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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902
亲历筹建第二个核武器基地

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代号叫902，1965年在三
线建设大会战的背景下开始建设。我是第一批参加902基地
建设的亲历者之一，当年筹建的一些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选点安家

我们这批干部来后不久，领导宣布
成立了902工程工作委员会和902基地指
挥部，由刁筠寿同志任工委书记兼指导
长。袁冠卿和苗兆瑞同志任副书记，徐
庆宝、田子钦、李英杰同志任副指挥长。
在这段日子，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
是要在绵阳专区所属各县的山区给指
挥部和各研究所选点。当时中央给三线
建设规定的方针是“山”“散”“洞”，也就
是基地机关和下属单位要分散在山区
的隐蔽处。此前，刁筠寿、李英杰等领导
已经来做过一次选址勘察，初步确定把
基地分布在娘阳专区所属的梓潼、剑
阁、江油、安县等县的大山深处。我们来
到绵阳之后，要做的就是在前期选址的
基础上，再做具体的选点工作，也就是
要选定基地指挥机关和各个研究所的
具体地点。为此，先要向这几个县城派
出工作组，与地方领导进行前期接洽。

6 月初的一天上午，总指挥刁筠寿
书记找我和陈成玉等同志谈话，叫我带
一个工作组去梓潼，陈成玉带一个工作
组去剑阁，还有两个同志带工作组分别
去安县和江油。我接受任务后，和工作
组的曾繁文、王宏达、蔡景兆、郭兆祥等
同志第二天就出发前往梓潼。梓潼县与
绵阳毗邻，县城在绵阳东北方向约50公
里。我带工作组成员乘一辆地方汽车，
在绵阳城东渡过涪江，那时江上还没有
桥梁，汽车是在一艘很大的摆渡船上过
的江。当我们拿着介绍信来到梓潼县委
大院时，受到了县委书记薛斌奎的热情
接待，县里已专门成立了支援重点建设
办公室，简称“支重办公室”，由副县长
张正华任主任，具体工作由副主任谷正
洁等同志专门负责。在梓潼县委和县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县党政机关在县委大
院腾出一栋办公楼，并把县委招待所的
一半房间让出来专给我们使用，这样就
使我们在梓潼有了最初的落脚之地。

6月下旬，221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李
觉将军和副厂长吴际霖，以及902指挥部
的刁筠寿、袁冠卿、苗兆瑞、徐庆宝、田
子钦和李英杰等众多领导都来到了梓
潼，住进了县委招待所。他们是专为选
择各研究所的地点而来的。根据中央的
要求，选点的原则是“依山傍水扎大
营”，也就是第一要选择谷深林密的山
沟，这是为了隐蔽；第二要尽量靠近河
流，这是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用水问
题；第三必须是大的山沟，一个山沟要
具有容纳一个整建制研究所包括数千
人独立开展工作和生活的布局功能。因
为事关重大，所以领导们几乎悉数到
齐，亲自来进行勘察和选点工作。

初步建成

902 指挥部在梓潼安家，并且完成选
点工作之后，在二机部的统一领导和协调
下，包括二机部二三公司、二四公司和西北
二公司，还有工程兵 8342 部队等两万多人
马的各路建设大军，陆续开进了梓潼、安
县、剑阁等县的山沟，先从修筑公路入
手，正式开始了 902 基地的三线建设。

1966 年 4 月，我又接到指挥部领导
交给的新任务，被派到六所去参加筹建
工作。六所的地点位于梓潼县和江油县
交界处的两条山沟里，北沟属江油，南
沟属梓潼，都紧靠潼江。根据 902 指挥部
的指示，在这里成立了第 11 分指挥部，
由西北二公司谢权武任分指挥长，我们
单位的张奇华任党委书记，张循时、张
兆贤任副书记，我和蔡慈波任副指挥
长。筹建初期，分指挥部只有我们领导
班子成员及十几名工作人员，在北沟当
地的农村供销社临时租用了几间房子
住宿兼办公。谢权武带领的二公司施工
人员有几百人，在当地租房不够，又搭
了些帐篷。不久后，我们在北沟的山坡
上盖起了几排“干打垒”房子，分指挥部
就搬了过去。

