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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中的增产节约运动

——以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为例

宋银桂 岳小川

【摘 要】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是三线建设中的一项重点工程。在开工之初，中共中央鉴于新中国成

立以来多次增产节约运动的成效和经验，指示铁路会战部队在铁路建设中开展新一轮的增产节约运动，以保证

施工进度和解决铁路建设初期出现的供需矛盾突出、物资管理不善、铺张浪费、违规开支、贪腐等问题。后

在铁路建设指挥部党委的统一部署下，所属各级单位纷纷响应动员，迅速在铁路建设沿线掀起了一场以技术革

新、发展生产、修旧利废、打击贪腐、反对浪费为核心的增产节约运动。这在确保施工进度的前提下，不仅

降低了经费开支，减轻了地方物资供给压力，而且促进了铁路建设沿线地区的开发，巩固了军民团结。当然，

增产节约作为一项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属性的群众运动，受特殊情况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施工和浪费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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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初期实施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国防和经济建设重大

战略部署。1969 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因“文化大革命”短暂中断的三线建设再掀高潮。1970 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

案）》，制定 1200 亿元至 1300 亿元的基建投资计划，远超“三五”计划的 850 亿元规模。在交通建设领域，

则提出要在 1970—1972 年建成包括湘黔、枝柳铁路在内纵贯南北、横越东西的 13 条重要铁路线，还设想

在“四五”期间建成一个适应战争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公路交通网。面对巨大的投资压力，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要求立即发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以

克服国家资财不足的困难。三线建设作为此时期国家投资建设的主要方向，相关工程遂成为推进本次增

产节约运动的主力军。但由于史料限制，时下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节约运动的研究，多集中于探

讨发生在 1966 年以前的历次增产节约运动，或是各省份增产节约运动成效、面临的困境和暗含的政治动

员与激励机制，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增产节约运动同中国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革新存在的联系等。 a 而增产

 a代表性成果有谢忠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增产节约运动研究鸟瞰》，《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李志英：《增产节约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双面相——基于工业生产领域的考察（1949—

1966）》，《晋阳学刊》2017 年第 2 期；黄帮柱：《新中国初期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50—1952）》，武汉大

学 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瑞芳：《1950—1952 年北京市“增产节约运动”研究》，河北大学 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

张波：《上海“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59—1963）》，上海师范大学 2019 年硕士学位论文；孙舒悦：《建国初期吉林

省工业领域增产节约运动的研究（1949—1952）》，吉林大学 2020 年硕士学位论文；孟文科、张零：《增产节约运动

与中国工业计划体制的建立（1949—1952）》，《西安工业大学学报》2021 年第 4 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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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运动在三线建设中的有关问题却少有学者涉及。湖南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之一，湘黔、枝柳铁路湖

南段作为三线建设中的一项重点工程，参与建设的工程队伍在中共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委

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系统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有力保障了工程的建设进度，是为

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增产节约运动的历史见证和重要缩影之一。本文将借助相关资料，对湘黔、

枝柳铁路（湖南段）建设过程中增产节约运动意见的提出，具体措施的制定、实施、成效及意义进行探讨，

以期深化湖南三线建设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学术研究。

一、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意见的提出

1970 年 8 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指示，国家建委和交通部召开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决议成

立“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两条铁路的修建工作。其中，湖南段由湖南省铁路建设

指挥部 a（以下简称“湖南省指”）及所属长沙、邵阳、常德、湘潭、衡阳、益阳、黔阳、自治州、零陵

九个分指挥部和一个株洲独立团、一个韶山独立营共计十一个单位具体负责，并接受湖南省革委会、湖

南省军区和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的领导。 b1970 年 6 月 19 日，“湖南省指”发出《湖南省铁路建

设指挥部后勤工作意见》，首次提出铁路建设后勤工作必须“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c。同年 7 月，“湖

南省指”后勤组根据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并结合铁路建设实际，就施工、

器材管理、财务开支、生活标准等提出了具体执行方案。 d 次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下发《湘黔、枝

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对整个湘黔、枝柳铁路会战作了政策性规定，提出“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搞技术革新，土洋结合，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要十分注意节约用地，少占良田，把修路和改田、造

田结合起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降低造价” e。这一规定肯定了前一时期“湖南省指”的

增产节约工作成果。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在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沿线地区蓬勃发展

起来。

在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并非偶然，这一决策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背景，是现

