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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铁道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大事记

2

70 年前，面对延烧至新中国国境线上的战火，新中国
领导人作出了出兵援朝的决定。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志
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
对手，志愿军将士不畏强敌、向死而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
一道，经过近 3 年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
争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打出了不可撼动
的大国尊严。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战争，堪称新中国
的“立国之战”。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朝鲜战争对中
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
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
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
始终不坠！”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则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
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

“英雄儿女”“最可爱的人”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也
是永垂我们民族史册的英模。其中，也有“铁道兵”这个英雄
的集体。周恩来总理曾在抗美援朝后勤工作会议上指出，

“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志愿军铁道兵战士在朝鲜三千里
江山上，顶住了美军 6万架次的狂轰滥炸，用生命和鲜血筑起
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创造了铁路史和战
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
一页。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感慨地总结：“朝鲜战场打胜仗，
一半功劳归前方浴血奋战的同志，另一半功劳归负责维护交
通、保证供给的同志，他们也是在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天天
在拼搏呀！”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
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70 年来，信
念之火心心相传，逐梦征程接力前行。在“我国处于近代以
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历
史进程中，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重要征
程上，中国铁建尤其需要铭记初心，以血与火铸就的宝贵精
神财富激励全体铁建儿女永不懈怠，奋勇前进。

高擎爱国主义旗帜，忠诚信仰生死以之
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争，换来西方国家军队“不要在

陆地上与中国军队作战”的禁忌。他们难以破译中国军队英
勇无畏夺取胜利的“密码”，也始终无从体会到，一支真正以
信仰武装起来的军队所拥有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英雄
何计身与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志愿军铁道兵战士以大无
畏的精神，以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投身到血火
交织的战场。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0 年 12 月到 1953 年 7 月，
敌人出动飞机 58967 架次，向铁路线投掷炸弹 19 万枚，重约
9.5 万吨，相当于二战期间德国投向英国本土炸弹总吨数的
1.5 倍！而志愿军铁道抢修部队在缺少大炮、飞机保护下，不
仅使入朝时的铁路线由 107 公里延伸到了 1391 公里，还新建
铁路 212 公里，共运输部队和物资 38.5 万辆（重 800 余万吨），
特别是在战争后期，抢修抢运满足了军运，保证了民运，全
力确保了战场“粮满仓，弹满库，运力有余”。美国空军发言
人慨叹：“坦白地讲，我们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坚决的建筑
铁路的人。”

毛泽东主席用诗意的语言总结胜利之道：“敌人是钢多气
少，我们是钢少气多。”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军历来是打精气
神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

“‘大国工匠’使命光荣，家国天下有我担承！”曾经的铁

道兵、如今的中国铁建——一代又一代开路者永远走在时代
的前列。70 年，中国铁建兵心依旧，军魂永存，始终以“大国
顶梁柱”的使命和担当，做“共和国长子”和“开路先锋”。如
今，中国铁建更是以“国家战略的卓越践行者”“政府与经济
社会发展急所的责任担当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优质提
供者”“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的明确定位，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努力把新的英雄诗章书写
得更加恢宏壮美！

抒写英雄主义壮歌，血火交织奋勇争先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

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英雄，意味着狂澜砥柱，卓
尔不凡；意味着担当正义，自我牺牲；意味着英勇顽强，百折
不挠。

志愿军铁道兵老战士回忆起敌机狂轰滥炸下的生死拼
杀，总是说：“当时想的只有一件事：抢修就要拼命，早一分
钟抢通，我们前线的战士就多一样杀敌的武器！随时炸随
时修，自己牺牲了都无所谓！”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
概，使每一名铁道兵战士都成为坚强的铺路石、锐利的道
钉，筑成了通往胜利的道路。毛泽东主席说：“那股精神真
是叫人感动得掉泪。”

