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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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国故事海上大道：杭州湾跨海大桥开工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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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大道》讲述杭州湾跨海大桥开工建设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形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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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决策与落实行动宁波市筹建杭州湾交通通道组织召开三次大桥研讨会议国务院办公会通过建
桥项目任命王勇为跨海大桥总指挥二、设计审定与统一意见指挥部组织进行大桥设计指挥部征集桥型
优化方案国家计委上报总理办公室指挥部进行大桥工程招标三、大桥奠基与施工建设举行大桥开工新
闻发布会举行大桥开工奠基典礼打下跨海大桥第一根钢管林国雄进行大桥优化设计大桥发展公司召开
股东会绍兴大桥再次引起风波杭州湾大桥开始桥梁架设战胜台风杭州湾大桥坚持施工四、大桥贯通与
验收通车举行大桥全线贯通仪式杭州湾跨海大桥正式通车媒体、市民关注杭州湾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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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宁波市筹建杭州湾交通通道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向国内外宣布了开发、开放上海
浦东新区的重大决定。
　　1992年6月26日至29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会议。
其中在公路建设方面，国务院首次提出要重点建设三条北通道和两条南通道，其中一条南通道就是上
海——宁波——福州——汕头——深圳沿海干线公路。
　　1992年10月，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又进一步提出：　　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
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
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宁波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行动起来，大家都意识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1994年2月17日，宁波市政协委员徐观清在宁波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向大会提交了“关于拟建
宁波至上海跨越钱塘江（杭州湾）大桥的建议”提案，其中明确建议“杭州湾大桥桥址可选择在慈溪
庵东至平湖乍浦西端”。
　　1994年2月18日，在宁波市人大十届二次会议期间，钱国本等10余位慈溪人大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
于“杭州湾大桥选址问题”的议案，议案中第一次提出要跨海建桥直通上海的构想，并选好了桥址，
就在慈溪庵东镇西三一带。
　　慈溪代表团团长、当时的慈溪市委书记汤黎路向主席团领导分别作了重点汇报。
　　与此同时，宁波市政协副主席朱尔梅率领一批政协委员冒着凛冽的寒风前去慈溪海上实地考察。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一位杭州湾基础资料搜集先行者，他叫傅涌廷，当时他在浙江省供销社
做采购工作。
慈溪产棉花，嘉兴产蚕丝，所以傅涌廷经常往返两地。
　　慈溪、嘉兴南北两岸隔海相望，直线距离不过50公里，但是傅涌廷开着机动三轮车，一大早从慈
溪出发，到嘉兴通常已过了吃晚饭的时间。
　　1984年，傅涌廷调到慈溪经委工作，经常接待外宾考察。
当时从上海到慈溪，无论从陆路经329国道绕道杭嘉，还是走海路经宁波转道上海，都要费时10小时以
上。
　　有一次，几名意大利客商到慈溪来，接到客人后，傅涌廷首先听到的是抱怨：“我从罗马到上海
只需要12个小时，从上海到慈溪竟然也花了12个小时。
”最后生意当然没谈成。
　　傅涌廷当时想：“如果有座桥就好了。
”　　1986年，傅涌廷调到慈溪市计委当主任。
第二年，市领导交给他一个任务：想个法子，缩短与上海的距离。
　　傅涌廷马上组织考察，他亲自坐着小船，花了两天时间，到对岸的嘉兴乍浦和上海金山仔细地查
看了一遍。
　　傅涌廷想到，架桥远水解不了近渴，还是要想船的法子。
　　但傅涌廷他们又想到，南岸有10多公里滩涂，潮来淹没，潮落显露，常规的定期航班肯定不行。
　　大家想到了气垫船，这种船可以水陆两用，非常适合。
　　1990年，50座气垫船开通了，从慈溪的庵东到达嘉兴乍浦只要45分钟到1个小时。
但还是不方便，先要坐车到码头，再坐船到对岸，再弃船坐车去上海，有时候碰到刮大风，船开不了
，到了岸边只好又折返回去。
长久之计还是要造桥。
　　1994年，宁波市决定研究建杭州湾通道的可行性，在市计委、市交委和慈溪市抽调力量研究此事
。
　　傅涌廷这时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还是爽快地答应负责慈溪工作组工作，以实现自己的心愿，为家
乡人民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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