实和历史相互交织的结果。

 a湖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成立于 1970 年 3 月 4 日，下设黔阳、邵阳、自治州、常德、湘潭五个分指挥部，接受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湖南省军区的领导。在湘黔、枝柳铁路会战全面开始以前，负责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工程的

初步施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下发以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湖南省军区遂

将湖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改组为“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其主要领导干部也多有变更，并接受湖南

省革命委员会、湖南省军区和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的共同领导，而统属单位则扩编成长沙、邵阳、常德、

湘潭、衡阳、益阳、黔阳、自治州、零陵九个分指挥部和一个株洲独立团、一个韶山独立营，但所设分指挥部及独

立团、营的编制序列与此前是一致的。

 b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1970 年 8 月

25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35。

 c湖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湖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后勤工作意见》（1970 年 6 月 19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

案号 233-1-110。

 d湖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后勤组：《湖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后勤组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

约运动的指示〉的意见》（1970 年 7 月 27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23。

 e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1970 年 8 月

25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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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铁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

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全长 943 公里，加之“湖南省指”担负修建的湘东铁路任务，合计 1074 公

里。且铁路需穿越雪峰山、武陵山，横渡湘、资、沅、澧四大水系，沿线山高谷深，地势复杂，桥隧众多，

施工难度大。 a 而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的《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指出，铁路建设须于 1970 年

11 月开工，1972 年 10 月 1 日湘黔铁路必须建成通车，时间紧，任务重，为保证施工进度，“湖南省指”

遂在会战初期动员了近百万民兵，以实施大面积施工和大兵团作战。 b 这给各级后勤部门提出了高要求的

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第一，供需矛盾突出。首先是生活物资供应紧张。按有关规定，铁路施工队伍生活所需粮食、蔬菜、

肉食、煤炭和日用百货，主要由当地组织供应或就近供应，但铁路沿线多为经济落后的山区，根本无法

支撑近百万脱产民兵和工人的基本生活，只能动员民兵在上路之初自带部分大米和咸菜。 c 其次是施工

物资供给矛盾尖锐。如修建廖家峪大桥时，后勤部门仅配给了变压器、卷扬机各一台和板车五部，其他

物资皆需施工队自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70 年 11 月底，各地区自筹钢材已占供应总数的 65.8%，水

泥占 28%，木材占 23.8%，炸药占 39%，元丝占 62% d，给铁路建设队伍造成了巨大的物资筹集压力。最

后是运力不足。按原计划，铁路建设的初始两年所需物资达 1241.7 万吨，其中 1970 年 11 月和 12 月所需

67.7 万吨，但运输的车辆仅 1230 台（包括各工程局和动员的社会车辆在内），船只运力也只有 3 万吨，远

不能保障前线需要。 e以石油运输为例，会战初期的汽车、机械和生活用油（照明、打米），每季度约需 3.25

万吨，但现有运力每季度仅能运进 2.65 万吨，而石油短缺直接导致部分器材停用。加之其他必要物资的

缺乏，直接造成了大面积窝工现象，严重影响了施工效率。 f

第二，物资管理不善致使铺张浪费。如芷江运到工地的木材 441 立方米，其中 80 立方米用于架一座

浮桥，直接损失 50 立方米（其中 10 立方米左右被洪水冲走，40 立方米去向不明）；40 根电杆木被偷 12 根；

制作 22 个涵管拱架模板用木材 82.4 立方米，除少量板子民兵用来搭床铺外，80% 的木材去向不明。此外，

该县水泥浪费严重，一团仅打灶就用去水泥 4 吨，做字 28 个，用水泥 5 吨；修一座爱民桥，一个桥墩就

使用水泥 1.5 吨；且由于保管不善，部分水泥已经变质，严重浪费了国家资财。 g

第三，违规开支和贪腐问题严重。例如：澧县铁路建设指挥部擅自购置唱片机、戏装等开支 16498 元；

二局三处四营领导干部私立小金库，先后 5 次将资金转为私人存款，最高达 5 万元。溆浦县铁路建设指

 a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政治部：《湖南省铁路会战政治工作纲要》（1970 年 9 月），湖南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233-1-26。

 b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关于修建湘黔、枝柳铁路会战部署的意见——曹公和同志在湖南省铁路

建设会议上的发言》（1970 年 9 月 4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26。

 c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湖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后勤工作意见》（1970 年 6 月 19 日），湖南省档案