朝鲜的冬天白昼气温经常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晚上
的气温更低。志愿军铁道兵没有帐篷，只好自己挖山洞，建
造休息的地方。天寒地冻，食物供应困难，战士们都是一口
炒面就着一把雪吃下去……在艰苦的环境下，涌现出了熠熠
闪光的英雄群体：头顶炸弹，冒着生命危险，赤手登上 18 米高
桥墩，抢出 40 余根桥梁枕木的杨连第；冒着零下 30 摄氏度严
寒，奋不顾身扎进冰窟窿潜水作业、安放木笼的刘长岭；用螺
丝扳子卡住钢轨，用身子当作螺帽，坚持 90 分钟，使 18 列军
车安全通过的史阜民；指挥 317 公里段抢修，3 天不离现场，
两天只吃一次饭的周子和；身受重伤，爬行也要到铁道线放

上响墩，阻止列车前行的袁孝文……
“人在桥就在”“人在桥就通”“有我们在就有钢铁运输

线”……钢铁般坚定的信念才能铸造出钢铁的队伍，钢铁的
队伍才能永不言败，也永不会败！1952 年 5 月 31 日，美军第
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汉城（现名首尔）的记者招待会上
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中国
共产党的供应，然而中国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
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抗美援朝中，志愿
军铁道兵有 1481 人壮烈牺牲，2989 人光荣负伤。

“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70 年来，中国铁
建一直践行着“不畏艰险，勇攀高峰；领先行业，创誉中外”
的企业精神。“不畏难、不服输，要争就争一流、要做就做极
致”已成为企业奋勇前进的强劲动力。未来，中国铁建也
必将向更优更强的目标持续冲刺。

发扬开拓创新精神，敢想敢干智勇双全
敢战善战方能止战胜战。在抢修实战中，志愿军铁道

兵战士与敌人斗智斗勇，运用充满“中国式智慧”的创新招
数，一次次挫败敌人的破坏图谋。“顶牛过江”“倒三江”“片
面运输”“合并运转”“铛铛队”“水面桥”“爬行桥”等招数，
使铁路始终保持着随炸随修、此断彼通的状态，并在有限
的 通 车 时 间 内 发 挥 了 很 高 的 运 输 效 率 。 敌 人 只 能 哀 叹 ：

“共产党在绕过破坏了的铁路和公路桥梁方面表现了‘不
可思议的技巧和决心’”“修理和建筑便桥的工作以惊人的
速度完成”“他们不仅拥有‘几乎无限的人力’，并且有‘相
当大的建造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70 年来，曾经的铁道兵、如今的中国铁建闯新路、勇
争先，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持续奋进。铁道兵脱下军装，
穿上路服；脱了路服，还有工装，经历着一次次重大改革和

蜕变。如今的中国铁建正以崭新姿态，新新不已，开拓更
美的前程。

砥砺担当实干精神，艰辛奋斗矢志不渝
“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是志愿军铁道兵战士

们一肩肩抬出来的，一锤锤砸出来的，一锹锹铲出来的，更是
他们用实干精神，筑起了随炸随通的钢铁通途。

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战士们跳进冰河抢修大
桥。面对流速达每秒7米的洪水，战士们在水中连续作业八九个
小时，抢修好正桥，新建出一座座便桥。由于营养不足，许多战
士患了夜盲症，晚上抢修铁路的时候，战友用一条绳子牵着六七
个人，到指定的工位去干活儿，“别动了，你就在这个地方挖土！”

129 公里的殷龟铁路，战士们用 60 天修通，创造了战地
快速抢建铁路的奇迹。敌人在电台里惊呼：“火车从天外
飞来，两年才能修好的铁路，今天神奇通车了！”在殷龟铁
路施工中，他们挖出的土石方就达 300 万方，足以堆成高宽
各一米绕朝鲜半岛一圈的围墙。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3 年抗美援朝，志愿军铁
道兵也在实干中壮大，扩编为 11 个师，为铁道兵的正式组建
奠定了基础。

如今，实干也成为中国铁建创业的重要法宝，使企业创
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

最好的学习是践行，最好的致敬是传承。毛泽东主席曾
提出：“我们应该把抗美援朝的革命精神贯彻到我们国家建
设的所有工作环节中去！”今天，中国铁建更要以发展的思
维、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观察现实、思考未来，更好地汲
取历史经验，从中获得现实和长远的教益。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从未走远，精
神持久澎湃。中国铁建需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从先烈前
辈的精神中汲取持久的营养，汇聚磅礴的力量，不畏风浪，勇
毅前行，创造属于未来的更大胜利。

