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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是让周

边县市十分羡慕的工业大县。著名的三线

军工企业 541，大部分生产分厂都坐落在绛

县的崇山峻岭中间。

1969 年，中苏珍宝岛战事爆发，加速了

中央早些年关于三线建设的计划落实，决

定在晋南中条山区建设国家第二坦克生产

基地，代号为“541”工程。时任山西省革命

委员会的副主任，兼任 541 工程总指挥。

毛主席说，三线建不好他睡不好觉。为

了让他老人家放心，加速建设 541 工程，全

国各大中城市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大中

专毕业生，部队整建制的复转军人，留苏工

程技术骨干，我国第一代坦克技术专家等，

纷纷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以高涨

的热情投入到工程建设中。

该工程由解放军第 28 军援建，开始时

直属当年的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后归属

第五机械工业部。在“靠山、分散、隐蔽”方

针的指导下，各个分指都分布在中条山下

晋南的各大峪口前沿，总体规划要建设十

八个分厂，依次称为第一分指挥部，第二分

指挥部，第三分指挥部等，简称“分指”。配

备有发电厂、总医院、铁路专用线。最北面

的三分指位于临汾地区的翼城县境内，其

余十几个分指全部位于运城地区，其中四

分指、十七分指、一分指、二分指、五分指、

十八分指、九分指位于绛县境内。

541 工程分三批建设。从 1970 年 4 月

开始到 1973 年 7 月，是 541 工程建设的黄

金时期，各专业厂基建初具规模，部分厂的

生活区也已建成，贯穿各专业厂的公路、铁

路专用线也建成通车。晋南几十个县都组

织民兵团参加了 541 工程建设。他们以连

为单位，在中条山的各个分指厂区和家属

区垒护坡、拉土方，在铁路建设工地上抗枕

木、铺钢轨。插队到晋南农村的很多知青也

参加了 541 工程建设会战。

各个分指的厂区都是沿山沟展开，分

家属区和生产区两部分。厂里有自己的服

务体系，邮政专属的信箱、幼儿园、学校、商

店、医院等等。每天早上 6 点整，各分指的

家属区和厂区喇叭广播时，喇叭里会吹响

集合号，嘹亮的军号声在山谷间此起彼伏。

541 各专业厂拥有职工人数不等，每个

厂职工人数都在两到三千人。加起来有数

万人。1973 年下半年开始，541 工程进入调

整缓建时期。

541 军工企业在绛县的建设、存在与发

展，已有 40 多年的风雨历程。为带动绛县

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

展，为推进城镇化的建设步伐，起到了有目

共睹的推进作用。

在绛县 □ 王 鼎

当年野四三冶在沸泉 李金平

三县建设与战备团 阴 齐好文

1969 年，中苏在珍宝岛武装冲突后，

中央决定加快三线建设步伐，毛主席说，

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与帝国主义争时

间，与修正主义争时间。为此，中央军委

常规兵器领导小组提出在晋南地区建设

中国第二坦克基地，根据“靠山、分散、隐

蔽”的方针，绛县城为三线建设的主战场。

1970 年冬，全县范围内轰轰烈烈的

三线建设工程开始了，省、地、县、社分别

成立了领导机构。山西省成立了由省军

区副司令员李金石（老红军）为指挥的三

线建设指挥部，运城地区三线建设领导

组组长是贾茂亭，绛县三线指挥领导组

组长是周明山（革委会主任），副组长是革

委会副主任赵希龙和县人武部部长李寿

生，全县各公社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同

时，运城地区各县都成立了三线建设战

备团，如临猗县团政委是县委常委、副县

长张继良，团长是三管公社书记王守业。

绛县境内的三线建设工程，北起大

交镇张村西至横水镇的西山底，全长 80

多里。当时全县调集民工近 6 万人，加上

解放军和各县战备团共计 7 万多人，全部

分布在中条山的前沿阵地。万荣县战备团

团部驻在张村、临猗团驻郇王、河津团驻

董封、稷山团驻东晋峪、夏县团驻西崖下、

新绛平陆团驻磨里，运城团驻陈村，绛县

驻赤崖庙和磨里村。各县战备团少的

1500 人，多的 2500 人，共计 15000 人。另

外，还有驻冯村的 27 军军直工兵营、驻陈

村的炮兵团，驻横水的汽车运输连等都参

加了三线建设。

当年，在 80 里长的战线上，每个峪口

和工地都安装了高音喇叭，三线战士和民

工们每天早上听到“东方红”的歌声就进

入工地，挖土方，垒石方，运枕木，拉铁轨。

工地上钢铣飞舞，平车穿梭，机械轰鸣，炮

声隆隆，战旗飘扬，捷报频传，一片繁忙景

象。午饭在工地吃，晚上听到“打靶归来”

