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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冬，注定让人刻骨铭心；
2020 年的春，注定会被载入史册。

当一个名为新冠肺炎的“病魔”来
袭，除了医生、护士等救死扶伤者之外，
还有一群有铁胆、有铁骨、有钢铁一般
意志的人奋战在抗“疫”阵地，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中国铁建人！

危急时刻，他们的身影，第一时间
出现在火神山医院建设一线，出现在雷
神山医院施工现场，出现在遍及武汉的
10 家“方舱医院”搭建阵地上，出现在湖
北新冠肺炎危重患者的病床旁，出现在
由中国铁建运营的北京、山东、四川、重
庆和广西 12 条大动脉的救援物资优先
通道上，出现在一辆又一辆援助湖北的
应急物资货车上……国家哪里有艰险，
人民哪里有急难，中国铁建的旗帜就会
插到哪里，中国铁建人的身影就会出现

在哪里！
苟 利 国 家 生 死 以 ，岂 因 祸 福 避 趋

之。回首过往，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
勇于担当、敢打头阵，早已成为中国铁
建人永不消退的精神底色。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中 国 铁 建 人 的 前
身——铁道纵队冒着枪林弹雨，在连天
炮火中护路、筑道，联通白山黑水，把人
民必胜的嘹亮军号从关内吹向关外。抗
美援朝时期，铁道兵迎风雪、踏坚冰，涉
江河、战洪峰，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筑
就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
线”，创造了名扬世界军史的铁路保障
战绩。唐山地震时，抗洪抢险时，抗击
非典时，汶川地震时，玉树地震时……
危急关头，身为“共和国长子”的中国铁
建人从未缺席，义无反顾地用铁打的肩
膀扛起了历史赋予的责任。

黄 沙 百 战 穿 金 甲 ，不 破 楼 兰 终 不
还。越是挑战，越是艰险，越能激发中国
铁建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斗志。曾记
否，作为高原天路——青藏铁路当之无
愧的建设主力军，中国铁建承担了全线所
有勘察设计任务及 72%的路段和所有海
拔4900米以上越岭地段的施工任务。

也许有人会说，那不过是在更高的
地方，修筑了一条更高的铁路而已。真
是这样吗？先不说多年冻土、生态脆弱
等世界级建设难题，仅高原反应就让许
多渴望踏上这片土地旅游的人望而却
步。严重的高原反应时时刻刻在对中
国铁建青藏铁路建设者造成影响。当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当“世界铁路海拔
最高点 5072 米”的纪念碑落成，那些为
青藏铁路建设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中
国铁建人怎能被忘却？

现如今，或许也会有人问，面对肆
虐的新冠肺炎疫情，难道中国铁建人内
心就没有一丝担惊受怕吗？中国铁建
人也是如普通人，家中也有年迈的双
亲，心里也有牵挂的妻儿。我甚至都能
想象，主动请缨参加雷神山医院突击建
设的中铁十一局建安公司项目经理黄
喜胜、中国铁建港航局东方金月湾项目
部设备调度云泰等人的内心曾经历过
怎样的矛盾与挣扎。可最终，他们还是
毅 然 决 然 ，选 择 了 迎 难 而 上 、向 险 而
行。他们深知，自己是英雄铁道兵的传
人，在危险来临时，必须挺身而出，带头
冲锋。他们深知，如果都因为畏惧不去
做、不去干、不去拼，哪会有如今的抗

“疫”捷报频传，哪会有现今的疫情影响
渐息，哪会有当下的项目复工复产，哪
会有今日的中国成为世界抗“疫”的领
军人？

草 长 莺 飞 二 月 天 ，神 州 处 处 活 力
现。时下，中国铁建人正积极响应党中
央号召，落实国务院国资委要求，在努力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
全力以赴推进复工复产，在奉献中展现
作为，在实干中彰显担当，奏响“烈火淬
真金，热血铸忠诚”的“品质铁建”乐章！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港航局

烈 火 淬 真 金
2 月 8 日，92 岁的中铁二十四局江苏公司退休

老党员吴永富去世了，临终前，老人叮嘱儿子吴向
平：“帮我把最后一笔党费交上。”

第二天上午，吴向平向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
道尧辰社区党支部送去了他父亲最后一笔党费，
共计 120元，完成了老人临终前的嘱托。

吴向平回忆说，2 月 7 日，父亲身体状况不好，
子女们将他送往医院的途中，老人拉着儿子的手，
断 断 续 续 地 说 ：“ 向 平 ，帮 我 办 个 事 …… 防 疫
难……党费要交……”吴向平表示，交党费是父亲
的临终心愿，父亲一直关注着防疫工作的进展，让
子女们报名参加社区志愿服务，送达医院后不到
24小时，老人就走了。