1950年
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0 月 9 日，铁道兵团第一师改称中国人民志愿

军铁道兵团第一师，赴辽宁省休整待命。
11 月 6 日，铁道兵团第一师进入朝鲜执行抗美

援朝铁路抢修任务。
12 月 22 日，铁道兵团直属桥梁团从安东（今丹

东）进入朝鲜，沿京义线向南进行战时铁路抢修。

1951年
1 月 31 日，解放军总部同意铁道兵团新组建一

个师。2 月 26 日，以兵团直属桥梁团为基础，补入
中南军区 4个新兵团，组建铁道兵团第四师。

1 月，东北军区电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铁
道兵团。

2 月 7 日，原总政治部批复，同意由李寿轩、陈
力、彭敏、郭延林、徐斌、张云山、安春华 7 人组成中
共铁道兵团驻朝鲜部队委员会，李寿轩为书记，陈
力为副书记。

2 月 9日，原总参谋部同意以铁道兵团机关大部
分人员组成志愿援朝铁道抢修指挥部，统一领导指
挥入朝铁道部队。兵团副司令员李寿轩、政治部副
主任陈力和兵团前方指挥部（简称前指）于 2月 20日
由安东（今丹东）入朝，进驻成川郡四佳面支石里。

2 月 13 日，铁道兵团党委决定，在沈阳设立铁
道兵团后方办事处，负责入朝部队的抢修材料和
部队生活、作战物资的供应等事项。

2 月 15 日，铁道兵团在沈阳召开朝鲜境内铁路
抢修第一次工程会议。会议总结入朝抢修的初步
经验，制定《战时铁路抢修技术规定》，确定兵力部
署和抢修任务，并决定报请中央军委在清川江、大
同江、沸流江、大宁江等重要桥梁区域配置对空防
护力量。

▲铁道兵团第三师入朝，担负铁路抢修任务。
3 月 30 日，铁道兵团电令第二师停止湘桂线来

（宾）睦（南关）段新建任务，立即北上进驻辽宁省
安东（今丹东）抢建鸭绿江便桥。5 月 12 日便桥建
成。抢建过程中，部分部队于 5 月 2 日开始陆续入
朝与兵团第一师共同担负西浦至价川、价川至顺
川间铁路抢修及维护任务。

8 月 1 日，中朝联合运输司令部（简称“联运
司”）在沈阳成立，指挥朝鲜境内铁路运输和抢修
工作。李寿轩兼联运司抢修指挥局局长，彭敏为
副局长。

8 月 22 日，由铁道兵团李寿轩、彭敏和权泽（朝

方）三人负责的联运司抢修指挥局前方指挥部在安
州成立，负责指挥在朝铁道兵团各师、工程总队和
朝鲜人民军各铁道联队等铁路抢修队伍（12月 23日
前方指挥部改称抢修指挥所）。

12 月 23 日，成立中朝联合前方运输司令部（简
称“前运司”），刘居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寿
轩、金黄一任副司令员。

1952年
2月 20日，“前运司”召开铁路维修工作会议，决

定朝鲜铁路的抢修、维修统一由抢修指挥局领导。
5 月 15 日，登高英雄杨连第在满浦线东清川江

桥抢修中，因定时炸弹爆炸英勇牺牲。6 月 4 日，志
愿军发布通令追认杨连第为“一级英雄”，命名杨
连第所在连为“杨连第连”。朝鲜政府授予他“共
和国英雄”称号、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11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在朝鲜境内
修筑铁路的协定。协定规定将原定抢建的龟城至
长上里，内洞至支下里两条铁路新线改为龟城至
殷山和德川至八院面，并首先集中兵力抢建殷山
至龟城段。

12 月 20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建铁路指挥局
正式成立，郭维城任局长，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
工程部、干部部、后勤部。23日开始分批入朝。