的歌声才收工。晚上看各县慰问团放映的

电影或文艺队的演出。那时候他们住工

棚，挤窝铺，顶风雪，战严寒，经过一年多

的艰苦奋斗，到 1971 年 4 月，基本完成了

翼城至郇王火车站的一期工程，1971 年 5

月 1 日举行通车典礼，时任铁指负责人乔

松、黄鼎山，绛县革委会主任周明山、各驻

军负责人，各县战备团团长都被专车接去

参加庆典仪式。

绛县人民为三线建设做出了极大贡

献，他们不仅腾房屋、送木板、找灶具、磨

米面，而且对于铁路沿线所需占的房屋，

窑洞一律积极配合拆除，毫无怨言，当时，

光郇王村就驻进战备团 2500 人。拆毁房

屋窑洞 50 多户。西崖下拆毁房屋窑洞 20

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拆毁房屋近

300 户，支援门板近 1 万块。共动用人力 7

万多人，动用各种大型机械 1500 台件，先

后修建火车站 5 个、大中型桥 5 座，大小

涵洞 50 多处。到 1974 年底，绛县境内的

41.08 公里铁路全线贯通。

揭秘军工企业
“三六 六”

□ 李金平

当年在绛县的“三线建设”工厂中，可与

“541”的一分指、二分指、四分指、五分指、十七分

指、十八分指相提并论、齐名共建的还有两大军

工企业 ----“八六”和“四三”，号称绛县的八大

兵工厂。“八六”因信箱为第 86 号而得名，一直以

来，这两个厂在绛县乃至全国都具有浓厚的神秘

色彩。

“八六”全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六零六

工厂，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是根据

中央军委“三线建设”的布局，按照“靠山、分散、

隐蔽”的方针组建的军械修备工厂，厂址在绛县

冷口乡中条山麓的大虎峪里。该厂从 1968 年 6

月正式筹建，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三八

六工程筹建处”，1970 年 8 月变更为现厂名。建厂

初期，工厂有干部职工 821 人，员工来源主要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302 工厂的基础人员，既有

