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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国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
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
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
从开国大典到60年国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
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
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
种，中国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
其问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
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
存在或是模糊的。
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
事》。
《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
史。
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重大历史事件。
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
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
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
、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
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
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
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
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
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
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工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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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故事·碧水青天：十三陵水库施工建设与胜利竣工》是一部反映共和国60年伟大建设实
践的大型历史故事丛书，它从多个视角，多个侧面来解读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
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碧水青天》讲述十三陵水库施工建设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及顺利竣工，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
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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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决策规划周恩来指示修建十三陵水库北京市成立水库修建指挥部组织科研人员制定修建规划二、
八方支援指挥部用高效措施修建水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题词毛泽东率中央委员参加劳动周恩来亲擎队
旗参加义务劳动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义务劳动兄弟国家使节参加义务劳动各条战线大力支援水库建设三
、群众会战和时间赛跑解放军承担最艰巨任务京郊农民自愿参加劳动九兰组巾帼不让须眉五老组个个
老当益壮中学生意气风发义务劳动老少英雄组改装推土车技术人员夜间测试坝基工地建设者举行劳动
竞赛四、胜利竣工十三陵水库胜利竣工彭真在竣工典礼上讲话人民创造了一个奇迹让外国参观者大为
惊叹修建题词大型纪念碑建成多功能生态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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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恩来指示修建十三陵水库1954年初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到十三陵地区视察时说：十三陵这个名胜
古迹，是外宾必游之地。
有山无水是一大遗憾，若能修个水库有个大的水面，那就更美了。
同年夏天，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向北京市有关领导传达了周恩来的这个指示。
1957年12月26日，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提出十三陵水库设计方案。
1958年1月4日，北京市委批准了市政工程设计院提出的水库初步设计方案。
1月12日，北京市委决定，成立“十三陵水库修建总指挥部”，由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担任总指挥，副
总指挥是贺翼张和张俊仕。
同时决定，水库工程于1958年1月21日正式开工。
正如周恩来所说，十三陵是我国的著名古迹。
十三陵是中国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的天寿山。
十三陵总面积120余平方公里，距离北京约50公里。
十三陵地处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之中，陵区周围群山环抱，中部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
蜒，山清水秀，景色宜人。
十三座皇陵均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
的陵寝建筑群。
明代人认为，这里是世间胜境，是绝佳吉祥之地，因此被当朝选为营建皇陵的“万年寿域”。
但是，十三陵地区是一个盆地，在过去，每遇夏季暴雨，山洪暴发，滔滔洪流直泄东山口，从东沙河
一直泄入温榆河。
两岸的村舍、农田经常被毁，群众总是遭受严重损失。
往往洪水过后，这里又变成一望无际的卵石沙滩，无水缺水，一片枯干。
特别是经过了多年的荒废，这里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风采。
重塑十三陵地区的美好面貌，是新中国百废待兴的举措之一。
1957年，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普遍高涨。
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9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积肥运动
的决定》。
“决定”要求根据农田水利条件，切实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
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要根据各地不同条件和现有经验，做好水利建设规划；要加强领导，党政负
责同志亲自动手等。
“决定”发出后，全国范围内很快形成了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它就像一股春风，吹醒了祖国大地；像动员令，激励着千军万马，奔赴农田水利建设的战场。
中共昌平区委认真讨论了中央的决定，并根据群众的呼声，提出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计划。
一个只有20多万人口的昌平区敢于倡议修建这样大的工程，反映出当时首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高潮
中敢想敢做的新风貌。
自从周恩来提出修建十三陵水库，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向北京市有关领导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后，就
开始了十三陵水库的设想和修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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