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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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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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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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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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
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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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出了这部反映共和
国60年伟大建设实践的大型历史故事丛书《共和国故事》。
 　　《共和国故事·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千秋功业》讲述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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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规划毛泽东提出建设三峡设想周恩来考察三峡地区邓小平决策修建三峡工程二、设计论证组
织重新论证三峡工程重新编制可行性报告国务院审查可行性报告陈慕华提出重要建议人大表决通过工
程议案邹家华作三峡工程议案证明报告三、施工建设李鹏宣布三峡工程开工导流明渠施工拉开序幕进
行清库及文物保护完成三峡对外交通建设按截流设计方案工展开大江截流实战演习进行大江截流三维
预演李鹏考察三峡工程建设三峡导流明渠截流成功三峡工程机组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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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3年2月10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从武汉往南京。
　　三天三夜，林一山一直陪同左右。
　　林一山是位老干部，解放东北时任辽南省委书记，1954年时担任长江治理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
水利水电研究和江河治理工作，在治理黄河、淮河问题上，均有独到的见解。
　　船刚开出，毛泽东就派人叫林一山。
　　林一山匆忙夹上一幅地图赶来。
　　毛泽东打开地图，用红铅笔指点着，单刀直入地问：“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
水给北方？
”　　林一山说：“可以。
”　　毛泽东接着问：“这个问题你研究过没有？
”　　林一山老实回答：“没有。
”　　毛泽东问：“为什么？
”　　林一山说：“我不敢那么想。
”　　接着，毛泽东的铅笔指向西北高原，指向腊子口，又指到白龙江、略阳、西汉水，问道：“从
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　　林一山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并分析了理由：“秦岭以南的水，由西北向东南注入
四川盆地。
越往下，水越大，但地势越低。
秦岭太高太大，打洞过不去呀，既不经济，又不可能。
上游工程量小，但水也小，不划算。
嘉陵江的道理也和白龙江一样。
”　　毛泽东点点头，大口地抽烟，一时二楼卧舱里烟雾弥漫。
　　停了片刻，毛泽东继续在江河之间寻觅着新的突破点。
他指着自己比较熟悉的一条河流又问：“引汉水行不行？
”　　林一山说：“有希望。
”　　毛泽东眼里射出了光芒，问：“说说其中的道理。
”　　林一山说：“汉江与黄河、渭河平行，中间只隔着秦岭和伏牛山，越往东，山越小地势越低，
水量却越大，引水工程也就越小。
”　　毛泽东听得有些振奋，他扔掉手中的烟蒂，在陕西汉中以下的一小峡谷上面画了一道杠，问道
：“这里修个坝行不行？
”　　林一山回答：“可以，但是水量很小。
”　　毛泽东又在安康以下画一条杠问：“这里呢？
”　　林一山看了看说：“也不太好。
”　　毛泽东一贯听得太多的是“很好”、“英明”和“正确”，而今天，他对说了太多“不”的林
一山却越来越感兴趣了。
　　毛泽东把红杠点到湖北均县问道：“这里行不行？
”　　林一山回答得很勉强：“这里还可以。
”　　毛泽东又指向了丹江口：“这里行不行。
”　　林一山说：“这里可能最好。
”　　毛泽东接着问：“为什么最好？
”　　林一山分析说：“这里是汉江中游，又是丹江的汇合口，水量充足，而且引水不用打洞，又在
巴山脚下，保持着较理想的高度。
这里我们作过规划，但是没有考虑南水北调的问题。
”　　毛泽东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的机会，他又指着丹江口以下问：“再往下呢？
”　　林一山说：“那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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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下游，河水变宽，汉水进入南阳、襄阳平原，没有高山，失去了建坝的条件。
”　　毛泽东从地图上直起腰来，对林一山说：“好了。
你即刻派人查勘，有资料就直接给我写信，不一定等到系统成熟了才告诉我。
”　　在第二次汇报中，毛泽东问林一山：“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
你有什么设想？
怎样才能除害兴利？
”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计划中的水库，汇
报长江防洪设想。
他说：“要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解除水害⋯⋯”
　　长长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左手叉在腰间，沉吟片刻，右手提笔在图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出
了这么一句话：“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　　林一山说当然抵不上。
　　毛泽东伸手指向三峡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
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　　林一山很兴奋：“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也这样说？
”　　毛泽东渴望这一征服长江的浩大工程能尽快上马。
　　在长江上航行，毛泽东就地论事，把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都问到了
。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千秋功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