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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在祖国大西南川滇交界的莽莽横断山脉中，在奔腾咆哮的金沙江与碧翠静恬的雅砻

江汇合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神话般地崛起一座新城，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这两条彩链的顶端。它就是闻名中国的新兴钢铁工业城市、饮誉世界的钒钛之都

——攀枝花。

攀枝花的开发建设从全面勘探至大规模开发建设大约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半个世纪

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历届中共攀枝花市委和市政府在党中央三代领

导集体的关怀下，在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带领全市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

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锐意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和弘扬以艰苦仓Ⅱ

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科学求实为主要内容的攀枝花精神，在攀枝花这

块“不毛之地”上展开了气吞山河的开发建设。攀枝花的开发建设从封闭走向开放，从

基地走向城市，从裂谷走向世界，充分反映了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非凡气

魄，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韵聪明才智和伟大力量。它在沧桑巨变的风雨坎坷中走出

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开发建设新兴工业基地的路子，成为我国胜利进行现代化建设新

的经济“增长极”和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辐射点”。

攀枝花这个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位于中国西南川滇交界处，东经101。087—

102。15’，北纬26。05，_27。21’。东北面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理、德昌、盐源接

壤，西南面与云南省的宁蒗、华坪、永仁为界。攀枝花地处攀西古裂谷中南段，地势由

西北向东南倾斜，山脉走向近于南北，是大雪山的南延部分。攀枝花总面积为7434．40

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为74．34万公顷，山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92％，其余8％为丘陵、

盆地、河谷阶地。攀枝花属南亚热带一北温带的多种气候类型，被称为“南亚热带为基
· 7 。



带的立体气候”。攀枝花总人口为107．06万人(2004年底的统计数据)，境内居住着35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全市人口的86．6％，34个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彝族占

8．89％，其次是傈僳族、苗族、纳西族、白族、傣族、满族等，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多

民族杂居地”和“多民族文化融合区”。

攀枝花是古人类起源的地方之一。早在1900万年以前，“腊玛古人”即在攀枝花的

周边地区禄丰活动，史称为“禄丰腊玛古人”，到了公元前600万年，“禄丰古人”已进

化到“前蝴蝶人”阶段，转向元谋“蝴蝶梁子”地区活动。经过“蝴蝶人”(元谋“蝴

蝶梁子”距今400万年)、东方人(元谋县境内，距今250万年)、元谋人(元谋县境

内，距今170万年)、回龙洞人(攀枝花市民政乡境内，距今1．8万年)进化，终于发

展成为后来的人类。在攀枝花地区发现和发掘出的回龙洞遗址、席草坪遗址、格里坪遗

址、下湾村遗址、新林村遗址、袁家堡遗址、何家坝遗址等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

代及其以后各历史时期的古文化遗址都证明了这一点。据对回龙洞古文化遗址的研究，

可断定攀枝花地区在距今1万至1-8万年前便有智人生息。攀枝花地区是全国乃至全世

界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资料埋藏最多的地方之一，其完整性和连续性举世罕见，是历史

学研究、人类学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宝库。

攀枝花曾有过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当时在云南的朱

德不满军阀混战局面，离开滇军欲往国外寻找救国救民之真理，由滇入川，反政府“靖

滇联军总司令”雷云飞亲往今攀枝花市陶家渡迎接其过江。在朱德与雷云飞的短暂相聚

中，朱德勉励雷云飞要目光远大，将来为救国救民出大力。雷云飞听了朱德的教诲，甚

为敬仰，恳请朱德留下，朱德婉言谢绝。1924年秋，雷云飞义军被瓦解，雷云飞被国

民党诱杀，但雷云飞的故事，至今仍在攀枝花流传。朱德过江，结识雷云飞的故事，被

载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朱德光辉事迹的有关著述而流传千古。1935年，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为北上抗日，开始空前绝后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央红军