吴永富老人是中铁二十四局江苏公司退休职
工，曾任上海铁路局工程总公司第二工程公司线
路工程队队长、上海地区工程指挥组常务副指挥
等职务，1991 年 12 月正式退休。在职期间，他曾
获得铁道部火车头奖章、上海铁路局工程总公司
先进生产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从吴永富的老同事那里获悉，1989 年 11 月，
吴永富临危受命，担任沪杭外环线封浜工程建设
指挥组常务副指挥职务，主要负责地区施工组织
生产。虽然已近 61 岁，但他还是整天在工地来回
忙碌。封浜到七宝区间有 12 公里的路程，为了发
现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存在的困难，吴永富一走
就是一个来回。1990 年的夏天非常炎热，是上海
地区那几年少有的炎热天气，连续几个晚上热得
睡不着觉的吴永富，经常半夜起来到现场去转一
圈，然后回去睡个囫囵觉，第二天照样早早起床，
投入到现场施工中。

1990 年 8 月 30 日夜里，台风席卷施工现场，刹那间大雨倾盆，当时封浜
9 号桥工程正在施工，桥椎底的八字墙护坡还未来得及砌筑，河水猛涨，眼
看着就要向路基冲去，如果造成塌方，就会直接威胁着老线的行车安全。关
键时刻，吴永富连夜组织人员进行抢险，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带头灌土
袋堆在路基旁，筑成一道坚实的挡水墙，保证了行车安全。那天之后，他病
倒了几天，他的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封浜工程的建设者。

从封浜到七宝的工程区间包含桥建、通信、信号、电力等多个专业，指挥
组的大多数同事非上海本地人，很多同事长期在外，思乡的情绪逐渐在指挥
组蔓延。吴永富敏锐地察觉到问题所在，经常一对一找同事谈心谈话，安抚
职工们的情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吴永富自己也以身作则，几个月都不回
家，在他的带领下，指挥组的职工团结一致，最终完成了工程目标。

由于个人的突出表现，吴永富被授予铁道部火车头奖章。面对荣誉，他
总说，成绩是属于大家的，没有团队的努力，工程不可能如期完成。

“我曾经问过老吴，你忙活了大半辈子，早过了退休的年纪，该享享福
了。他对我说，现在‘中取华东’会战这么忙，工地正是缺人的时候，我为何
不在身体好的时候多干一干。”吴永富的老同事、中铁二十四局江苏公司退
休职工黄涛说，南京地方铁路单位曾高薪聘请吴永富，可被他拒绝了。吴永
富说：“只要组织需要，我就继续干下去，这也是兑现入党时的承诺。”他是这
么说的，也一直是这么做的。

黄涛回忆说，1990 年 9 月，吴永富的老伴腿骨骨折，躺在医院里没人照
顾，吴永富回家雇了一位保姆照顾老伴 3 个月。家里安排好了，他就一直在
工地上忙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把整个心都扑在工作上，他的故事一直感
动着公司每一个人……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四局江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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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见 过 凌 晨 两 点 的 北 京 吗 ？
“ 抗 疫 ”30 天 ，他 在 每 一 个 凌 晨 两
点，见证着 700 多户居民的灯亮灯
灭 。 他 就 是 中 铁 十 四 局 房 桥 公 司
安全保卫部副部长孔祥利。

46 岁 的 孔 祥 利 ，原 本 计 划 着
在 这 个 春 节 后 带 儿 子 出 去 走 走 看
看 ，却 不 曾 想 一 场 悄 无 声 息 侵 入
的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打 破 了 这 个 本 该
安 稳 的 假 期 。 农 历 大 年 初 一 接 到
公 司 通 知 后 ，他 作 为 安 保 人 员 的

“ 火 车 头 ”，迅 速 加 入 战 斗 ，刻 不 容
缓地扛起了防疫这面大旗。

“ 扛 旗 易 ，坚 守 难 ”，每 天 24
小 时 的 执 勤 ，不 只 是 说 说 而 已 。
非 常 时 期 ，安 保 部 人 手 紧 张 ，包
括 孔 祥 利 在 内 ，所 有 人 员 三 班
倒 ，不 仅 要 管 控 办 公 区 、生 产 区 ，
更 要 把 好 生 活 区 的 大 门 ，正 赶 上
春 节 后 的 返 潮 高 峰 期 ，工 作 难 度
可 想 而 知 。 对 于 孔 祥 利 来 说 ，“ 外
禁 输 入 、内 防 扩 散 、不 漏 一 车 、不
掉 一 人 ”就 是 他 当 前 工 作 的 目
标 。 疫 情 开 始 前 期 ，为 全 面 管 控
到 位 ，他 协 同 居 委 会 人 员 ，一 起 对

