓，两面多为陡峭山崖，沟长 3.6公里，沟深 30-180米。

山沟气候潮湿、多雨，是一片原始林带，没有公路，只有羊肠小道，地形十分隐蔽，发源于金佛山的石钟溪从沟底流出。[2]13 天

兴仪表厂从 1966年 9月初开始建设，到 1974年建成，占地面积 34万平方米，职工人数 2500人。[2]14随迁职工及家属子女约 5000

人。[2]44 

天兴仪表厂建筑群从天星沟沟口一直延伸到天星沟沟底，基本涵盖了整条天星沟。其中，办公大楼位于天星二队，占地 103

亩，[2]57共两层。家属区由 40幢员工宿舍楼组成，分四大片区。家属区职工宿舍楼高低不一，第一、第二家属区的宿舍楼比较低，

只有三层或四层，第三、第四家属区的宿舍楼较高，有六层、七层或八层。生产区范围较大，从金佛山西麓 5A景区一直延伸到

天星小镇旁边的 6号桥。重要的生产车间有两个:一个位于旅游景区停车场对面的山沟，当地人称之为“猴家沟”。该车间当时

时刻有军人保守，外人不得入内。另一生产车间位于从旅游景区停车场到对面的南川山水公司之间，当时叫 72洞。职工子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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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天星沟沟口，当时有 6000多人。电影院有 2个，即室内电影院和露天电影院，其中，室内电影院位于第二家属区对面，露

天电影院位于第一家属区旁边。露天电影院每天放映一次，职工每天下班后到露天电影院集体观看露天电影。游泳池位于第二

家属区旁，是露天游泳池。露天游泳池只有周六和周日开放。平时职工去洗澡堂洗澡，周一、周三、周五为职工洗澡日，洗澡

时一次收 5分或 1角钱。(2)百货商店位于第三家属区旁。医院位于第三家属区和第一家属区之间。从整体上来看，天兴仪表厂建

筑物布局比较合理。生产车间位于天星沟的沟底和地势陡峭、地形复杂的猴家沟，有助于保密;办公大楼、家属区、医院、学校、

电影院、游泳池等位于天星沟中部地势相对平坦的坝子，距离生产车间较远。其中，电影院、医院、百货商店、游泳池、洗澡

堂等靠近家属区，方便职工日常生活。家属区距离办公大楼很近，方便管理;职工子弟校所在地，地势比较高，且平坦宽阔，避

免了沟底经常发生的洪水、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有助于职工子弟的安全。 

由于选址时没有对地质、水文等条件进行详细论证，天兴仪表厂不断遭受洪水、泥石流、滑坡等侵害。在 1968年、1975年

及 1984年，三年间特大洪水使天兴仪表厂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达数百万元，死亡职工 2人。[2]13在三线建设后期的调整改造中国家

决定对天兴仪表厂实施脱险搬迁。2000 年 5 月，天兴仪表厂整体搬迁到成都龙泉驿区后，其建筑群遗址被加以改造与利用，与

周边的喀斯特地貌区共同形成了国家 5A级旅游景区。职工宿舍、办公大楼、职工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电影院、百货商店、游

泳池等均被改造与利用，其改造与利用的详细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天兴仪表厂工业遗产改造与利用情况 

工业遗产原名称 工业遗产改造利用后名称 

天兴仪表厂第一家属区 三线酒店 

天兴仪表厂第二家属区 温泉 

天兴仪表厂第三家属区 南川山水公司 

天兴仪表厂第四家属区 全部拆掉，露天坝子 

天兴仪表厂办公大楼 天星小镇街 

天兴仪表厂职工子弟学校 两江假日酒店 

天兴仪表厂职工医院 部分已拆掉，部分改建为金佛山博物馆 

天兴仪表厂露天电影院 保存完好 

天兴仪表厂生产车间一 保存完好 

天兴仪表厂生产车间二 南川山水公司 

天兴仪表厂露天游泳池 停车场 

天兴仪表厂百货商店 部分改造为一家面店，部分保存完好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考察、访谈资料整理。) 