在毛泽东主席的率领下，于1935年5月由会理皎平渡渡过金沙江，激战会理县城不克，

取道孟良坝进入米易所，循当年石达开的路线北进。红军经过之处，打土豪、分田地，

建立红色革命政权，播撒革命种子。当地一些穷苦百姓也随红军北上抗日，一些共产党

员也随之积极开展各种革命宣传和武装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

勋。

攀西地区是我国最古老的陆地之一，攀枝花地处攀西古裂谷中段。距今6亿年前，

构成现在中国内地的诸板块尚未连成一片，扬子板块刚从南方岗瓦纳古陆分裂开来而独

·2·



概 述

立存在，攀西地区则处于扬子板块的边缘。延续到距今2．3亿年时，岩浆浸入和火山喷

溢活动逐渐平息，代之以断裂活动和沉积作用。西部攀枝花断裂首先在宝鼎、盐边红坭

和朵拉等地，形成裂谷盆地并向东倾斜的半地堑；东部安宁河断裂成谷，自东向西深度

逐渐加大，形成向西倾斜的半地堑。“两堑夹一垒”的构造，形成南北长300公里左右

(北起四川省冕宁县，经西昌市、攀枝花市，南至云南省元谋县一带)，东西宽100余公

里的攀西大陆裂谷带。裂谷，被喻为“地球的伤疤”，当地球外层的岩石圈受到引张而

断裂开时，地球深处的炽热岩浆沿裂隙上涌，或浸溢地层，或喷出地表，在形成许多杂

岩矿物质的同时，还将各种金属冲带上来，形成多种内生矿藏带和外生矿藏带。攀西古

裂谷就是在这样的地质运动中形成的，被誉为富甲天下的“聚宝盆”，可与东非大裂谷

相提并论。

在矿产资源方面，尤以钒钛磁铁矿及其伴生矿最为丰富。到2000年，全市通过基

础地质工作，共发现矿产种类76种，比原有资料统计的46种新增30种，其中多集中

于非金属矿种；已探明储量的39种；矿产地490余处(含矿点、矿化点)，其中大型、

特大型矿床45个，中型矿床31个；已得到开发利用的矿产45种。各类矿产资源潜在

储量在300亿吨以上，在占全国国土面积千分之一的攀枝花市区域内，蕴藏着全国

20％的铁、63％的钒、93％的钛以及非常丰富的与发展钢铁钒钛工业相配套的冶金辅助

矿产煤、熔剂灰岩、熔剂白云岩、耐火黏土和其他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区内矿产资

源具有储量大、品种全、分布集中、埋藏浅、开采条件优越、选矿性能好、综合利用价

值高、组合配套优势突出的特点，是我国少有的矿产资源“聚宝盆”。主要矿产资源情

况：原煤累计探明储量66446万吨，其中表内储量64571万吨，保有储量50424万吨；

钒钛铁矿石累计探明储量750709万吨，其中表内储量448975万吨，保有储量407039

万吨；钛(TiO。)累计探明储量57825万吨，其中表内储量31898万吨，保有储量

43390万吨；钒(V：O；)累计探明储量1295万吨，其中表内储量963万吨，保有储量

1058万吨；铬(Cr。O。)累计探明储量810万吨，其中表内储量810万吨；锰矿石累计

探明储量37万吨，其中表内储量37万吨；铝矿石累计探明储量97万吨，其中表内储

量97万吨；其他金属资源累计探明储量：镓165742吨，铜1434387吨，铅385吨，锌

6240吨，镍2211996吨，钴859252吨，锡2683吨，金o．505吨，银75．09吨。此外，

还有大量的非金属矿产资源。

在水能资源方面，攀西地区是长江上游金沙江水系的河流汇集处，金沙江与其最大

的支流雅砻江在攀枝花汇合，形成长江上游的主导。据不完全统计，攀西地区有大小河

流300余条，水能蕴藏量在1万千瓦以上的有69条，累计水能蕴藏量为389421万千

瓦。攀枝花市属金沙江水系。市境内汇人金沙江的一级支流有雅砻江、大河、巴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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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梭河、叭喇河、岩羊河；汇人雅砻江的一级支流有安宁河、三源河、红果河等。各级