1966年下半年，为了选定各个生产
车间、实验室和生活用房的具体位置，
我们分指挥部的几个领导几乎天天在

北沟和南沟之间奔波。当时公路还没有
修好，两沟之间只有一条十多公里的狭
窄山路，我们都是背着军用水壶，手拿
一根木棍，在崎岖不平的林间小路上步
行来往，每次都不免气喘吁吁，汗流浃
背，同时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和防备毒
蛇的侵扰。就这样跋涉勘察了几个月，
大体规划了各种房屋设施的位置，再由
设计院作出图纸方案和任务书交给施
工单位。至1966年四季度，基本建设便在
两个山沟里全面展开了。与此同时，902
地区的其他山沟也都成为工地，只见到
处都在修公路、盖房屋、架电杆、铺管
道，呈现出一片紧张而有序的繁忙景
象。虽说当时三线建设的条件非常艰
苦，但是在党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
号召下，人们的情绪都十分高昂，个个
精神饱满，工作干劲十足。

1967年春节过后，六所南沟已经建
好了几栋二层和三层的红砖楼房，还建
起了几座车间厂房，我们分指挥部便从
北沟搬迁到了南沟，并在这里陆续建立
起了各个党政机构。这时，从221厂调来
的干部职工大批来到，住房不够，我们
就让有家属的职工在楼房居住，我带领
上百名单身职工暂时住进了一个大车
间里，在车间中间拉上一个大布帘，男
女分住两边，直到入秋后才搬进新竣工
的楼房中。

排除干扰

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也冲
击到了902基地。有些职工成立了造反派
组织，把我们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
进行批斗，批斗完后还要继续抓工作。分
指挥部副指挥长兼总工程师蔡慈波难以
忍受批斗凌辱，跳到潼江里自杀了。由于
两派之间搞派性斗争，随便不干工作，许
多工作都处于半停顿状态，但是我分管
的后勤工作却不能停，尤其食堂一天也
不能停。有一天我带一辆卡车到20公里
外的复兴镇赶场采购粮油和蔬菜肉蛋等
副食品，返程时遇下大雨，潼江水位暴
涨，漫水桥被完全淹没，贸然开车过桥极
有可能被湍急的江水冲走。然而若不及
时赶回，非但影响职工生活，而且我还会
被扣上新的罪名。司机田师傅看到我焦
灼不安的样子，毅然决定冒险开车过江。
当他小心翼翼驾驶着满载食物的卡车在
江水中缓慢行进时，我的心几乎提到了
嗓子眼上，直到安全过江才放下心来。

可是，尽管我们这样艰难地坚持工
作，却难以扭转整个局势的混乱，加上四
川地方的派性斗争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
武斗，严重影响了整个基地的正常工作
和工程进度。好在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
将902基地划归国防科委领导，对内称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研究院，对外番号是
总字819部队，加上基地领导尽力排除干
扰，坚持搞运动不能影响主要工程项目，
并且坚决不允许基地人员介入地方派性
斗争，这才缓解了“文革”对我们的冲击，
最终经过几年艰苦努力，使基地在 1969
年初步具备了开展实验和生产的能力。
在这种形势下，第一个核基地 221 厂的
主体在 1969 年陆续从青海搬迁过来，按
照不同专业分工进驻到各个研究所的山
沟中，这标志着第二个核基地正式建成
使用。

此后，902基地承担起了全面开展核
武器研究、试验和生产的任务，原子弹和
氢弹的武器化定型和小型化中子弹研制
等重大成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这些成
果，对于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
诈，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提高我国的
国际地位，都有重要作用。我作为一名年
已九旬，参加过 221 和 902 两个核武器基
地筹建工作的老同志，抚今追昔，一方面
因自己曾经为这个事业尽过一份绵薄之
力而感到自豪，一方面也期盼随着我国
国防技术日益先进和国防力量日益强
大，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昂首
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作者李修福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离休干部 据《百年潮》