馆藏，档案号 233-1-110。

 d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后勤部，九二〇一〇工程分指挥部后勤部：《增产节约经验交流会议情况汇报》

（1970 年 12 月 13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11。

 e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关于贯彻中央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1970 年 10 月

30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8。

 f九二〇一〇工程分指挥部：《关于石油供应有关问题的报告》（1970 年 11 月 29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57。

 g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增产节约办公室：《关于几个单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1971 年 4 月

11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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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部分单位还使用木材给社员修理家具，用水泥帮助生产队、供销社、学校等单位做化肥池、粪池、

盐池、洗发池和乒乓球桌等，给国家和集体造成了巨大损失。 a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较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已有五次，分别是 1949—1952 年、

1955—1958 年、1959 年、1960—1961 年、1963—1965 年。 b 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就，也为

在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建设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作了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论证。

首先，国民经济增产增收。第一次增产节约总值约为 317789 亿元，并产生了 223137 亿元的附加利润

（作者注：此为旧币，新旧币汇率为 1 : 10000）。 c 后四次增产节约成效，虽未计算出明确数字，但李先念

指出：“一九五七年国家财政工作的胜利，是在中央国务院所领导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取得的” d；

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开展的第三次增产节约运动，“对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和国家预算的

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1960—1961 年间增产节约运动，即使不能谈经济发展，但使国家财政完

成了“从支大于收”到“收大于支”的转变，“而做到这一点，是厉行增产节约、‘精兵简政’、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的结果” f；1963—1965 年的国民经济好转，“正是各地区、各部门厉行增产节约、努力增收节

支的结果” g。从客观上讲，虽不能将以上几次经济增长简单归因于增产节约运动，但其对于国民经济发

展的促进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增产节约举措系统化。新中国以来多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各地逐渐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举措。具体可分为以下几项：一是技术革新与推广先进。如长春一汽在两年内持续“对设备、工艺和产

品设计进行全面的技术改革”，在不增加投资和设备的情况下，使产量提升至“原设计能力的五倍”。对

于类似的先进经验，党和国家提出，必须“把不断地总结和推广职工群众创造的新技术、新经验，作为

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加以落实、推广。 h 二是制定增产节约计划，开展劳动竞赛。在减少消耗层面，最

为典型的是金属加工行业推行的班组经济核算制，根据材料消耗定额和生产计划，实行限额发料，控制

材料浪费 i；在增产层面，主要是在个人、小组、车间和工厂之间，同工种、同业务之间大搞劳动竞赛，

通过“完成平均先进产品定额，达到优等产品质量……学习与掌握先进操作方法等项目”，激发群众热情，

提高劳动生产率。 j三是废旧物资回收与利用。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业余时间回收废弃材料的“青年节约队”。

 a湖南省指增产节约办公室：《1971 年增产节约工作总结》(1971 年 12 月 12 日 )，湖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号：

233-1-123。

 b李志英：《增产节约运动的来龙去脉及其双面相——基于工业生产领域的考察（1949—1966）》，《晋阳学刊》

2017 年第 2 期。

 c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52 页。

 d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2～63 页。

 e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5～196 页。

 f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32 页。

 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1 页。

 h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8—1965》工业卷，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391 页。

 i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3—1957》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4～175 页。

 j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3—1957》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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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南建筑工程管理局工程公司、狮子滩水电站等 28 个单位，从 1954 年底到 1955 年 6 月，共收回价值 1.1

万多元的废弃材料；同期长春建立的 31 个青年节约队，仅 1954 年第四季度就收回价值 12.8 万元的废弃材

料，为废旧物资再利用创造了条件，大大降低了材料消耗率。 a

概而论之，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的建设确实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困难，而新中国成立以

来开展的几次增产节约运动，为党和国家解决国防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财不足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因此，在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也就成为应有之义。

二、增产节约运动的具体举措

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的过程中，“湖南省指”制定了一系列实施举措，并

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加强施工管理，开展技术革新

第一，推广改灶节煤。在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建设中，“湖南省指”及统属单位始终将改灶节

煤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改灶节煤最早试点于武冈县铁路建设指挥部三团一营十四连，1970 年 11 月成功试

制了革新灶和黄泥拌煤，在节煤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b 此后各单位迅速推广改灶节煤，比较典型的有四