支流在境内形成了大、小河流90余条，除代表西南水势的金沙江、雅砻江外，控制流

域面积较大的河流主要有安宁河、鲰鱼河、大河等三大支流。攀枝花市无湖泊和冰川，

地表径流即为河川径流。全市当地河川径流量42．18亿立方米，其中，金沙江水系4．0

亿立方米，占全市自产水量的9．48％；雅砻江水系38．18亿立方米，占90．52％。全市

过境水量1102．03亿立方米，其中金沙江554．36亿立方米，占50．3％；雅砻江480．74

亿立方米，占43．6％；安宁河66．93亿立方米，占6．1％。攀枝花市河流众多，水能资

源蕴藏量十分丰富。理论蕴藏量492．9万千瓦，可开发量410．1万千瓦，可开发的年发

电量271．5亿千瓦时。

在地表资源方面，攀枝花地处川滇古陆腹心，西有横断山，东有大凉山，北有大雪

山屏障，中有螺髻山、鲁南山、牦牛山、龙肘山、锦屏山、百灵山相间排列，高山连

绵，峡谷纵横，盆地众多，深箐无数。广阔的山林沃野，封闭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立体

交叉气候，滋生繁衍了种类繁多的动物、植物，造就了极为丰厚的地上物产。原始森林

面积巨大，金沙江、雅砻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林区之一，木材蓄积量达7．9亿立方米，

占全国的10％。地处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的攀枝花市，属金雅林区的组成部分，境

内森林覆盖率达58．4％。活立木蓄积量2851万立方米。随着成昆铁路的建成通车，攀

枝花市成为攀西地区和滇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加上金沙江、雅砻江木材漂流通道，使

这里曾经成为四川省重要的木材集散地。在地表资源中，还有各种竹类7000余亩，经

济林木25类616种，其中尤以芒果、柑橘、葡萄、香蕉、木瓜最负盛名。同时，野生

果木也颇为可观，有山荔枝、番石榴等十余科数十种。攀枝花地区还是我国药用资源的

重要基地之一。在中药材中，以三棵针、狼毒、卷柏、砂仁、千张纸、杜仲、茯苓、川

楝子、苍耳子、防风、首乌、天麻、叶心党参等产量最高。古生植物中，有远古生代的

石松、莲座蕨等；有中生代的本沙桉、苏铁；还有比之稍后出现的黄杉、云南杉等。在

这些古生物中，以苏铁最为著名，年年开花，雌雄竞放，被称为“植物活化石”，与恐

龙、熊猫一并被誉为“巴蜀三宝”。攀枝花广阔的森林和完好的植被，为野生动物的栖

息繁衍创造了环境条件。根据近期调查，攀枝花市有珍贵稀有野生动物73种，其中属

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有猴、云豹、金雕等6种；二级保护动物的有小熊猫、麝、水

鹿、红腹锦鸡与白腹锦鸡等41种；三级保护的有苍鹭、红隼、杜鹃、鹧鹄等23种。在

农业资源开发中，攀枝花地区土地较为肥沃，气候立体交叉，农业生产条件良好，为全

国瞩目的“立体农业区”。有农业耕地3．18万公顷，大多分布在安宁河谷、金沙江、雅

砻江等河川盆地和山地浅丘。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烟叶、花生、油菜、棉花、芝麻

等，其中甘蔗面积大，产量高，品质优，是四川省重要的糖业基地。牧业条件十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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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越，草地共有12．】2万公顷。畜牧业的大发展为城市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肉食类商品。粮

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等为主。水稻一年两季，早季亩产可达400—1000公斤，晚