在 厂 人 员 挨 家 挨 户 进 行 摸 底 排
查 ，记 录 在 册 ，确 保 如 有 疫 情 早 发
现、早隔离。

站 在 门 口 执 勤 的 孔 祥 利 ，每
天 查 询 、打 交 道 的 都 是 曾 经 最 熟
悉 的 同 事 、朋 友 ，就 跟 自 家 人 一
样 ，甚 至 谁 家 住 几 号 楼 ，谁 家 有 几
口 人 ，大 概 都 知 道 。 用 他 的 话 来
说 ，这 就 是 给 自 家 办 事 ，更 要 细
心 、上 心 。 身 为 部 长 ，疫 情 期 间 他
要 操 心 的 事 更 是 多 如 繁 星 。 测
温 、摸 底 、记 录 ，每 一 项 防 疫 步 骤
都 要 有 条 不 紊 ；封 锁 、戒 严 、劝 返 ，
每 一 次 解 疑 释 惑 必 是 苦 口 婆 心 。
他 总 是 不 停 地 在 几 个 防 疫 口 来 回
转 、来 回 查 ，怕 有 人“ 闯 岗 ”，怕 有
人 不 听 劝 ，怕 有 特 殊 情 况 出 现 。
进 出 的 人 群 、紧 张 的 氛 围 ，由 不 得
半 点 马 虎 ，他 常 常 是 刚 换 岗 眯 了
两 小 时 ，就 被 电 话 吵 醒 ，披 上 大
衣 ，再 次 出 勤 。 特 别 是 晚 上 ，所 有
人 都 酣 然 进 入 梦 乡 ，他 们 的“ 夜 间
模 式 ”却 是 刚 刚 开 启 ，盯 控 、查 询 ，
不 让 任 何 时 间 段 出 现 任 何 意 外 情
况 。 跟 孔 祥 利 一 起 值 班 的 人 员

说 ，北 京 的 晚 上 ，冰 冷 的 矿 泉 水 ，
不 说 是 喝 到 肚 子 里 ，就 拿 在 手 里
都 异 常 冰 凉 。 虽 说 有 热 水 供 应 ，
但 是 在 这 特 殊 情 况 下 ，他 们 就 靠
着 这 股 劲 、这 份 毅 力 坚 持 着 ，只 为
确保小区 24 小时防疫无缝隙。

防 疫 就 是 打 仗 ，一 关 接 着 一
关 ，战 胜 了 夜 晚 的 寒 冷 ，又 迎 来 风
雪 的 洗 礼 。2 月初的北京，随着冷
空气来袭，下起了鹅毛大雪。本就
疫情当前，各家各户更是窝在温暖
的小家足不出户。放眼院内，除白
茫茫的大雪外，还有一群人像白胡
子 的 圣 诞 老 人 一 样 屹 立 在 门 前 。
那是孔祥利带领的安保队伍，身穿
军大衣的他们，依然坚守在各自的
岗 位 上 。 大 雪 在 前 ，他 们 在 风 雪
中 为 身 后 人 筑 起 一 道 生 命 的 防
线。

孔 祥 利 的 家 在 厂 家 属 院 的 最
前 排 ，站 在 他 家 的 窗 户 前 ，就 能 看
到 坚 守 在 防 疫 一 线 的 他 们 ，家 人
的 关 心 总 是 透 过 那 层 玻 璃 ，星 星
点 点 地 折 射 在 门 前 守 护 者 的 身
上 。 孔 祥 利 能 感 受 到 ，所 以 总 是
不 自 觉 地 抬 头 望 去 。 尤 其 是 每 一
个 夜 晚 ，每 一 个 凌 晨 ，如 他 家 一
样 ，家 家 户 户 的 灯 光 ，或 深 或 浅 ，
那 么 熟 悉 ，那 么 温 暖 。 更 让 他 明
白 了 ，身 后 的 万 家 灯 火 ，就 是 他 坚
守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房桥公司

坚 守 的 意 义坚 守 的 意 义

认识“前线”一词是在上世纪九十
年代，村子里露天播放红色抗战电影，
冲锋号响起，战士们从战壕中高喊着冲
锋，夜风让幕布不断晃荡，将战事的惨
烈抖落一地。

再识“前线”，却不见硝烟和呐喊。
今年，新冠病毒像一个无赖，撕毁了人体
康健的条约，掀起了一场生与死的病魔
之战。

然而，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抵御战
争的顽强生命线。一时间，医院之中，病
床之上，不一样的战壕，却建立了同样坚
固的防线。