局一处五营二十二连改制的“三锅一囱回风灶”，使每人每天耗煤量从 1 斤 6 两下降到 2 两 3 钱。二局八

处机械营怀化电站炊事员王运岐在此基础上又改制成“马蹄回风灶”，使每人每天耗煤量下降到 1 两 3 钱。

“湖南省指”多次召开现场会议和发文推广改灶成果。截至 1972 年底，“湖南省指”共“有 580 个烧煤灶改

为‘回风灶’，占烧煤灶总数的 72%，节约生活用煤 3300 多吨” c，有效缓解了生活用煤紧张。

第二，开展设计革命。设计革命主要针对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建设现场出现的“施工难”和

“造价高”问题。其具体做法是组织设计员和施工员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现场设计，并组

建有机关干部、技术员、民兵参与的“三结合”审查小组，严格把控设计质量和工程造价。如双峰县铁

路建设指挥部实行群众与专业人员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开了上百次调查会，走访当地群

众 500 多人次，修改设计 40 余处，节约木材 220 立方米、水泥 869 吨、劳动工日 21 万个和投资 30 多万

元 d，为国家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第三，在施工中发明创造。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建设中的技术革新，既是为了弥补器械不足

和加快施工进度，也有降低造价、节约资财的考量，在途径上选择了“群策群力”“土洋结合”的发明创

造之路。从其主体看，技术革新人员主要是活跃于铁路施工一线的劳动者，并且群体性特征极为明显。

例如担负七房坪大填方任务的澧县第四民兵团，其领导干部动员全团研究鸡公车制法，实现了运土车子

 a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3—1957》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8 页。

 b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后勤部办公室、武冈县指挥部后勤部：《关于三团一营十四连改革炉灶、节

约用煤的经验》（1970 年 11 月 5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11。

 c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后勤部：《1972 年后勤工作情况和 1973 年工作意见》（1973 年 3 月 21 日），湖

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05。

 d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增产节约办公室：《增产节约节约要持之以恒——在湘黔铁路会战中开展增产

节约运动的初步体会》（1972 年 12 月 15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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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a 从革新成果看，主要体现了中国本土手工技艺同现代机械理念、技术的结合。例如双峰县铁路建

设指挥部艾头坪指挥所，其技术革新项目数量众多且自成体系，普遍使用的有土火车、土起重机、绞车、

滑道板、滑槽、索道、改良鸡公车、自动卸土箱八项。每一项中又有许多小的革新项目，其中土火车

有单轨式、双轨双车牵引自动式；车箱有平板式、长箱式、翻斗式等；滑道板有平板式、泥船式等；索

道有单轨、双轨；等等。 b 整个工地基本实现了“土”机械化。这些革新成果大大提升了铁路建设效率，

并通过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召开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增产节约经验交流会”走向整个湘黔、

枝柳铁路会战工地。 c

（二）发展生产，保障物资供给

第一，基础生活物资的生产供给。基本生活资料始终是最基础的保障。对此，毛泽东重申“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鼓励各专业队伍、民兵连队利用业余时间养猪、种菜，改善生活 d，并要求“把

任务分到连队，落实到班排” e。由此，一场以“大种大养”为标志的农副业生产热潮在湘黔、枝柳铁路（湖

南段）沿线蔓延开来，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辅以外援”。仔

猪养猪上，除初期购买适当小猪外，逐步做到了自繁自养。饲料供应上，一方面发动群众打青草和开荒

种植，并充分利用炊事残余；另一方面，在有条件的地方，同粮食加工部门协商，供应部分谷糠。菜种

培育上，主要立足自留自培，余者向市场购买或由当地社队支援。肥料供给上，主要靠管好本单位的人

畜粪，并号召群众利用工余时间积肥。土地需求上，主要依靠在取得当地社队同意和不影响水土保持的

情况下开荒和充分利用驻地的田边地角，见缝插针，或是借用生产队的冬闲田土 f，加之工程队伍结合

施工取土改田、弃土造田 g，基本满足了施工队伍的土地需求。如此，既做到了“不与民争利，不向上伸

手”，又保障了基础生活物资供给，还强化了军民团结。

第二，工程施工物资的生产供给。“湖南省指”规定，供不应求、从外地调运费用高昂或不便长途运

输的物资，“要力争就地解决” h。其中成效最为突出的是水泥、炸药和道碴生产。就水泥问题，1970 年

由湖南省革委会和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议定，在铁路沿线兴建黔城、古丈、大庸、靖县和军区