季亩产可达300—800公斤。收了晚稻还可种植小麦，亩产可达300一700公斤，综合三

季总产，亩产可达1000一2500公斤，粮食生产的潜在经济价值极大。

在旅游资源方面，有被誉为“象牙微雕”的弄弄坪钢铁厂区，有被称作“桥梁博物

馆”的众多大跨度、造型各异的桥梁，有粗具亚热带风光的花园城市，有奔腾浩荡的金

沙江、清幽俊奇的雅砻江、多姿多彩的溶洞和古穴、温泉、瀑布，有诸葛亮“五月渡

泸”遗址、朱德过江地，有苏铁奇观、石林野趣、宝兴观日、丝路觅踪、钢城夜景、

“高峡出平湖”的二滩水电站库区。攀枝花有“地质博物馆”之美称，是以多学科科学

考察、探险猎奇为主体的特种旅游基地。攀枝花还与大理、丽江、楚雄、昆明、西昌、

会理等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风景区毗邻。北去西昌可游览邛海、螺髻山，参观卫星发射

基地；南下滇池、石林、洱海，可观赏六诏风物；西去丽江古城，可漫游泸沽湖，了解

摩梭人独特的民风民俗，转道中缅边境，可领略异国风情。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农业产

业结构的调整，攀枝花“立体生态”园林，将成为21世纪人们“回归自然，生态旅游”

的重点。

攀枝花地区由于有着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中央

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时期对开发建设攀枝花和加速攀枝花开发建设作出了战略决策，

指引着攀枝花的开发建设不断夺取新胜利。

1958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期问，毛泽东主席对王鹤寿加快钢铁工业发展的报

告作了批示，肯定了开发攀枝花资源的意见。中共中央于4月5日对报告正式作了批

示，从此把攀枝花开发建设列入议事日程。这是党中央开发建设攀枝花的第一次重大决

策。1964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国

家安全问题。毛泽东主席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在会上高瞻远瞩地告诫全

党要未雨绸缪，随时准备打仗，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长治久安，必须加强战备，巩固

国防。在此期间，毛泽东主席反复讲三线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一再指出要把

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起来。他说：“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

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

起仗来怎么办?”他还着重指出：“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你们不去安

排，我要骑毛驴下西昌。”“如果没有投资，可把我的稿费拿出来。”他特别强调：“攀枝

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讲话，表明了他对建设大三线、开发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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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花的高度重视，下了最大的决心。中央工作会议于是在1961年西昌钢铁公司下马后，

重新提出开发建设攀枝花，并对国务院和相关部、委提出了具体要求，这就是党中央对

开发建设攀枝花作出的第二次重大决策。

攀枝花的开发建设也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高度重

视。1965年11—12月，邓小平受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委托，带领国家计

委、建委及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到西南检查三线建设工作。11月30日，邓小平等

从西昌赶到攀枝花，12月2日离开攀枝花去昆明。在攀枝花，小平听取了冶金工业部

副部长、渡口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徐驰的汇报，并有针对性地作了重要讲话：“一、党中

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领导同志同意攀钢建设设计方案，现在我代表他们批准

你们所选定的弄弄坪厂址，你们就可据此进行施工设计。其他各厂矿的设计也不必送北

京审批，我们授权由你们建设指挥部在现场审批；二、在三线建设项目中，攀钢何时投

产，六盘水何时供煤、成昆线何时通车，三家都要制订和执行相互配合的时间表；三、

上次李副总理来视察时，已提出由物资部在渡口市设办事处和仓库，存一批钢材以便随

时供应，这是个好办法，请计委同志打电话去物资部催办；四、为缓解你们这里的运力

不足，总理商请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5省各派出一支300辆卡车的车队帮助

攀钢运输物资，可是车队至今未到，也请计委同志打电话，催他们即派车队先运物资部

的钢材到渡口，你们应急速派人到北京联系这个事情。”当小平同志得知攀枝花地区各

种资源高度富集时，认为攀枝花这个地方“得天独厚”。小平同志这次视察攀枝花，解

决了攀枝花开发建设初期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无疑对攀枝花开发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加速