1953年
1 月上旬，抢修指挥所根据突击战备工程、集

中使用兵力的原则，对援朝部队任务作了调整。
调整后，一师担任满浦线古仁至球场段；二师担任
西浦至孟中里、新安州至价川、顺川至球场段；三
师由东线调至西线担任孟中里至新义州段及青水
线；四师担任顺川至纽田段；直属桥梁团担任平德
铁路全线。

1 月下旬，铁道工程第五、六、七、九、十、十一
师开始分批入朝，担负新线施工任务。

1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建铁路指挥局与朝鲜
人民军铁道部队联合组成中朝新建铁路指挥局，
郭维城任局长、金相仁（朝方）任第一副局长。

2 月 1 日，殷（山）龟（城）铁路全线正式开工。
担负施工的有铁道工程第五、六、七、九、十、十一
师和朝铁三旅。龟城至价川段提前 1 个月于 3 月
底全线通车，价川至殷山段提前 25 天于 4 月初接
通。殷龟铁路全线通车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首相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分别致电新建铁路指挥局，慰勉全体人员。

6 月上旬，德（川）八（院面）铁路全面展开施
工。担负施工任务的有铁道工程第五、六、十、十
一师和朝铁三旅，1954 年 4月 25日建成通车。

9 月 9 日，中央军委、政务院电复铁道兵团、志
愿军司令部、铁道部，同意将志愿军在朝鲜的 6 个

铁道工程师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现有的 4 个
师、1 个独立团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
兵。整编事宜，俟复旧工程完竣，部队归国后进行。

9 月 25 日，铁道兵团发布命令，授予刘长岭、
李云龙、史阜民、袁孝文、周子和、阎万库、李文柱、
马寿昌、李文生、陈伯悦、高殿禄、王德保等 12 人

“志愿军二级英雄”称号，授予于琛“志愿军二级模
范”称号。

10 月 10 日，解放军总部电示铁道兵团：为加强
铁道部队的统一领导，铁道兵团返国后整编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部。整编结束后撤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番号。
10 月 16 日，铁道兵团机关由朝鲜驻地兰田出

发回国，10 月 18 日进驻北京。根据中央军委命令，
第二、九师继续留朝承担战后铁路复旧工程。第
五、六、十一师继续留朝完成德八线工程，其余部
队于 11月 8日至 17日先后回国。

11 月 5 日，铁道兵团第一、二、三、四师依次改
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二、三、四师。原
铁道工程第五、六、七、九、十、十一师依次改称中
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五、六、七、九、十、十一师。

1954年
3 月 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烈士纪念

碑”在朝鲜新安州市奠基，6月 25日举行落成仪式。
3 月 24 日，铁道兵第五师从朝鲜回国，进驻黑

龙江省绥化、庆安、铁骊等地。
4 月 8 日，铁道兵第六师由朝鲜回国，4 月 15 日

进驻甘肃省天水市。
4 月 11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

成视察志愿军铁道兵担负的德八线铁路建设工
程，并接见施工部队领导人员。5 月 3 日，德八铁路
举行通车典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斗奉参加典礼并剪
彩。金日成首相向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

5 月 15 日，铁道兵第二师在朝鲜担任的第二期
74 项铁路复旧工程正式开工，于 8 月底基本完成。
该师除留第六团继续完成未完工程外，其余部队
于 9月 7日启程回国，进驻广西玉林。

5 月 17 日，铁道兵第九师在朝鲜承担的 3 处机
务段新建工程正式开工，至 1955 年 1 月 20 日全部
竣工，较原计划提前 5个月。

6 月 20 日，铁道兵第十一师开始从朝鲜回国，
26日进驻河南省新乡。

8 月 1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召见铁道兵司
令员王震，了解抢建黎湛、鹰厦铁路的准备情况。
周恩来总理说：“中央相信你们能够完成，因为铁道
兵在朝鲜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还能抢修、抢建铁路。
毛泽东主席说，那股精神真是叫人感动得掉泪。”

（范松阳、陈福得、马勇摘编于《中国铁道建筑
总公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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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火熔铸精神，初心激励奋进
———纪念志愿军铁道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志愿军铁道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70周年综述周年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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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伟大胜利 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主题展览大厅上方悬挂着参战铁道兵军旗。 林 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