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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初，戴着“卫星身份证”的 16 尾中

华鲟将放流海洋。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

负责人李志远说，这标志着，三峡集团对中

华鲟的海洋生活史研究就此开启。

作为长江旗舰物种，中华鲟的存续一

定程度上反映着长江的水生态环境状况。

自 1984 年以来，三峡集团已连续实施 60 余

次中华鲟放流活动，累计放流 503 万尾。这

是三峡工程作为重要生态工程浓墨重彩的

一笔。

从 1918 年孙中山提出开发三峡设想，

到 2020 年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国

之重器百年圆梦。如今，防洪、发电、航运、

水资源综合利用⋯⋯这一世界最大的水利

水电工程综合效益全面发挥，为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启梦 1918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自古以来，人

们逐水而居。然而，频发的洪水，威胁着

两 岸 百 姓 的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 历 史 资 料 记

载 ， 自 公 元 前 185 年 至 清 末 1911 年 初 的

2000 余年间，共发生较大洪水 214 次，平

均每 10 年一次。

1931 年、1935 年 ，长 江 两 次 暴 发 大 洪

水，因灾死亡人数均超过 14 万人。1954 年，

长江再发特大洪水，武汉市被围困百日之

久，京广铁路 100 余天无法正常通车。

治水，成为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头等大事。

“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

又可资其水力⋯⋯”1918 年，孙中山在《实

业 计 划》中 ，首 次 提 出 建 设 三 峡 工 程 的 构

想。然而，当时国似散沙、战乱频仍，开发三

峡、治理长江之梦，被迫搁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为三峡

工程建设勾画蓝图。1953 年，他提出：“为

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

一役？”

改革开放后，国力日益增强。1982 年，

对于是否兴建三峡工程，邓小平拍板：看准

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三峡工程涉及技术难题、巨额投资、生

态环保等诸多难题，世所罕见 。1986 年至

1989 年，国务院组织 412 位专家，组成了 14
个专家组，每个专家组都聘请了持有不同

意见的专家，展开全面论证。

1990 年 7 月，国务院召开三峡工程论

证汇报会，将新编制的《长江三峡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提交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

员 会 审 查 。审 查 工 作 自 当 年 12 月 开 始 ，

1991 年 8 月结束。

专家组赴现场，针对地质与地震、水文

与防洪、发电与电力系统、航运与泥沙、机

电设备、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移

民、生态与环境、投资估算等 10 个专题，展

开实地考察。

审查意见的主要结论为：兴建三峡工

程的效益是巨大的，特别是对防御长江荆

江河段的洪水灾害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我国国

力是能够承担的，资金是可以筹措的；无论

是从发挥三峡工程巨大的综合效益，还是

从投资费用和移民工程的需要来看，早建

都比晚建有利。

时至 1992 年 4 月，全国人大七届五次

会 议 对 关 于 兴 建 三 峡 工 程 的 决 议 进 行 表

决 。赞 成 票 占 全 部 票 数 的 67.1%，超 过 半

数，《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通过。

当时，新华社关于决议表决通过发布

的新闻报道记录了这样一幕：

“掌声里，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掌 声 里 ，人 们 知 道 ，在 共 和 国 年 轻 的 历 程

里，她的最高权力机关专门对某项建设工

程作出决策，这是第一次。它意味着一个中

国人做了 70 年的梦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

现实⋯⋯投赞成票的，投反对票的，投弃权

票的，包括未按表决器的，都在这神圣的殿

堂里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都有一颗中

国 心 ，都 是 对 国 家 、对 民 族 、对 历 史 负 责

的。”

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中国

工 程 院 院 士 陆 佑 楣 在 接 受 央 视 采 访 时 回

忆，“这个决策过程是非常认真的、慎重的，

充分发扬了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

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
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4 年 12 月 14 日 ，三 峡 工 程 正 式 开