进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攀枝花的开发建设之所以能不断地取得成功，还凝结着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1966年2月25—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视察攀枝花。他说：“我们有了十几年的建设经验，要用毛

泽东思想融化这些经验，在渡口形成一条中国建设的道路。”1966年3月15—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视察攀枝花。贺龙元帅深情地说：“我到

了成都，不来渡口怎么行?死在渡口也心甘情愿。”“把攀枝花压干带回去，给主席一

朵，给总理一朵。”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主席约见彭德怀元帅，请他出任西南三

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66年3月31日至4月2日，彭老总视察攀枝花。他鼓励工人

要“努力搞好基地建设”，告诫干部“不要搞形式主义”。1966年4月27日至5月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抵达攀枝花视察。他题写了“万

千军马出战场，渡口英雄自八方。女尽金花男闯将，要教黑虎并投降”的诗句，赞美攀

枝花开发建设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仍然十分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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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的开发建设。早在1974年10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的李先念，在审阅四川西昌4lo厂所呈《攀枝花共生矿科学试验任务的报告》时批示：

“为什么把这样贵重的物资抛掉，而且还造成污染?为什么不抓科学研究，力争很快把

这些贵重金属分别提炼出来?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现在群众就会骂我们，将来我们的

第二代、第三代更要骂我们是败家子⋯⋯我们不要当败家子吧!应当组织极大力量去进

行研究，把这些物质收回来。”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已经提上议程。1978年3月

18—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科委将攀枝花、金川、包头三大资源综合

利用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

理的方毅，于1978年5月15—20日，第一次来到攀枝花。从1978年至1987年，他九

次参加(或听取汇报)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科研工作会议，八次亲I|缶攀枝花，此间虽然

职务有变动，但仍锲而不舍地抓攀枝花的资源综合利用和开发建设，直至晚年仍然心系

攀枝花。方毅同志每次到攀后向党中央、国务院写的报告，都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的高度重视。1979年6月1日，他向中央主席、副主席写了报告，提出了搞工业必须

抓科学技术，他展望利用我们自己的科技成果，攀枝花可以很快形成我国特有的合金钢

基地和钛、钒等战略物资的生产基地。他建议把二滩水电站的建设列入国家计划，争取

六七年内建成。同时，他还提出渡口市政建设急需加快解决，目前最主要的是住房、污

染和副食品(主要是蔬菜)供应问题。特别是他提出把攀枝花作为一个试点，进行经济

体制改革。方毅同志的报告，得到了中央几位领导的重视，李先念副主席(副总理)批

示：“依林同志阅，建议印发财经委员会各同志，并加发计委、建委、经委、冶金部、

财政部、外贸部、人民银行。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报告。”邓小平副主席(副总理)批

示：“陈云、先念同志：请你们考虑并确定这件事。我是赞成的(包括360万千瓦的水

电站)，并建议由方毅负责，由唐克组织实施。是否妥当，请酌。”陈云副主席(副委员

长)批示：“依林同志：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先念同志亦已看过。”1984年3月19

日，方毅同志在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第七次科研工作会议上说：要加速二期工程的前期

准备和建设。国务院各部、委和四川省政府对上二期工程都是支持的。攀钢和渡口市要

下决心搞好二期工程。1984年4月28日，赵紫阳总理在方毅同志的报告上批示：“我

原则同意方毅同志报告中所述各点，看来攀钢二期工程应在七五计划中列上。”1986年

5月20日，方毅同志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关于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工作情况的报

告》，其中特别提到二滩水电站应尽快上马。在方毅同志多方努力下，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四川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1979年9月28日，攀矿选钛厂建

成投产；从1980年开始，攀钢(包括攀矿)实行利润包干的重大改革；1984年9月18

日，攀枝花大学成立开学；1986年1月14日，攀钢二期工程恢复建设；1987年9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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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滩水电站前期工程开工兴建；攀枝花的市政建设、居住环境、生活待遇得到一定