从事多年军械的“老军工”，也有刚脱下军装的战

士和放下锄头的农民，还有从大专院校毕业的学

生。他们拥有 572 台较为先进的机械加工的通用

设备，其中两台大型设备在华北地区也绝无仅

有。上世纪 70 年代，主要加工生产电动裁剪机、

30 吨油压机、6802 成型机、三爪卡盘、可调节手

用铰刀、钉扣机、打包机、机用丝锥、弹药专用钳、

三面刃铣刀等 20 余种新产品及军械备件。上世

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生产红箭 -73 反坦克导弹

检测弹、教练弹、解剖弹，批量生产 MBM1-A 型

密闭门器，自行开发了后跟磨光机、军用双层床，

并成为军械系统 A-4 型爆炸品保险箱的生产和

修理点。1985 年 5 月迫弹的修理线正式投产，至

1990 年累计修理军援、军贸等各种炮弹 81628

发，创效益数千万元。1990 年 1 月，该厂整体搬迁

至侯马市，终结了在绛县山沟长达 22 年的历史。

1958 年，在总路线、大跃进、农村人民

公社化的运动中，我国一些地方曾发生过

一场并县并社的潮流。我们绛县也在这次

潮流中，经历了一次撤销与恢复的过程。

是年秋冬交际，正在晋南地委开会的

绛县县委书记侯卫秀电话通知县委组织部

分管干部工作的苗绍绪，带着全县干部花

名册到晋南地委招待所，告诉他山西省人

民委员会决定撤销绛县建制，三分之二土

地面积的垣下片划归翼城县，三分之一土

地面积的垣上片划归闻喜县，干部三分之

二归翼城县、三分之一归闻喜县。当时绛县

垣上、垣下区域的划分，是以下村为界，下

村以上区域为垣上片，包括城关、横水公

社，以下区域为垣下片，为南樊、大交公社。

当时县上的党政领导大部分都在十字

河大炼钢铁，侯维秀书记让苗绍绪马上返

回绛县，通知在县上的副县长马玉成（兼大

交公社党委书记）和各部委分管干部的人

员，当天赶到十字河村开会。下午 6 点左

右，苗绍绪和马玉成、财贸部管人事工作的

申安才、文教部管人事的王立让等人从县

城出发，经卫庄、么里、炭元河村，天黑赶到

垣址坪村住了一夜，第二天大早动身到了

十字河村。侯卫秀书记见到苗绍绪，当即要

他按照省里的规定比例，拿出全县干部划

分名单，晚上上县委会研究。

分县干部的划分原则，是尽量照顾干

部留在原籍，程序是先让各分管部委拉出

划分名单，再由组织人事审定归纳，交县委

会研究决定。

根据晋南地委的的决定，分到翼城县

的县党政领导是：县委书记侯卫秀，县长郭

荣先，副县长曹文华、马玉成，县检察长马

克善；分到闻喜县的是：县委副书记马建

文、马克武，副县长李海友（兼横水党委书

记）、吕金贵（兼城关党委书记）。

1958 年 11 月 5 日，绛县建制取消，垣

上城关、横水和垣下南樊、大交人民公社顺

利划归闻喜县、翼城县管辖。

1961 年 5 月 15 日，依据山西省人民委

员会决定，又恢复了绛县建制。全县公社的

划分是城关、横水、南樊、大交、陈村、冷口、

勃村、么里、续鲁峪，加上同时划归绛县原

属闻喜县的郝庄公社，共 11 个公社。8 月，

郝庄公社复归闻喜县，全县为 10 个公社。

建制恢复后新的县委班子是：县委书

记李川民、常务副书记王玉清；县政府班子

是：县长车辅，常务副县长李海友，副县长

马玉成、吕金贵。

据苗绍绪的记忆，早在 1960 年省里就

有了恢复绛县建制的决定。这年 8 月份，晋

南地委曾根据山西省委意见，让分县前的

原绛县党政领导班子汇集在绛县城的老县

委，讨论过一次恢复绛县建制的问题，县委

书记侯卫秀、县长郭荣先，以及副书记曹文

华、马克武，副县长马玉成、李海友、吕金

贵，检察长马克善参会，时在翼城县县委组

织部分管干部工作的苗绍绪，在闻喜县任

人事局长的高景严列席了会议。这个会开

了一天一夜，终因协商意见不统一，而将恢

复绛县建制的问题搁置了起来。

分 县 那 些 事 阴 安鸿广

“四三”是该厂在沸泉的邮箱代码，

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四三工

厂，直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厂

址在绛县南樊镇沸泉村的山沟内。该厂

始建于 1968 年夏季，总投资 878 万元、

定员 1100 人。建厂以来，一直致力于中

国军队的被装事业，同时也为国际上其

它国家的军队设计和制作军服及军衔。

1970 年 12 月 31 日，全军唯一的机械化

卫生敷料“一条龙”生产线建成投产。

1979 年 2 月为了支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

战，创造了三天三夜连轴转的记录，保质

保量完成了 407 万个战场急救包和三角

巾、脱脂棉、脱脂纱布限期任务，受到军

委首长表扬。1987 年 7 月，87 式军衔产

品研发定型，8 月份在时间紧、任务重、

产品新、困难多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了

10 付三军常服肩章限期任务。1988 年，

完成了 25 个品种、800 万件军衔生产，保

障了军队十一授衔。之后的 1988、1989、

1990 为了确保军队保障限期任务，创造

了三个春节全厂职工不休息的记录。

1991 年 12 月至 1993 年 7 月，该厂分 20

批次搬迁到河北省涿州市，也完成了其

在绛县的历史使命。

三五四三厂在沸泉 20 多年，其军事

化管理的厂风、厂规给当地农民带来一

定的正能量，企业正常的生产活动，也促

进了绛县交通、经济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