由表 1 内容可以看出，天兴仪表厂工业遗产大多数都被加以改造与利用，其中，办公大楼被改造为天星小镇街，开设有火

锅、茶楼等，职工子弟学校被改造为两江假日酒店，第二家属区被改造为度假温泉，职工医院被改造为金佛山博物馆，露天游

泳池被改造为停车场，第一家属区之一被改造为三线酒店。未被改造与利用的有生产车间一、露天电影院及第四家属区。其中，

生产车间一位于猴家沟，因地势陡峭、地形复杂，无法被改造与利用。露天电影院保存完好，第四家属区全部拆掉，现为露天

坝子。 

在整个天兴仪表厂工业遗产的改造中，最具有特色的是由第一家属区改造而成的三线酒店。三线酒店包括供旅客居住的酒

店和体验式酒店。其中，供旅客居住酒店的内部全被装修成三线建设风格，摆放着东方红大碗等陈设，以满足老“三线人”的

怀旧情结。体验式酒店，供旅客参观。体验式酒店内部恢复了三线建设时期的生活环境和社区环境。三线酒店的改造风格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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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三线文化为主题，设置供销社、邮电所、理发店、粮店等功能性用房，以还原三线文化。从建筑风格来看，三线酒店是典型

的四合院。其中，“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的红色标语和“深挖洞、广积粮”等 6个特色景观花池格外醒目。 

“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的红色标语是天兴仪表厂职工创业精神的体现。天兴仪表厂的职工主要由四部分构

成。第一部分是随国营东方机械厂内迁的职工，多数是老兵企业里组织能力强的领导干部、业务能力强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

骨干;第二部分是 1970 年至 1976 年从涪陵、南川、达县、丰都等地招收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第三部分是 1970 年至 1976 年从

涪陵、南川、达县、丰都等地招收的少部分转业军人;第四部分为大中专生和技校生。[2]14 

这批建设者来自各地，他们相应党的号召，齐聚荒凉的大山深处，为天星小镇铸就了一种“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

子孙”的创业精神。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不畏严寒，不分昼夜，艰苦奋战，有的职工压肿了肩，有的职工连续战斗晕倒在工地

上。[2]15在工厂基建方面职工积极参与筑路、填土石方等。在筑路建设中，广大职工吃苦耐劳，没有搅拌机就用人工铁揪代替，

没有震动器就土法上马制木质工具。在生产准备和试制工作方面，天兴仪表厂的职工争时间，抢速度。他们为天兴仪表厂的建

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献出了青春，献出了子女，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成为天兴仪表厂留给天星小

镇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至今镌刻在天星沟人的心中。 

二、天兴仪表厂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从 1966 年建厂至今，天兴仪表厂的发展以生产经营为主线，主要分为四个时期，即:1966—1974 年的基本建设和军品生产

准备时期、1975—1980 年的单一军品生产时期、1981—1989 年的军民结合多品种生产时期及 1990 年至今的车用仪表专业化规

模生产时期。其中，在单一军品生产时期，天兴仪表厂全部生产军品，引进了多个国家的高精设备，拥有地方企业难以相比的

军工优势。在军民结合多品种生产时期，天兴仪表厂以军品为基础，开发了一系列新的民品，包括电风扇、公安产品、汽车制

动器、车用仪表等。其中，摩托车仪表、汽车仪表等发展较好。 

依靠新军品，天兴仪表厂从 1984 年至 1989 年连续 6 年实现盈利，为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在车用仪表专业化规模生产时

期，天兴仪表厂抓住国家“八五”“九五”时期摩托车、汽车市场高速增长的机遇，大力生产和开发车用仪表，创出了全国知

名品牌，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摩托车、汽车仪表生产和开发基地，成为中国车用仪表行业的“排头兵”和“第一品牌”。1997

年 4月 22日天兴仪表厂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兵工车用零部件行业唯一的上市公司和中国车用仪表行业第一家上市

公司。天兴仪表厂曾被评为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先进企业、四川省文明单位、四川省优秀企业、四川省军民结合先进单位及全

国职工文化工作先进单位等。 

天兴仪表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以用水、用电等使当地群众受益的项目为例，探讨天兴仪表

厂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从 1966年建厂到 2000年搬迁，天兴仪表厂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和水、电等基础设施。 