改善。1982年9月19—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攀枝花，离开时他对市委主

要负责人说：“渡口工作是有成绩的，许多同志在这里奋斗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是有

贡献的，党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也不应该忘记。”

在攀枝花开发建设史上，第三次重大决策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

导集体作出的。20世纪90年代初，攀枝花的开发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91年4

月17—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第一次视察攀枝花。江总书记在攀枝花期间，察

看了二滩水电站前期工程、攀钢二期工程等。他在视察中指出：党中央对攀枝花寄予厚

望，希望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攀枝花建

设得更加美好。在二滩坝址江总书记说：“你们不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吗?我是来

画龙点睛的”。江总书记在攀钢为攀钢题词：“努力把攀钢建成现代化的钢铁钒钛基地。”

1991年5月24—26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邹家华第一次到攀枝花视察，指

出：“江总书记上月中旬来画龙点睛，二滩水电站不能不上，一定要干起来”。8月19

日，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四川省二滩电站开工问题的通知》，二滩水电站正式列为国家

重点项目，开工建设。1995年2月16—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乔石第二次视察攀枝花。他在视察了二滩水电站、攀钢二期工程现场及攀枝花钢

铁研究院后，题词要求全市人民“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

优势，建设现代化工业基地”。1996年10月27—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朱镕基率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攀枝花进行视察。他说：“你们要加倍努力，

把这样一个根据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尖端项目搞好。我昨天讲过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产

物，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成果，国内再找不到第二个。你们特别要考虑它的资源特

点，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全世界有名的钢铁联合企业。把钒钛利用起来以后，那是全世界

有名的、独一无二的。”他还说：“我希望将来攀枝花很快变成像花园一样的国际旅游城

市，从十年发展的眼光来看，攀枝花将会成为一个在国内很著名的城市。”1997年6月

12—13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第二次视察攀枝花。视察

之中，他要求攀枝花“奋发努力，实施金沙江、雅砻江梯级开发，建设中国西部强大的

能源基地”。他还指出：要把二滩水电站作为滚动开发金沙江、雅砻江的第一步，努力

实现“滚动开发雅砻江、富国兴川为人民”的战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

央领导集体的重大战略决策是要求攀枝花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开展资源的深度开发，建

设一体化的工业基地，在西部大开发中不断把开发建设推向前进。

四

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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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亲自拉开了攀枝花开发建设波澜壮阔的帷幕。从1965年至2000年的36年，攀枝

花的开发建设经历了三个时期，掀起了两次开发建设高潮，实现了两次腾飞。

1965—1974年为初始创业时期。这一时期是攀枝花开发建设史上最艰苦的时期。

“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荒山坡；蓝天作被地当床，盐巴咸菜拌干粮”。就是在这样

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攀枝花人开始了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三

通一住”战役，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前期的准备工作，比党中央原订

“三年准备，五年建设”的计划提前了近两年。围绕出铁出钢的“主体工程”大战，攀

枝花人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五大杰出”：一是钢铁厂设计。在仅2．5平方公里的弄弄

坪摆下了一个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冶金史上都是空前的壮举。二

是用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攀枝花科学工作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普通高