“五·七”五个水泥厂。资金由“湖南省指”预付水泥款，并借用铁路建设一部分资金，不足部分由地方

财政解决或水泥厂自行解决。相关设备、材料由湖南省革委会计划组和基建局供应，“湖南省指”根据实

 a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政治部：《三年来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支农情况报告》（1973 年 7 月 8 日），湖

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30。

 b李子英：《技术革新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双峰县指艾头坪指挥所技术革新考察报告》（1971 年 5 月 11 日），

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45。

 c湖南省指增产节约办公室：《汇报提纲》（1971 年 5 月 24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22。

 d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商业局、九二〇一〇工程指挥部后勤部：《关于铁路会战所需商业物资供应关系的通知》

（1971 年 12 月 27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12。

 e铁四局一处修配厂：《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指引下大力开展农副业生产》（1972 年 4 月 17 日），湖南省档

案馆藏，档案号 233-1-106。

 f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关于生活管理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1972 年 5 月 7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233-1-58。

 g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政治部：《关于枝柳线石门以北修路结合改田造田的检查报告》（1971 年 4 月

10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30。

 h中共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委员会：《同意借用铁路建设资金兴建水泥厂》（1971 年 7 月 14 日），湖

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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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调剂、补充，另国家建委还调拨了数套专用设备予以投产。 a 就炸药短缺问题，以零陵县铁路建

设指挥部为例，该县铁路建设指挥部充分发扬“穷棒子”精神，“抽调了 29 名工人、民兵、干部，自己

盖厂棚，用一个筛子、三个石碓、五口铁锅的简陋设备，办起了一个炸药厂，8 个多月时间生产加工了

165000 多斤炸药。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还支援兄弟单位 4 万多斤，为国家创造了 65000 多元的

财富” b。此外还有道碴生产问题，一方面，各指挥分部直接在铁路建设沿线开办石碴场，如益阳分部

安化县铁路建设指挥部开办的下湾石碴场，常驻四个民兵连，配有指战员 315 名，碎石机一台，专门从

事道碴生产 c；另一方面，“湖南省指”号召“驻地附近有打道碴条件的单位，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投入

生产道碴”，并下达“各级指挥机关干部和广大工人、民兵，每人每年利用业余时间生产道碴两立方米”

的任务指标 d，其成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施工物资供需紧张的矛盾。

（三）搞好物资回收与废旧利用

物资器材的回收是增产节约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湖南省指”制定了详细的物资器材回收办法，

确定了“凡能回收的各种物资器材均应认真组织回收”的原则。

在回收范围和要求上，提出：1. 支撑木、脚手架、工棚木料回收 85% 以上；素枕、道枕全部回收；

背顶柴、铁线、芦席、晒垫回收 70% 以上；扒钉、元钉回收 90% 以上；楠竹、油毛毡、扁担、箩筐等

尽量回收；各种成材回收 80% 左右；小型工具（镐、铁锹、锤等）回收 95% 以上。2. 临时电力、通信、

码头、便桥等，工程完成后全部拆除回收。移交地方的应逐项清点，经“湖南省指”批准后办好移交手续。

3. 各种废旧短小的木材、钢材、铁线、机件、边角余料等寸材都应回收，分类整理。4. 各种劳保用品（工

作服、雨衣、手套、垫肩、袖套等）要收回洗净，进行缝补。5. 技术革新工具，工程完结后应及时收回，

修整改进。6. 各种包装材料要严格按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规定的回收率回收。 e 水泥袋完好回收

在 50% 以上，损坏的纸袋也要全部回收，杉木条回收 95%，模型板 85%，炸药箱 90%。 f

在回收方式上，对在路物资主要是发动群众，并以干部、技术员、工人或民兵组成“三结合”工作组，

深入基层检查和帮助工作。对散失在路外群众手中的物资则是开展“干部带头、群众自报”的公物还家

运动，且制定了相应办法：1. 原物不在的折价退赔，原物在的交回原物，已经变卖了的收回价款。2. 对

数量少性质不严重的或已经动用了的，经大队党支部或革委审查，群众同意，可以少退或不退。3. 施工

单位向集体或个人赔偿、交换的物资，原则上不再回收，但应指出擅自动用铁路物资是错误的。4. 对盗窃、

转卖铁路物资进行投机倒把，性质严重的，政治上经上级批准予以批判斗争，经济上从严处理。5. 对群

 a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关于在湘黔、枝柳铁路沿线兴建的几个水泥厂情况的报告》（1972 年 3 月