从 1966年到 2000年，天兴仪表厂用于天星沟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近 40余万元，解决了当地人的用水、用

电等问题。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促进了天星小镇与外界的交流，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天星沟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除了解决天星沟人的用水、用电、筑路等问题，天兴仪表厂还从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促进了天星沟的社会发展和天星沟人

就业观念、生活观念等的转变。 

以三线酒店员工陈运明为例，陈运明是天星沟的农民。1966 年天兴仪表厂建厂时，陈运明同当地很多农民来到天兴仪表厂

区内以临时工的身份干零活赚钱。在 20 世纪 90 年代，天兴仪表厂开始外迁时，陈运明等很多当地农民也随之离开了天星沟，

外出务工。随着天兴仪表厂建筑群遗址的改造，当两江假日酒店修成，旅游景点开发后，部分天星沟的外地打工者又重新回到

天星沟，成为三线酒店的雇佣员工，这样的雇佣员工约占三线酒店员工总数的 40%。(3)天兴仪表厂遗产的改造，解决了当地农民

的就业问题，提高了农民收入。天兴仪表厂在天星沟的三十年，从用电、用水、民工就业等方面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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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铸造厂、庆岩机器厂等三线军工企业一同带动了整个南川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南川人心中难忘的记忆。 

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天兴仪表厂选址于地形复杂的金佛山西麓天星沟。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国防安全来看，天

兴仪表厂的选址比较合理，隐蔽的地形条件使其能坚持生产，支援前线，适应一旦爆发的战争，在特殊的年代达到了战略防御

的目的。从国防工业布局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天兴仪表厂的选址不合理。国防工业的发展与布局应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条件和经

济技术条件等，使军工企业尽可能地在实现国防安全的同时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3]33 天兴仪表厂在选址时缺乏对地质、水文等

自然地理条件的考虑。 

同时，选址时对交通运输、市场需求、原材料资源的供应等考虑不周，致使该厂在后期发展中严重受阻，不得不搬迁。从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改造与利用来看，天兴仪表厂是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改造与利用较为成功的代表。由天兴仪表厂工

业遗产改造而成的三线酒店、度假温泉等，连同周边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在带动当地人就业的同时促进了

天兴小镇旅游业的发展。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现状差异很大，在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进行改造与利用时，应结合不同

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态，将三线建设工业遗产同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在三线建设后期调整改造中，天兴仪表厂是重庆地区军工企业成功转型的代表。在 20世纪 80年代的三线建设调整改造中，

与其他企业相比，军工企业经营者商品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比较淡薄，走出困境的难度系数较大。天兴仪表厂抓住国家

“保军转民”的发展机遇，打破军工企业长期与市场隔离、与整个国民经济脱离的封闭局面，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从

单一军品生产转向军民品结合生产。 

同时，天兴仪表厂努力开发研制新军品与新民品，以新军品为主导产品，开发一系列新民品。20世纪 90年代，在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天兴仪表厂丢掉军品生产，立足于民品，重点开发车用仪表，并形成大规模生产，走向全国市场。2000 年

搬迁到成都龙泉驿区后，天兴仪表厂在发展中革新理念，不断引进日本先进的仪表生产线和美国、德国等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

工模具生产线及技术，产品越来越受市场青睐，经济效益比较好，资产总值 4.2亿元，股票市值 10多亿元。 

天兴仪表厂现今已发展成为拥有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兴山田车用部品有限公司、成都兴原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万友天兴仪表工业有限公司等 5 个全资或控股公司。现今企业的发展应吸取天兴仪表厂的历史经验，在发展受阻时应根据

市场需求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努力开发新产品，革新理念，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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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学界以 1964 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实现农业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工作会议中提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和建

设大三线的方针为三线建设开始的标志。学界关于三线建设结束的标志主要有四种说法:即 1978 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

1979 年国民经济调整为标志;1980 年，以第 5 个五年计划结束为标志;1983 年，以中央确定三线调整改造政策为标志。本文以

1980年第 5个五年计划结束为三线建设结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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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访谈对象:陈运明，男，58岁，天星小镇的农民，现为三线酒店的雇佣员工。 

3来自对陈运明等天星沟三线酒店员工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