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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葱岁月与三线建设撞满怀
——记三线建设者杨智峰

2023 年初夏，大巴山腹地凉风习
习，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驾车来到达州
一座大山下，望着满目苍翠，思绪万千。

“这里，顺风耳可听八面来风；这里，
劈山架桥无阻畅行；这里，留下多少前辈
挥汗的背影。”老者有感而发，一气呵成，
写下一篇组诗《基地恋歌》，感叹大巴山
翻天覆地的变化，欣喜祖国日新月异的
成就。然而，他最忘不了的还是自己在
这片热土挥洒的几十年青春……

老者名叫杨智峰，退休前担任四川
航天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陪同的是其夫
人陈荣棣。

时间拉回到50年前。19岁的杨智
峰以优异的成绩被川北技工学校录取。
当时的川北技工学校重点培养航天智造
能工巧匠，孕育了一大批航天科技技术
人才。

当时的杨智峰本已在陕西省武功县
委工作了三年，是少有的刚满18岁就被
批准入党的后备干部人选。然而这三年
来，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知识的匮乏，最
终毅然决定离开“舒适区”，来到川北技
工学校学习。

从老家陕西武功坐火车到汉中，再
从汉中坐汽车到基地所在地达州报到，
一路上细雨蒙蒙、云雾缭绕，杨智峰到基
地时已是晚上。

第二天，杨智峰才看到了基地所在
地的真实面容：陡峭的大山绵延百里穿
入云际，繁茂的植被莽莽苍苍犹如原始
森林，洒满煤渣的马路穿山越岭逶迤而
去……

河边，一群解放军战士正在洗车，一
大束阳光照在越野卡车漆面上，射得人
睁不开眼，微风拂动波光粼粼的水面，摇
曳着水下雪白的鹅卵石。杨智峰突然被
这一幕感染，一种别样的情感油然而生：
仿佛走进了陕北宝塔山下的延河。

1974 至 1976 年，杨智峰在川北技
工学校学习。其间，他因成绩表现优秀，
屡获表扬。1977 年至 1978 年，他留校
在该校政治处工作。

当时的川北技工学校位于现达州市
通川区徐家坝何家沟，于 1974 年建校。
当时学校条件很艰苦，师生们喝水用水

都要端着面盆、提着水壶到州河打水。
1979年，他被调入达州三线基地政

治部组织处工作。
此后的18年，杨智峰工作生活都在

基地，极少回陕西老家，未能好好地为父
母尽孝道。但杨智峰的父母非常支持
他，告诉他：“男儿闯天下，只要把党和国
家的事做好，不回家又何妨！”

基地不艰苦是假的，虽然杨智峰从
不言苦。基地虽有统一配给的蔬菜食
物，但远远不够，职工便自己开垦种植。
由于工作关系，基地职工工作生活两点
一线，几乎不与外界接触，没有多少娱乐
休闲活动，每天与大山为伴，几十年如一
日。杨智峰说，这主要靠那个年代特有
的集体情怀所支撑——为国家默默奉献
青春，不计较个人得失。

接连圆满发射成功的好消息传回基
地，全体职工无不欢腾，单位组织全体职
工会餐庆祝。宴中，单位领导趁机当众
宣布了杨智峰的婚讯，双喜临门，同事们
都送来真诚的祝福。26 岁的杨智峰激
动万分，“虽然没有专门办婚宴，但和祖
国重大的喜庆日子撞在一起，个人的生
活与祖国的伟大事业重合交织在一起，
没有比这更浪漫的了，没有比这更让人
热血澎湃的了。所有艰苦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所有寂静中的等待都让人期待。”

陈荣棣是从重庆来到达州的知识青
年，后来也被招入川北技工学校，与杨智
峰同为优秀党员学生干部。从认识到结
合，再到婚后几十年，两人互相理解支
持、体贴关爱。女儿在重庆出生，基地长
大，后来也进入到航天系统工作。

工作几十年间，杨智峰在组织处、团
委、办公室等多部门岗位历练，完成了四
川大学全国自学考试全部课程，后又修
完了研究生课程，被评为全国自学成才
优秀人物。39 岁的杨智峰被提拔为基
地党委副书记，成为中国航天系统最年
轻的院级领导之一。因机构改革，杨智
峰后又任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1994年，根据全国“三线调迁”计划
安排，基地着手调迁至成都，杨智峰参与
组织领导此次调迁工作。其间，他不断
辗转达州、成都、北京三地，做了大量工

作。
“三线调迁”是一项极其繁复的工

作，但基地的整个调迁过程较为顺利。
这条大山沟现在看来是一个环境优

美的地方，遍布天然氧吧、度假胜地。而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不通路、不通
电，“黄鹤之飞尚不得过”，“闭塞”“贫穷”
是其代名词。

当初基地建设给这条大山沟带来巨
大的变化，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基地建
设后，老百姓的农副产品大量销售给基
地，给他们带来了收入；基地修筑的道
路，开设的学校、医院给当地群众带来了
实打实的便利；基地在当地招录了部分
工人，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基地的部
分青年与当地青年恋爱结婚。从基地建
设到调迁，20 多年里，基地职工与当地
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联系与感情。

杨智峰坦言，基地与当地群众的感
情俨然是和平时期的“军民鱼水情”，他
自己与达州也一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
感。作为土生土长的关中男儿，他能轻
松讲出达州的历史文化名人，能分辨出
达州各区县的口音。

1997年，基地正式迁至成都。杨智
峰告别待了 20 多年的“第二故乡”——
达州，一个记录他完整青春岁月的地方。

有多少和杨智峰一样的三线人毅然
离开家乡，扎根大山几十载，深藏“功”与

“名”，在孤寂中攻苦食淡，淡忘了四季更
迭的景色，当列车载着丰收的喜悦，当大
海泛起一阵阵浪花，他们的心中无比自
豪，脸上荡漾无上荣光……

转战成都，乃至退休后，杨智峰还经
常回到达州，去以前的基地及周边走一
走、看一看。

2017 年，杨智峰带着女儿、外孙一
起回到达州当年工作的地方。当时正值
一场大雨后，浓郁的树木泥土清香扑面
而来，举目望去，苍穹下的大巴山依旧巍
峨耸立，但似乎少了当年的肃穆与神秘，
平添了一份亲切。夜晚，一家人漫步基
地大道上，女儿叙说着当年的基地往事，
杨智峰则给小外孙细数着当年达县的美
食：凉面、凉粉、罐罐鸡、罗江麻花……

□记者 何双将

原三线建设项目的电影院兼礼堂原三线建设项目的电影院兼礼堂。。（（柏在田柏在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