白衣天使化身“战士”出征前线。他
们身披蓝色或白色的防护“铠甲”，手持
勇敢的正义之剑，凝聚毕生所学和全身
力量，冲进了地市医院、火神山医院、方
舱医院，挡在了死神和病人的中间。

有前线必有英雄。84 岁的钟南山
院士，曾参加过“非典”战役，此次，他临
危受命，再度披挂出征，熬红的双眼、紧
锁的眉头，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73 岁
的李兰娟院士，果断地提出武汉必须“封
城”的建议，第一时间阻遏了疫情的大面
积蔓延。

我们的白衣战士不是金刚铁骨，没
有 特 异 功 能 ，他 们 也 是 有 血 有 肉 的 凡
人。生死面前，他们勇敢地站了出来，挺
起了新时代英雄儿女的脊梁。

他们是院士专家、是医护人员，“不
计报酬，无论生死”，他们更是战士和英
雄。镜头之下，他们总不愿过多接受采
访，是啊，时间就是生命，他们执着于奔
忙，只留下逆行的背影。

他们是疫情中的定海神针、中流砥
柱，他们的样子清晰地刻画进人们的心
里：那一条条深深压痕印在疲惫的脸庞，
那一滴滴凝结的汗珠打湿了厚重的衣
衫，那一个个坚定的眼神传递着信念，那
一缕缕落地的青丝呐喊出巾帼信念。

前线筑起坚固防线，后方亦有温暖
港湾。

为了制造防护服、口罩、消毒液，工
人们放弃了假期，加班加点，嗡嗡的机械
声就像吹起的冲锋号，他们在与时间赛
跑，快一点、再快一点，多一批、再多一
批，因为前线有需要。

还有更多的志愿者在坚守。他们
是 警 察 、是 司 机 、是 老 师 ，他 们 驻 守 在
各出入口的检查站，测量体温、认真检

查 ；他 们 出 现 在 街 头 巷 尾 ，帮 助 采 买 、
贴心服务；他们冲在疫情一线，保障后
勤供应。

在这场战“疫”中，中国铁建也扛起社
会责任。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到武汉方
舱医院，铁建人逆向而行、突击冲锋，他们
众志成城，努力与时间赛跑，创造出“十天
十夜”的速度，搭设起疫情战线的一道防
线，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基建狂魔”的实
力，完成了“使命必达”的承诺。

然而，在这场战“疫”中，铁建人的身
份并不只有“建设者”一种。他们有的
是医护人员，请战驰援武汉；有的是物
业管理，坚守一线守护业主周全；有的
开启救援优先通道，保证了前线的物资
支援。

如今，越来越多的铁建人返回工作
岗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着手企业
的复工复产，用实际行动捍卫一方平安
与发展，积聚着中国力量。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
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
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
是中国的脊梁。”在这一场全国人民共同
的战役中，人们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
共同守护好后方与前线，托举起中华民
族的希望。

春雨无声，好似在轻轻地奏着挽歌，
又像是在默默地凝聚着生机和力量，将罪
恶的病毒消亡。疫情总会过去，终将春暖
花开，然而，这段有关勇敢战“疫”的记忆，
人民也不会忘记，历史将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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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车水马龙的拥挤街道，
没有热闹非凡的年货市集，
没有欢聚一堂的年夜大餐，
没有你来我往的访友拜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这个春节失去了本该有的喧嚣与色彩。
有人放弃了团圆，
有人放弃了陪伴，
有人放弃了守候，
但没有人放弃希望和爱。

从“火神山”到“方舱”医院，
三天三个战场，
一人一个阵地，
他们是争分夺秒的热血建造者，
他们是勇敢坚毅的逆行突击队，
他们吹响战“疫”冲锋号，
他们是战“疫”第一线，
铁建人该有的模样。

从社区到街道，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一个团员就是一颗红星，

他们是冲锋在前的“初心”先锋队，
他们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志愿者，
他们吹响战“疫”集结号，
他们是战“疫”大后方，
铁建人该有的模样。

从工地到现场，
一份守护诠释一份担当，
一份责任寄托一份承诺，
他们是疫情防控的坚固堡垒，
他们是复工生产的“基建狂魔”，
他们吹响战“疫”总攻号，
他们是战“疫”主战场，
铁建人该有的模样。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唯有坚定信念，
方可用心期待，
只因为，
那一瞬，一眼万年，那一刻，满载星海，
那一天，值得等待，那一年，春花烂漫。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建筑公司