工建设。来自全国各地的水电建设者云集

三峡工地。

工程的主要建筑物包括三大部分：三

峡大坝、三峡水电站、双线五级连续梯级船

闸和垂直升船机。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坝

顶 高 程 185 米 ，坝 轴 线 全 长 2309.47 米 。船

闸上游和下游水位的最大落差达 113 米。

这是一座中国人从未攀登过的水电高

峰。面对艰巨繁重的建设任务，时任三峡总

公司总经理的陆佑楣，提出了“为我中华、

志建三峡”的号召。

一组时间节点标注了工程建设进度的

日 新 月 异 ：1997 年 11 月 8 日 ，大 江 截 流 成

功 ；2003 年 ，三 峡 工 程 如 期 实 现 蓄 水 135

米、船闸试通航、首批机组发电；2006 年，

三峡大坝全线达到海拔 185 米高程；2008
年，三峡工程开始 175 米试验性蓄水；2012
年，三峡工程地下电站全部投产发电。

2016 年，三峡水利枢纽升船机工程进

入试通航阶段。这是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

复杂、建设难度最高的升船机。乘坐升船机

“超级电梯”，只需约 10 分钟，3000 吨级船

舶可以完成近 40 层楼高度的垂直升降，悠

然“翻越”大坝。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曾现场

体验升船机，最大的感受是：如履平地。

2020 年 11 月，截断巫山云雨的“国

之重器”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全

部程序，工程质量满足规程规范和设计要

求、总体优良，运行持续保持良好状态，

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

益全面发挥。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在 2018 年 4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峡水利枢纽、

登上坝顶，极目远眺万里长江，对三峡工程

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试想当年建设三峡

工程，如果都是靠引进，靠别人给予，我们

哪会有今天的引领能力呢。他强调“核心技

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真正的大国

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为我中华、志建三峡，自力更生、敢于

创新，贯穿三峡工程建设始终。

“三峡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世界级难题，创造了 100 多项世

界之最。”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

鸣山说。

不久前，由三峡集团组织研制的百万

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在白鹤滩水电站顺利

吊装，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水电行业的领

跑者。截至 2020 年，全球已建、在建的 127
台 70 万千瓦以上的发电机组中，三峡集团

拥有 86 台。

而在三峡工程建设之前，国内自主生

产的水电机组最大单机容量只有 32 万千

瓦，比发达国家落后 30 年。

从大坝建设到水利发电，再到世界最

大垂直升船机，三峡工程建设形成的科技

成果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20 多项，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 200 多项。

综合效益全面发挥

建成后的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全面凸

显：江汉平原最薄弱的荆江河段防洪标准

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年发电量超

过 1000 亿千瓦时，惠及半个中国；三峡河

段 年 货 运 量 超 过 1 亿 吨 ，比 蓄 水 前 提 高 6
倍，运输成本下降近四成，长江航道成为名

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治水兴邦、泽被人民”。其中，防洪，一

直被列为首要功能。

汛期，三峡水库防洪库容 221.5 亿立方

米，主要通过拦洪、削峰、错峰发挥防洪作用。

2020年汛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受惠于三峡工程，在长江中下

游，已形成以堤防为基础、三峡水库为骨干，

其他干支流水库、蓄滞洪区、河道整治工程

及防洪非工程措施相配套的综合防洪体系。

截至当时，整个长江流域共有 101 座

水工程纳入长江流域联合调度范围，其中

控制性水库 41 座，总防洪库容约 598 亿立

方米。长江委通过实行流域梯级水库统一

联合调度，以有效缓解中下游防洪压力。

2020 年 8 月 20 日 8 时，长江 2020 年第

5 号洪水洪峰抵达三峡工程。这是三峡工

程建库以来遭遇的最大洪峰。来自长江委

的数据显示，经过大坝调蓄，超过三分之一

的洪峰被截流。据测算，如果没有三峡大坝

发挥作用，下游江汉平原将至少有 60 万人

口被迫转移，超过 60 万亩土地将被淹没。

数 据 显 示 ，2020 年 ，三 峡 电 站 全 年 累

计生产清洁电能 1118 亿千瓦时，打破了单

座水电站年发电量世界纪录，成为中国水

电引领世界的重要标志。

今年 2 月，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长江

委获悉，《新时期国家大坝中心建设纲要》

编制完成。“我国治水的主要矛盾已发生深

刻变化。”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大坝中心

主任、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钮新

强表示，目前水库大坝的安全问题，关注方

向已不同以往，“从关注加强工程建设，已

转向关注运行管理、风险防控、功能提升、

资源优化、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和支撑可持

续发展方向，科技手段也是日新月异。”