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试验的成功，解决了近百年世界性的冶炼难题，保证了攀枝花

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三是铁矿山运输平硐溜井方案。它打破了铁路、公路运输的传

统，充分利用矿岩自主运输，最大限度地缩短矿岩运输距离，经济效益显著，构思大胆

新颖，闯出了高山矿开发建设的新路，被称为“冶金矿山设计中的一朵艳丽奇葩”。四

是狮子山朱家包包万吨级大爆破。这次大爆破属国内外冶金矿山开发建设的首例，尽管

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仍然写下了冶金矿山建设爆破的辉煌篇章。五是“龙洞夺煤

保铁大会战”。煤炭职工经过75天的艰苦奋战，基本建成了年产21万吨的龙洞煤矿，

采出了气肥煤，完成了“夺煤保铁”的任务，创造了中国煤矿建设史上的奇迹。在“主

体工程”大战中，十九冶职工承担了“主体工程”的建设，他们喊出了“不想爹，不想

妈，不出铁，不回家”的口号。经过六年的艰苦创业，1970年6月29日，攀钢一号高

炉流出了第一炉铁水。接着乘胜前进，1971年10月出了钢，1972年12月轧出钢坯，

1974年8月出了钢材，至此攀钢一期工程基本建成，攀枝花开发建设的初创时期结束。

这一时期掀起了攀枝花开发建设的第一个高潮，实现了第一次腾飞。

1975—1985年为综合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特别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攀枝花的开发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

期。在基础产业实现“达产、挖潜、增效益”，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同时，大力

进行城市建设，发展农业、地方工业和第三产业。到1985年，全市初步形成了以钢铁

为主，包括煤炭、电力、建筑、建材、森工、机电、制糖、食品、医药、造纸、化工、

针织、印刷、交通、邮电、商业、农业、乡村工业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攀

枝花工业基地形成了年产生铁160万一170万吨、钢150万吨、原煤336万吨、发电装

机容量33．6万千瓦的综合生产能力，重要生产指标超过了设计水平；钢、铁产量在全

国10大钢铁企业中分别居第4、第5位，钒渣产量占全国的80％。1985年，全市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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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值14．6l亿元，农业总产值1．22亿元，社会总产值22．05亿元，国民收人9．28亿

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拔地而起，沿着金沙江两岸带状

组团式的八大片区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开始治理环境污染，环境恶化现象得到控制。

在攀枝花开发建设伊始，市委、市政府就十分重视郊区建设，按照“工农结合、城乡结

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工业城市的要求发展农业。1985年，在农业人口人

均耕地面积由1965年的1．58亩减少到1．07亩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大幅度上升，

由98025吨增加到161385吨，增长64．64％；甘蔗产量从66645吨增加到203782吨；

“菜篮子”工程成绩更加显著，进入80年代，蔬菜基本实现自给有余，早市菜运销省内

外。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得到发展。21年

来，有308项重大科技成果受到国家、省、市的奖励，攀枝花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试

验，含钒铁水雾化提钒，冶金矿山潜孔钻具新材料、新工艺和技术研究3项，获国家科

技成果一等奖。城市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形成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成

人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技术教育，包括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1985

年在校学生达176036人。文化设施粗具规模，文艺队伍日益壮大。歌舞、话剧、川剧、

京剧等文艺团体相继成立，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图书、档案、文物、音像制品发行

等事业日趋繁荣。卫生事业长足发展，全市每千人平均拥有病床4．99张、卫生技术人

员8．22人，均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到1985年，全市已建体育场地设施351个。

市少年棒球队建队10年参加全国比赛7次，5次获得冠军。

1986年后为全面建设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尤其是1987年攀枝花市被列为改革开

放的试点城市后，加大了改革的力度，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始终不渝地坚持“改革促开

放，开放促开发”的方针。以攀钢二期工程和二滩水电站建设及其配套建设为主要标

志，攀枝花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建设新阶段。90年代以后，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十

五大精神中，攀枝花市逐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迈

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实施“三项制度”改革后，开始探索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地方

企业和乡镇企业实现了战略性转制和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由于受旅游业的带动得到

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农业由传统的粗放式向现代的集约式转变，向建立特色农业体系

进军。“九五”期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及时提出了

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攀枝花市抓住这个契机，在建立“钢铁、钒钛、能源”三大基

地的基础上，提出大力发展“钢铁产业、钒钛产业、能源产业、生物产业和旅游产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奋斗目标。从1986年至2000年的15年间，攀枝花市基本完成了

从工业区到城市化的过渡，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从封闭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

的过渡。改革开放促进了攀枝花的开发建设，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到2000年，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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