铁 建 人 的 模 样
□ 张 婷

春天，她又来到我家窗前……
南方的白色花蕾，
比北方的飘雪还冷。
一整个冬天阴霾带来的恐惧，
冰寒了九州万物的心灵。
病毒在肆虐，
口罩成为年货礼品的宠贵。
人类没想到，
会被野生动物囚禁蜗居。
手机上滴满泪痕，
键盘抖落伤心血迹。
楚河汉界的恐慌在不断蔓延，
唯见党员军人天使逆行。
高举着大旗，
只要人醒着黎明就会出现。
众志度时艰，
唤醒神州大地不屈雄起。
幸福铸在生命里，
温暖来自党的光辉，
春天已悄悄地来到我家窗前，
绽开了蓝天绿了黄土地。
你我共携手，
走进春暖花开的时光里……

国难当头人人急，
难来良将尽忠贤；
当先逆行钟南山，
头雁巾帼李兰娟。
武昌城下瘟声紧，
汉口疫区夜难寐；
告示万众城门封，
急救驰援战瘟疫。

党的领袖发号令，
政府联防强有力；
决胜阻击有把握，
策应联控细周密。
果敢阻击功效快，
断然复工更积极；
英勇无畏齐奋进，
明德仁爱史无前。

三军将士听指挥，
军机空运演应急；
天降大任勇担当，
使命牢记不惧险。
火神雷神十天成，
速救快治创奇迹；

出手不凡妙回春，
击溃新冠乐无边。

八方拯救江城危，
方舱宫里手又牵；
驰骋北翻五岭脉，
援兵南踏万重雪。
大难之时见真情，
爱心接力代代传；
无敌天下中国心，
疆场征战保平安。

科研院校齐攻关，
学界精英肩并肩；
有了药物试疫苗，
序幕一拉展新颜。
精准防控多举措，
准则条例亦建立；
施予人间新方剂，
策应未来全球欢。

复工租机包高铁，
工匠挺力夺高产；
后劲实足潜力大，

援增八方出新款。
保持六稳民生计，
障阻滩险不畏难；
有咱党的好领导，
力克妖疫在眼前！

荆州昨夜遭劫难，
楚民今朝莫悲怯；
壁立千仞江峡上，
立党建国多英烈。
坚决打赢抗疫战，
不灭病毒誓不还；
可歌可泣新一辈，
摧枯拉朽续鸿篇。

举国抗疫战新冠，
世界政要频点赞；
盛誉之下不骄躁，
赞美声中永登攀。
光芒四射写工笔，
耀我中华五千年；
中国当下多自信，
华语环球读明天！

本报讯（通讯员石玉珠）近日，
曾在铁道兵部队服役的著名作家韩
志晨向中铁十四局、中铁十六局和
中铁二十局“荣史馆”签赠图书《篱
笆、女人和狗》。

韩志晨 1952 年出生于科尔沁
草原的一个小镇，1970 年入伍。铁
道兵部队火热的生活，磨炼了他的
意志，也激发了他用文学作品讴歌
建设者的热情。他创作的诗文发表
在《铁道兵》报、《黑龙江文艺》等报
刊，转业后历任编辑、电视台电视剧
创作部主任、吉林省影视剧集团艺
术总监等职务，屡获佳绩。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与胞兄韩志君联袂编
剧的“农村三部曲”电视连续剧《篱
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
船、女人和网》，在央视、凤凰卫视等
媒体播出后反响热烈，成为新时期农
村题材的经典之作。他独立编剧的
电影《大地就是海》《头上就是天》《阳
光女孩》等，电视剧《山爷》《小镇女部
长》《三请樊梨花》《八月高粱红》等，
曾先后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
国电影金鸡奖”，8次获得全国电视剧

“飞天”奖，第七届欧洲国际电影节最
佳剧情设计奖、最佳剧作奖，是全国
电视剧“飞天”奖首届设立的优秀编
剧奖得主。他个人被评为“建国六十
周年对中国电视剧发展做出突出贡
献的六十位艺术家”。

不忘初心，传承历史。近几年，
中国铁建系统普遍开始完善和筹建

“荣史馆”，广泛征集馆藏品，其中包
括铁道兵知名人士的著作。继著
名作家严歌苓向中国铁建签赠图
书 后 ，“ 铁 道 兵 籍 ”作 家 韩 志 晨 欣
喜 地 题 赠 代 表 作《篱 笆 、女 人 和
狗》，以表达对老部队企业文化建
设的支持与关心。

韩志晨韩志晨赠书赠书
中 国 铁 建中 国 铁 建

藏头诗“抗疫战”
□ 郭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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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造林（篆刻） 王务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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