在陆佑楣看来，水库建设从本质上是

改善环境，三峡工程要有利于人类的可持

续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发展；人类对自然

界的改造不是去破坏自然规律，而是改造

环境，改善生态环境。

时光流逝，时代变迁，“为我中华、志建

三峡”的精神赓续，自然包括保护生态。

长江珍稀植物研究所坐落于坝区，被

称作“植物王国”。“受三峡工程建设影响的

560 多种植物全部得到有效保护。”该所副

所长黄桂云介绍。

数十年来，通过引种、传统繁育、实验

室组培等多种方式，科研人员在这里培育

了数十万株植物，保护的植物种类扩大至

1181 种，保护范围也从三峡库区扩大到了

长江中上游。

三峡工程：国之重器 百年梦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2000 年 8 月 14 日，长江巫峡“江渝九号”移民船上，一

位 中 年 男 子 回 望 故 乡 云 阳 县 南 溪 镇 。 自 2000 年 8 月 至

2004 年 8 月，因三峡水利工程建设，我国政府从三峡库区

向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地区外迁移民 16.6

万人。 晋永权/摄 2000 年 8 月 17 日，经过 4 天的奔波，移民们到达上海崇明岛 3 号码头。 晋永权/摄

（上接 5 版）赵秀池说，“如果不停止住房分配福

利制，住宅商品化就不会实现，居民的美好住房

梦也不能实现。”

从这一年起，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时代正式

开启。赵秀池解释，住房分配货币化是居民获得

住房与个人支付能力挂钩，就是需要直接拿钱

到市场上去买房。

配套住房公积金和信贷体系
的建设

房子成了商品，随之而来的与住房相关的

生产、分配、消费、流通等各个环节的重塑。

赵秀池表示，具体来看，在生产环节，房屋

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统包的体制改变为国家、

单位、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体制，其中，开发商

要核算成本并取得盈利；在分配环节，要采取与

支付能力挂钩的市场化分配方式；在流通环节

则要采取等价交换原则，老百姓买了房，就可以

获得房屋产权。

房屋价格市场化以后，不少人无法一下子

负担高额的买房费用，如何让老百姓买得起房

也是一道新考题。住房制度不断革新的过程中，

与之相配套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和住房信贷体系

的建设也要跟得上。

公积金制度应运而生。1991 年 5 月，上海市

在借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情况，率先建立了中国特色的住房公

积金制度。随后，各大城市纷纷开始效仿。

1994 年发布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全面推

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发展为长期住房储金。同年

11 月，财政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建立住房公积金制

度的暂行规定》，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正式建

立。1998 年发布的《通知》中再次强调，到 1999
年年底，职工个人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交率

应不低于 5％。

同时，也开始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

住房信贷体系。1998 年发布的《通知》也首次明

确了所有商业银行在所有城镇均可发放个人住

房贷款。当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个人住房

贷款管理办法》，并指出之后一段时期，住宅消

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信贷投放也向其倾斜，

当年住房贷款规模达 1000 亿元。

“住房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资金从哪儿来问题，

住房公积金制度、贷款制度等配套制度的改革极

为重要。”赵秀池说，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建立是住

房制度改革的一部分，也是工资改革的一部分，让

职工专门设立了住房公积金账户，积累了住房资

金，使职工买房成为可能。住房贷款制度的设立，

使家庭提前圆自己的住房梦成为可能。通过贷款

制度的设立，确实使绝大多数家庭购买了住房。”