1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52。

 b湖南省指增产节约办公室：《1971 年增产节约工作总结》（1971 年 12 月 12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23。

 c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司令部：《转发安化县指下湾石碴场高产优质的经验》（1972 年 7 月 12 日），

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73。

 d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关于发动会战部队利用业余时间生产道碴的通知》（1972 年 3 月 28 日），

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36。

 e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关于加强物资器材回收工作的指示》（1971 年 6 月 1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233-1-51。

 f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后勤部：《关于做好器材、包装回收、修旧利废工作的通知》（1970 年 11 月

9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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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自报交回的物资，要予以鼓励，不准搜查，不准逼供，不准擅自批斗，不准乱扣帽子。 a

上述较为完善的制度和明确要求，消除了沿线群众和施工队伍因交回手中公物“被批斗”的顾虑，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废旧回收与公物还家”运动的开展，也使该运动在短时间内席卷了整个湘黔、枝

柳铁路（湖南段）建设沿线。

修旧利废既是废旧回收利用的关键环节，也是在缺乏技术条件和设备情况下，保障物资供应的有效

途径。为此，“湖南省指”在铁路建设沿线掀起了一个修旧利废的群众运动高潮，以充分挖掘废旧物资潜

力。 b在具体做法上，主要采取“专业小组与发动群众一起搞相结合”。一方面抽调技术民兵（木工、铁工、

篾工、修理工等）成立修理班或建立修旧利废专业小组，对复杂、精密机械做针对性维修；另一方面在

各施工班、排建立义务修理员制度，鼓励广大职工，“全体动手，群策群力”，从事清洗、缝纫、制钉、

修配、机械加工等活动，并细化了“交任务、交时间、交质量要求” c。这不仅减少了大量浪费，而且有

效改善了物资短缺现状。

（四）防范反对贪污浪费，做好资财管理

第一，清仓挖潜，防范贪腐。铁路会战以来，由于经验不足和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造成铁路建设系

统出现了贪腐、违规开支和物资积压等问题。为此，“湖南省指”动员人民群众多次开展了以“清思想、

清物资、清财务”为中心的“三清”运动，并结合进行了挖潜工作，做到了边清、边建、边利用、边处

理积压。在具体做法上，主要从各级指挥部下辖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抽派人员，组成 55 个清仓查

账工作组，深入基层，开展“一看、二审、三查、四对口”工作。 d一看：看会计账务处理是否恰当。二审：

审查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凭证有无经手人和领导批准手续（指应经领导批准的开支）。三查：

即查原始凭证是否与记账凭证相符；查白纸发票的来源和去向；查发票内容与科目处理是否合理。四对

口：上交社队工资与银行汇款对口；伤病残抚恤费、医药补助费、房屋拆迁与青苗补偿等费用的账上列

支数与实际支出落实情况对口；购置数与回收变价处理数对口；物资器材实际收入与上级调拨数逐笔对口。

基本做到了一据一纸，逐项逐笔审查校对。 e

对归还和清理出的物资，规定“需先在本单位内部调剂利用，剩余部分，凡国家统配的物资应造册

登记报上级调剂处理，各单位不得擅自向外单位处理。属于地方供应的二、三类物资，在满足铁路建设

需要的前提下，经上级批准后，可与地方交流，但不准以此换取生活物资” f。此项配套规定在防范贪

腐问题、净化干部队伍和减少国家损失的同时，也起到了调剂余缺、提高物资利用率的积极作用。

第二，强化资财管理，严肃财经纪律。“三清”运动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制度未得到贯彻落实，特

 a省指增产节约办公室：《增产节约情况通报  第 15 号》（1972 年 1 月 14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

1-124。

 b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后勤部：《关于做好器材、包装回收、修旧利废工作的通知》（1970 年 11 月

9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14。

 c省指增产节约办公室：《增产节约情况通报 第 07 号》（1971 年 10 月 21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

1-124。

 d省指增产节约办公室：《增产节约情况通报 第 04 号》（1971 年 9 月 24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

