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奠基仪式流程方案表（奠基仪式流程方案ppt）

1976年9月9日，我们最为敬爱的毛主席与世长辞，这位伟大共和国的开创者永远
地离开了我们。

为了纪念毛主席的功绩，为了能够永远缅怀毛主席的贡献，国家决定建设毛主席纪
念堂。

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

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的节目被一阵哀乐替代，播音员以颤抖的声调播送了一条消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于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在北京逝世……

中央决定决定建一座宫殿式纪念堂，用来保存毛主席的遗体，供人们瞻仰其遗容，
但纪念堂选址何处，却成了一个问题。

选址设计组首先想到，毛主席南征北战、操劳一生，应在风景幽美的地方让他老人
家安卧永息。

为此选址设计组设计出“水上日出”的方案：浩浩碧波，霞光绚丽，一轮红日，跃
出水面，光焰万丈。选址设计组成员开始到处寻找合适的水域。

中南海、昆明湖
……走了一水又一水，却又总觉得“水上日出”的方案不能完全表达人民的心意。

设计组的同志又提出了“山顶
红星”的方案，香山、景山、玉泉山
……设计组的同志攀山考察后，又觉得“山顶红星”的方案仍不够理想，否定了此
方案。

选址、设计迟迟定不下，设计组成员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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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人提出，应该把
毛主席纪念堂的地址设置在天安门广场
；最终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统一，并且不管是从政治意义还是客观条件方面
考量，这个选择都非常好。

确定了地址之后，就要立即开始着手设计。

沈勃
是当时的纪念堂工程设计
小组的领导成员，他回忆在确定纪念堂
建筑形式的过程中，大家都觉得只有宏大的建筑才能够体现毛主席的伟大和崇高。

所以当时大家给出的设计方案都是比较大型的，看起来工程量会非常巨大。

而南京工学院
的杨庭宝却给出了一个50米见方的建筑方案，让沈勃觉得很不错，于是便结合大家
的建议，熬了一个晚上画出了纪念堂的草图。

最终确定的方案是正方形的对称建筑，正处于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长宽都是10
5.5米。

对称建筑，给人以稳重平衡的感觉，产生和谐统一的美学效应，具有强烈的中心感
和庄严肃穆的艺术效果。

1976年11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成立，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的李
瑞环担任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总指挥。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托，自始至终负责纪念堂建设的领导工作。

1976年11月23日下午5时，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雕刻老工人顾士元接受了毛主席纪
念堂建设指挥部交给他为纪念堂的奠基石雕刻“奠基”二字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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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级对顾士元说，时间紧迫，这个奠基石碑明天就要用。

顾士元是个老工人，从事雕刻工作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手艺是十分精湛的。

他的能力，在全厂都是首屈一指，大家对他都很服气。

最重要的是，他对毛主席有着很深厚的感情，一定会打起二十分的精神完成这项任
务。

奠基石一拉到工作车间，顾士元便撸起袖子开始干了。

顾士元仿佛不知疲倦，一整夜都扑在花岗岩上进行雕刻，到了第二天天刚刚亮。

终于刻好了“奠基”两个大字和附带的12个小字。

1976年11月24日下午，毛主席纪念堂奠基典礼在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工地隆
重举行。

参加奠基仪式的首都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其他各界代.表，以及参加施
工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共8000多人。

当时，听说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全国上下积极响应。

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主席纪念堂刚刚开始破土动工，全国29个省市就捐献出自己最
具特色的物产，北京上百万市民自愿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

可以说，毛主席纪念堂是举国上下一条心在建设，都想要把最好的献给离我们而去
的毛主席。

举国齐心建设纪念堂

当时在全国六大建筑设计院中，古城西安的西北建筑设计院是惟一受到邀请参与毛
主席纪念堂设计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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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建筑世家，1954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专业，师从梁思成、莫宗江
先生，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和古建园林的张锦秋
有幸成为西北设计院选派的老中青三代相结合建筑设计师的杰出代表。

张锦秋和其他20多位专家们仅以短短的40多天时间就完成了设计工作。

毛主席纪念堂是政治性极强的工程，它的每一项工作都体现着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
无限怀念，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

同时，这项工程技术上也是很复杂的，这样高的抗震性能的建筑以及由此而采用的
结构形式，在我国还是第一个。

结构工程钢筋十分稠密，有的部位振捣棒根本下不去，但又必须振捣密实；而工期
又很紧，中央要求必须在1977年9月9日以前全部竣工。

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工程质量必须确保，达到或超过过去的最高水平。

纪念堂本身面积并不大，但它包含的工程量却相当大。

挖运的土方相当于人民大会堂
的两倍多；钢筋混凝土用量相当于一般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
三十四万平方米的总和。