此外，还针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

供应政策。1998 年发布的《通知》也首次提出建立

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

据统计，到 1998 年 6 月底，全国归集住房公积

金总额已达 980 亿元。当年年中，全国城镇自有住

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已超过 50％，部分省市已超

过 60％，发展迅速。

住房条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随着住房建设日新月异，成为经济增长的重

要力量。特别是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背

景之下，1998 年，我国城镇住宅完成投资 4310 亿

元,比上年增长近 30%，同时，也带动钢筋、水泥、

装修等诸多行业的发展，成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

增长点。

经过 20 多年住房改革制度的改革，老百姓无

论是居住面积还是居住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上世纪 90 年代，一些上海弄堂居民的居住梦

不过是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现在很多人不

仅有了一间房，还拥有了独立卫生间，实现了“马

桶自由”，再也不用每天手提马桶，与邻居化粪池

相见。

人均居住面积大幅增加。2019 年 7 月，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城乡面貌显

著改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

就系列报告之十》显示，到 2018 年，我国城镇居民

人均住房面积已达到 39 平方米。

2020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9 年中

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我国城

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 96.0%。其中，城镇居

民家庭中有 1 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 58.4%，有 2 套

住房的占比为 31.0%，有 3 套以及以上住房的占比

10.5%。

赵秀池表示，正是因为了有了上世纪 90 年代

住房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大动作打基础，才使住房

制度改革的目标——住房商品化得以实现，也使

绝大多数家庭有了自己的产权房，实现了居者有

其屋的愿望。

开辟住房新时代

（上接 5 版）1992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12%，工

业增长 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6%。而

让国家出手调控过热的宏观经济的 1988 年，这

三个指标分别是 11.2%、17.7%和 25.2%。

刘永好兄弟密切关注着政策的风吹草动：

政府文件谈及发展私营经济政策时，“适当发

展”被“大力发展”取而代之。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各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共同发展”。

针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疑虑，邓小平在系

列南巡讲话中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解除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被看作

社会制度属性的思想束缚。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此后，国家体改委印发《有限责任公司规范

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

最早自诩为“92 派 ”企业家的泰康保险集

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东升正是细细研读

了这两份文件后，创立了嘉德拍卖和泰康保险。

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陈东升说，从这个

时候开始，中国办企业不再是按资本的属性，再

无乡镇企业、民办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取

而代之的是股份公司、有限公司。中国真正现代

企业的时代到来了。

和刘永好一样的企业家嗅到了政策的变与

不变。他们把握住机会，不再有上一代企业家的

挣扎和忐忑，制度的桎梏被解脱，他们雄心勃

勃，大笔押注。

他 们 不 惜 放 弃 体 制 内 稳 定 而 大 好 的 发 展 前

景。同为“92 派”企业家，香港恒通国际创始人武

克钢曾任深圳蛇口工业管理区常务副区长，汇源

集团创始人朱新礼曾是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北

京 中 坤 投 资 集 团创始人黄怒波曾是中国城市出

版社常务副社长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华泰保

险创始人王梓木曾任职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

和“84 派”企业家不同，“92 派”企业家驶入的

是黄金年代。他们成长为民营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带领企业走入发展快车道。厉以宁这样评价他们：

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实践者和受

益者。

中国的老百姓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对任何一

个企业家来说都是惊喜。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副 主 席 、首 席 执 行 官 许 连 捷 没 想 到 ，从

1985 年一个月才能卖完一条卫生巾生产线一天

的产量，到“安乐”卫生巾在市场占有率超过 40%，

仅用了五六年时间。

1993 年，刘永好和另外 19 位私营企业家一起

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非公有制经济界代

表”这一名词也因他们诞生。同年 8 月，他从“中华

饲料王”转身成为私营企业主代表。在时任上海市

委书记吴邦国题名的上海希望私营经济城任名誉

董事长。两个月后，他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尽管已经实际运行了十几年，1993 年徐文荣

才有勇气明确提出横店社团经济模式。

1994 年 ， 刘 永 好 站 上 了 人 民 大 会 堂 的 讲

台 ， 发 表 了 能 够 代 表 当 时 企 业 家 心 声 的 讲 话 ：

《私营企业有希望》。

企业家走进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