接令赴川

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
湖边的金银滩，代号221厂，从1959年开
始建设，到1964年10月成功爆炸了第一
颗原子弹。但是，由于221基地的前期是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选点和建设的，他
们对这个基地的情况了如指掌。随着中
苏关系的恶化，苏联扬言要对中国核基
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党中央为
了预防万一，决定在四川地区建设第二
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叫作902工程。

来川之前，我在221厂担任行政处副
处长。1965年4月的一天傍晚，副厂长王
志刚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我们单位到
四川搞三线建设。今天下午刚开完党委
会，决定抽调一批干部，由刁筠寿书记带
队去，其中也有你。”5月初的一天上午，
我们这批赴川干部在221厂机关办公楼
东面集合，厂领导和机关各部门有100多
人为我们送行。我们这批共有50多人。刚
到四川的时候，我们单位的对外名称是
国营曙光机械公司。我们这50多人在绵
阳宾馆住了一段时间后，又转到了绵阳
地委招待所，在这里既住宿又兼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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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李修福与夫人王

爱梅在梓潼南桥 902 指挥

部院外合影。

当时，绵阳地委为了配合902工程
建设，专门成立了一个第二办公室，简
称“二办”，主任姓陈。当902指挥部确定
了选点位置之后，便交由他以绵阳地委
和行署的名义去跟各县协商交涉，所以
很快就获得了各县的用地批复。这样，
前后只用了短短一个多月时间，便基本
完成了整个902基地的选点布局工作。

我们派驻梓潼县的工作组除了配
合领导选点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为指挥部机关进驻梓潼县城做前
期准备。我们在梓潼工作期间，在县支
重办公室的大力协调下，县党政机关及
所属单位都为我们大开绿灯，很快就把
县城电影院和文化馆的一些房子腾出
来，又把城南潼江边排灌站十几间平房
也腾出来，都交付我们使用。到9月中
旬，指挥部全部筹建人员完成了从绵阳
搬迁到梓潼的任务。

在这之后，221厂大批人员陆续不
断地来到梓潼，住处仍然不够，县支重
办公室又与梓潼基层单位和城内及城
郊的居民联系，为我们租用了很多单位
房屋和民房，安排好了所有后来人员的
住处。

在梓潼县城落脚以后，为了便于集
中办公，指挥部领导又决定以城外南桥

边排灌站的十几所房子为基础，进一步
把这里扩建为指挥部所在地，办法是自
己动手盖“干打垒”房子。所谓“干打
垒”，就是用少量砖头作为房柱，用绳子
穿起来的竹排抹上泥作为墙，用油毛毡
作为房顶的简易房。我记得当时刁筠寿
书记和苗兆瑞、徐庆宝、田子钦、李英杰
等指挥部领导都亲自参加劳动，机关各
处室的干部职工全都积极参加，自己动
手，挖地基，垒砖柱，抹墙泥，架屋梁，盖
房子。人手不够，还从当地雇用了一些
搞基建的民工。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
很快就盖起了十几排作为各处室使用
的平房，还建起了食堂、车库、锅炉房等
生活设施，四周用铁丝网拦起来用木桩
子造了一个简易大门，形成了一个独立
的大院子。

不久，902指挥部就由梓潼县城搬
到这里安家，正常开展各项工作。

当时我被正式任命为指挥部行政
处副处长。为了保证大家的日常生活，
我先抓食堂按时开饭和锅炉房供应开
水。接着与地方有关方面联系，陆续办
起了银行、邮局和商店。同时还和221厂
有关处室联系，运来了一批办公桌椅和
生活床铺等家具，及时而有效地保障了
从上到下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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