同时，还扩建和翻修了天安门广
场、前门外环路和正阳门，栽植树木达一万三千多棵。

直接参加施工的单位相当公司、工厂一级的超过五十个;涉及加工订货的，遍及二十
九个省、市、自治区，加工单位有上万个，这又给工程带来十分繁重的组织工作。

而这样一项复杂的工程，又是在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三分
之二的时间，正赶上北京少有的严寒的冬季。

因此，完成这样一项任务是极其光荣又极其艰巨的。

用半年时间完成这样一座工程量大、标准高、要求严的庄严建筑物，的确是我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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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史上的创举。

在这半年的战斗中，全国各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那一处没有工农兵日日夜夜
在为纪念堂辛勤劳动！

浙江、山东、江苏、福建、辽宁等省，专门派来了优秀的石工，参加建堂工程。

为了保证工程按质、按量、按期的需要，许多省市在党委领导下组成专门班子，负
责纪念堂工程材料设备的供应工作。

有些省市制造机械设备、特艺制品等，好中选好；制作时更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

可以说，毛主席纪念堂的一砖一瓦都凝结着全国人民的心血，寄托着全国人民对毛
主席的追念与哀思。

北大厅是举行纪念毛主席活动的场所。

大厅上方装置着一百一十盏葵花灯，北大厅里面有着四根方柱，是用奶油红色的大
理石作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

不仅如此，这四根柱子的顶部，还镶嵌着华美的和田白玉石。

大厅正中，安放着3米多高的汉白玉雕塑的毛主席坐像，毛主席安详地坐在沙发上
，栩栩如生、面带笑容、亲切慈祥，好像在同人们亲切交谈。

这尊汉白玉毛主席坐像，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雕塑工作者和北京市建筑艺
术雕塑工厂的工人精心创作、精心雕刻的。

为了精确地按照毛主席坐
像的石膏模型雕刻出3米多高的汉白玉
坐像，需要用40多立方米的汉白玉石料，经过一锤一整才能打出外形。

汉白玉石料来自北京房山县西南部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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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1月20日，中共房山县委接到了为毛主席纪念堂开采1500立方米汉白玉的
光荣任务。

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房山县的县委一分钟都没有耽搁，很快便成立了指挥部，准备
开采汉白玉石。

过去，房山县的汉白玉一年最高的开采量是2000立方米，现在要求在4个月内完成
1500立方米的任务，而大量的汉白玉又都储藏在30米以下的岩层中。

时间紧，任务重，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全县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广大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石矿职工、机关千部日夜奋
战，克服重重困难，开挖土方48000立方米,开石方4600立方米，终于遵期完成开
采1500立方米汉白玉的任务。

除了汉白玉石之外，还有很多材料都是全国各地运来的。

为按期建好纪念堂，只有调动全国各地的力量，绝大一部分的原材料都是来自全国
各地的，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由各个省市准备原材料再分别加工，肯定是比北京
一个方面埋头骨干要快、要更好。

像毛主席纪念堂的奠基基石周围
，砌上的就是产自珠穆朗玛峰的石头，而基石周围的水，也是来自台湾海峡的。

山东是建筑石料之乡，各类花岗石
、大理石不仅储量大，而且质地好，品种多，所以选用山东花岗石建设毛主席纪念
堂是情理之中的事。

贵州江县苗族岂沙人民为修建纪念堂献了一棵有千年之久的香樟木。

在绿化纪念堂庭园的一万三千株
花树之中，有北京油松、青岛雪松，北京房山红果树、延安
青松，还有八十株樱花树，是台湾同胞万里迢迢辗转曲折从海外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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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方形的毛主席纪念堂，外有44棵福建枣色花岗石建筑的明柱，柱间装有广州石
湾花饰陶板，通体青岛花岗石贴面。

瞻仰厅里面，毛主席遗体所安眠的水晶棺的基座，原材料是泰山的黑色花岗石，肃
穆而庄重。

而在南大厅里，有一面大理石篆刻着毛主席的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这块大理
石墙面的下面，有着十盆针松。

这些栽种针松的花盆，制作材料用的是云南特产的绿色大理石，上面还雕刻着延安
、长城、井冈山等红色革命场景。

因为毛主席纪念堂建设过程
中，需要大量的大理石，而宜兴的大理石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材质优良。

其中咖啡色、红奶油色大理石曾在1975年被国家建材部评定为国内珍稀品种，分别
以外贸编号052、059作为大理石出口品种，所以中央决定委托宜兴政府负责毛主
席纪念堂大理石的材料供应。

1976年12月，宜兴接到任务：须在1977年3月21日前，为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工程
开采140立方米大理石，其中咖啡色80立方米、红奶油色60立方米。

开采大理石的时间实在是非常紧，任务又很重，若是天气好倒是锦上添花，可偏偏
当年遭遇了极端天气，三个月内积雪就有33天，平均的气温更是没有到过零度以上
。

而因为开采工作在年初启动，所以工作人员都必须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才能够按
时完成任务。