1-124。

 e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后勤部：《转发黔阳县指开展财务清理工作体会》（1973 年 1 月 22 日），湖南

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12。

 f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后勤部：《关于后勤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1973 年 4 月 12 日），湖南省档案

馆藏，档案号 23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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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管理责任不明，造成物资管理紊乱。为此，“湖南省指”严把制度关，坚决落实湘黔、枝柳铁路会战

总指挥部后勤部关于“统配物资管理意见”和财政部颁发的基建财务会计制度；并“组织各级财务工作人

员学习毛主席关于加强纪律的论述”，提升干部执行纪律的自觉性。 a 同时，“湖南省指”推广班组工料

核算制，即：每个工班以党团员、老工人为主体建立“六大员”（政治宣传员、经济核算员、料具保管员、

质量检查员、安全保卫员、生活卫生员），在党支部领导下，专门从事器材保管和维修、使用和质量登

记等工作；建立领导干部、老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小组，制定各单项工序的劳动与材料消耗定额，

以及工班旬、日作业计划，开展劳动竞赛，实行日核算、旬检查、月总结。在此基础上，“基本实现了

均衡生产，扭转了过去上旬松松垮垮，下旬突击加码的现象”。 b“湖南省指”还强调，各级指挥部必须

“严格财经纪律，纠正不正之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对财务开支，要严格

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标准执行，不得任意扩大开支范围，不得擅自提高开支标准，千方百计压缩非生产性

开支，严禁购买禁购物资，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严禁搞计划外的工程和任意提高建筑标准，严禁挪用

公款，私人借款要迅速收回” c，以节省国家开支，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铁路建设任务。

三、增产节约运动的成效和意义

在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建设中，“湖南省指”及其统属单位切实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勤俭办一切

事业的方针，积极发展生产，大搞技术革新与修旧利废，反对贪污浪费，在加快工程进度的同时，一定

程度上减轻了地方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减少了国家损失，强化了军民团结，更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加快了工程进度，降低了铁路建设经费开支。在“湖南省指”的领导下，铁路会战各级党委、

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教导”，对技术革新、设计革命和修旧利废

等工作十分重视，效果显著。例如，会战部队在施工过程中大力推广“土”机械、干硬性混凝土、捆扎

器、光面爆破等先进工艺，大大提升了施工效率。截至 1972 年底，湘黔、枝柳（湖南段）“共修改设计

项目 710 个，节省木材 19140 立方米、钢材 1990 吨、水泥 36274 吨、炸药 2547 吨，节约劳动工日 530 万

个、资金 2456 万元” d；“回收钢材 229 吨、木材 2689 立方米、炸药箱 48227 个（占 90% 多）、水泥纸袋

的 70%（其中完好率 68%），其他物资，价值 73 万多元” e。另有二局三处成立了中心料库，组建了以老

工人为主的修旧利废小组，修复了车床、螺丝机、制钉机、变压器等 25 项器械，价值 52000 多元。 f 四

 a省指增产节约办公室：《坚持以毛主席革命路线为纲  深入扎实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73 年 3 月 21 日），湖

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05。

 b省指增产节约办公室：《增产节约情况通报  第 17 号》（1972 年 11 月 4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

1-124。

 c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后勤部：《1972 年后勤工作情况和 1973 年工作意见》（1973 年 3 月 21 日），湖

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05。

 d省指增产节约办公室：《关于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和意见》（1972 年 12 月 12 日），湖南省档案馆馆，

档案号 233-1-108。

 e省指增产节约办公室：《坚持以毛主席革命路线为纲  深入扎实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73 年 3 月 21 日），湖

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05。

 f省指增产节约办公室：《增产节约情况通报  第 21 号》（1973 年 1 月 23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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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三处材料厂在 1972 年利用废旧品加工改制出椅垫、围裙、钢圈、铁斗车、货架、元钉、扒钉等价值

23000 多元的物资。 a 这些举措在充分挖掘物资潜力的同时，也为铁路建设节省了大量资金。

第二，减轻了地方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铁路建设部队在“毛主席关于‘勤俭建国’方针指引下”，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生活管理“低人一等”“自找麻烦”等想法，且在农副业生产和改

灶节煤等生活管理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据 1972 年召开的生活管理现场会议公布的数据看，至 1972 年

4 月，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全线种菜 6256 亩，收获蔬菜 510 多万斤；养猪 11866 头，其中已宰 6897

头，产肉 772470 多斤；生产酱油 1360 多斤，各种酱、咸菜 6700 多斤，磨豆腐 36000 多斤，生豆芽 28600

多斤。 b 另有各施工队伍大搞改灶节煤，降低了 70% 的燃料费，扭转了食堂亏损的状况。 c 如此既减轻了

地方生活物资供给压力，又提升了部队生活水平。

第三，减少了国家损失，整肃了干部队伍。在“三清”运动中，各级部门纠正了不合理开支；对成

本核算不实、账务处理不当的作了纠正；并发动群众研究整改举措和接受群众监督，完善了相应物资管

理制度，打击了贪腐乱象。 d 截至 1973 年 3 月，工作组查处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案件 2000 余起，追回和

清理出的物资价值 1346 万余元 e，减少了国家损失。此外，各县铁路建设指挥部举办的干部学习班以及

对涉事人员的处理和教育改正，也强化了干部的纪律意识，整肃了干部队伍。 f

第四，促进了铁路建设沿线地区的发展，强化了军民团结。铁路建设伊始，各级党委就秉承“以农

业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主动做好支援地方农业发展工作。一是树立了“人力的节约是最大的

节约”意识，在施工上采取大兵团冬季突击与小部队长年施工相结合的方式，农闲多上，农忙少上，避

免人力浪费，保证农业生产；二是利用土火车、土起重机、自动卸土箱等“土”机械便利，开展改土造田、

兴修水渠塘坝、运送支农物资、抢收抢种等工作，直接支援地方农业发展；三是培养了一批掌握了增产

节约先进方法和技术的民兵，为此后铁路沿线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支持，进而巩固了工农联盟，

强化了军民团结。 g

第五，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增产节约经验。增产节约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社会

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实践创新和经验总结，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而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

建设中的增产节约运动，反映了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所做的努力与探索，其总结的理论和方法，以及革新的技术手段、成果，都为改革开放以后

 a第四铁路工程局第三工程处材料厂：《面向现场为生产服务》（1973 年 3 月 20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05。

 b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关于生活管理现场会议情况的报告》（1972 年 5 月 7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233-1-58。

 c湖南省支援铁路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改灶节煤工作会议精种贯彻情况的通报》（1975 年 5 月 10 日），湖

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52。

 d省指后勤部财务组：《关于财务工作情况的汇报》（1973 年 3 月 20 日）， 湖南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233-

1-105。

 e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后勤部：《1972 年后勤工作情况和 1973 年工作意见》（1973 年 3 月 21 日），湖

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05。

 f湖南省支援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进行增产节约教育的意见》（1975 年 1 月

6 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152。

 g中共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委员会：《三年来湘黔枝柳铁路会战的基本总结》（1973 年 7 月 25 日），

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9。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 2022 年第 5 期

5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正如 1987 年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所指

出的：“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要真正使经济建立在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广泛、深入、

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 a

四、结语

增产节约运动虽是在经济困难情况下被迫采取的应对手段，但其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在“勤俭节约”“艰

苦奋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举措，

在新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应当充分肯定增产节约运动的历史作用及意义。

若具体论及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建设中的增产节约成效，又应客观地理性地分析。一方面，档案资

料本身成文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结论和数据与事实相比，可能

存在出入。另一方面，增产节约运动过程也存在一些乱象。比如在设计革新上，有些人自以为是，在施

工中既不倾听设计单位意见，又不考虑群众实际需要，轻易改变设计，造成返工或修补，既耽误了工期，

又提高了造价，教训是深刻的。 b 又如在改灶节煤过程中，因反复试验或推广浪费了原料和燃料。再如

在大种大养中盲目开荒，造成了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等。但同其他工作一样，缺点和错误总是难以完全

避免的。正如有学者在评价三线建设时强调：“不妨把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

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之中。” c 对于湘黔、枝柳铁路（湖南段）建设中增

产节约运动所产生的损耗，也不妨将其计入为避免在铁路建设中造成更大的浪费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且

从国家建设的整体情况看，对增产节约的必要投入也在三线建设的总体效益中得到了补偿。

［宋银桂，哲学博士，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岳小川，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3 页。

 b中共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湖南省指挥部委员会：《三年来湘黔枝柳铁路会战的基本总结》（1973 年 7 月 25 日），

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 233-1-9。

 c马泉山：《再谈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 年第 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