当时任渚东公社党委副书记的吴洪珍回忆说，采石期间“上级经常到宕口现场检查
开采进度和石材质量，先后来了六七次，每次来三个宕口都要转到”。

因为工期实在太紧，采石场的师傅们是能加班加点地做，每天早起，天还没完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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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出现在采石的现场，中午饭也不会去吃，基本上都是自己早上带饭来解决，
节省更多的时间可以去采石。

当时，有些采石的师傅为了方便，直接用毛竹筒来带饭，这样要吃的时候加热也不
会麻烦，只需要用火烤一下就能吃了，马上把饭扒完就能继续干活，一点也不耽误
。

余贤国（时任祖山大队一号矿采石工）回忆，“有段时间工期特别紧，我们还在晚
上加过班。我们连续加班加点干了一个多月，最终提前完成任务。”

时间紧任务重，安全工作也不能松。

余贤国介绍说：“宕口有专人负责安全工作，检查工人是否头戴安全帽、脚穿山袜
（高筒的布靴）、外套草鞋（稻草编的鞋子，可以防滑）；查作业面上边的泥土坡
度，坡度不够平缓时及时挑土清坡，防止滑坡。”

由于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开采、运输等环节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然而，天气实在太过寒冷，又连天地下大雪。

采石场工人们不得不咬紧牙关干活，想尽办法让大雪不要影响到大理石的开采。

即使是现场被雪盖满，工人们也想出办法继续工作，有很多采石工人，在雪上铺上
稻草，这样可以坐在稻草上凿石头。

凿石头的过程中，有不少的雪会被震下来，他们就抖一抖拍一拍，再继续干活。

为及时清除开采过程中形成的废石，工地车辆组的同志冒雪踏冻，快装快卸运出宕
口，为采石提供方便。

快到竣工的时候，雪实在是下得太大，公路都被雪埋了起来，当时革委会的副主任
都带着周围的群众一起，在路面上清理积雪，好能够让运输大理石的车辆顺利通过
。

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之下，终于提前完成了采石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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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宜兴开采的石料，经过加工后，咖啡色大理石最终用于纪念堂瞻仰厅的地面，红
奶油大理石则装贴在北大厅的四根方柱上。

除了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工程材料，绣品也是毛主席纪念堂中无法忽视的亮眼
之处。

在毛主席的坐像背后，有着一副气魄宏大的壮丽绒绣——《祖国大地》。

这幅巨大的描绘祖国山河的绒绣，长24米，高7米，总面积170多平方米，重达310
公斤，画面雄伟壮观，

这幅有着巨大感染力的绒绣作品，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作品创作组的主要成员有著名画家黄永玉
和时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师袁运甫、中央民族学院教师刘秉江
、北京市工艺美术服务部美术工作
者李传瓒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术工作者秦龙等人。

而最终的成品，则是依靠山东人民的精湛手艺与智慧。

创作组的人员，经过三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创作出《祖国大地》的油画，这幅油
画当即被送到山东烟台绒绣厂。

山东烟台绒绣厂，经过一系列的周密的组织和准备之后，举行了隆重的《祖国大地
》绒绣画开工仪式。

被严格挑选出来的担任绣作任务的43位女工，等距离地一字排开，她们眼看彩色画
稿，飞针走线，把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绣进壮丽画面。

绣工们发挥了绒绣的特长，一针一线，精心研究，精心绘制，进行了绒绣再创作。

过去这个厂的产品，最多的不过300多种颜色，而绣制《祖国大地》却用了1200多
种颜色，还第一次使用了金线和彩色丝线，使画面的受光部分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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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名女绣工，43双巧手，协同一致，进度一致,用500多斤绒线，经过68个日日夜
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这幅巨大的作品，并亲自护送到北京，把它装镶在毛主席纪
念堂的厅壁上。

可以说，毛主席纪念堂的小到一颗螺丝钉，都倾注着全国人民的心血，熔铸着全国
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敬仰与怀念。

纪念堂正式落成

经过短短的半年多时间，在建筑工人的加班加点，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毛主席
纪念堂于1977年5月27日落成。

毛主席纪念堂是一座方形平顶建筑，占地72公顷，总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

1977年的9月9日，在毛主席离我们而去的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毛主席纪念堂的
落成典礼终于得以隆重举行。

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心血。

纪念堂工程选用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材料，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族人
民，代表全国人民参加了纪念堂工程的义务劳动。

毛主席纪念堂建设的全过程中，工程所需要的优质材料设备来自全国各地，这其中
，凝聚的是全国人民对于毛主席深切的热爱。

毛主席纪念堂的落成，让全国人民的心再次有了寄托。

这个带领我们走向新世界的伟人，他的功绩，将会被中国人民乃至师姐人民永远地
敬佩与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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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行理财网
奠基仪式流程方案表（奠基仪式流程方案ppt）

《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始末》党史博采

《精心组织 精心施工 高标准建成毛主席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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