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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战役后美集中 2000 多架轰炸
机，对我后方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线，发
动 了 大 规 模 的“ 空 中 封 锁 战 役 ”——“ 绞
杀战”。

美 国 远 东 空 军 第 5 航 空 队 司 令 狂 妄
地说：“对铁路实施全面的阻滞突击，可使
第 8 集团军发动一次地面攻势将其击溃，
能使敌人主动把部队撤至满洲境内附近，
以缩短其补给线。”

敌人采取了对京义线新安州至西浦、
满浦线价川至西浦、价川至新安州易炸难
修“三角地区”的集中轰炸，拦截后方物资
来路、卡住前运物资去路的“炸两头”，高
密度封锁铁路要道的“炸一头”，以及随时
变换轰炸地点并对重点目标密集投放定
时炸弹等方式，企图掐断我铁路运输线。
致使这一地区 9 月至 12 月，每月仅有 7 天
通车。

“ 三 角 地 区 ”线 路 长 77.5 公 里 ，为 朝
鲜 北 部 铁 路 总 长 的 5.4% ，这 期 间 被 炸
2600 多处次，占全部铁路被破坏处次的
45%以上。

8 月底，4 列回空续行列车相继在“三
角地区”317 公里处脱线，4 台机车 149 个

车皮挤在了两公里线路上，引来敌机群。
敌机每天出动 10 架左右轰炸 3 到 4 次，最
多 一 天 达 29 次 ，平 均 每 1.4 米 即 落 弹 一
枚，企图咬住这个点，反复连续轰炸至线
路无法修复，交通彻底中断。负责“317”
段 抢 修 的 2 师 战 士 们 ，喊 出 了“ 有 我 们 在
就有钢铁运输线”的口号，不分昼夜轮流
抢 修 。 战 士 们 200 多 斤 的 枕 木 扛 起 来 就
跑，师长刘震寰也上了一线。半年中，线
路反复抢通反复被炸。

为改变“三角地区”的被动局面，铁道
兵 团 征 兵 1094 人 ，中 央 军 委 抽 调 9000 人
补入各师团，又调志愿军 5 个独立团配属
铁道兵团和工程总队抢修，该段抢修人员
平 均 每 公 里 达 244 人 。 9 月 下 旬 ，铁 道 兵
团又在安州成立了高射炮指挥部，统一指
挥高炮 62、63、64 师前来支援的部队和从
国内调来的 1 个雷达连和 5 个探照灯连，
减轻了空袭威胁。

抢 修 指 挥 部 加 大 了 抢 修 与 抢 运 的 协
调 指 挥 ，采用片面通车法（赶羊过江法），
即将列车集中起来，利用线路抢通的短暂
时间，向同一个方向密集发车，再由二线部
队分散运至下一路段的办法抢运物资。战

士们摸索出每天 22 点和月亏时是轰炸间
隙，抢“22”点和月亏抢运也取得了良好效
果。虽然线路未全通，9 月中旬，抢修部队
却 将 143 万 套 冬 装 全 部 运 送 到 前 线 ，9 月
底，一线战士全部穿上棉衣，让谈判桌前的
敌方代表吃惊不小。

10 月，“三角地区”在轰炸中仍接运物
资 7647 车，是 8 月份的 1 倍多，受到中央军
委的通报表扬。

敌机很狡滑。投弹时先扔定时弹再扔
重 磅 炸 弹 ，定 时 弹 被 炸 弹 掀 起 的 泥 土 掩
埋。仅 11 月，敌人在“三角地区”的价川至
顺 川 段 就 投 下 500 公 斤 以 上 的 定 时 炸 弹
82 枚，深 4 到 5 米。

1 师战士李云龙利用当民兵做过地雷
的有限知识成功拆卸了炸弹，部队迅速组
织学习，成立 13 个拆弹小组，减轻了定时
炸弹的威胁。

敌人在“炸两头”的侦察中，发现 1 师
第 1 桥梁团 9 连防守的满浦线百岭川大桥
地势特殊，120 米的大桥南北走向，一边是
峭壁一边是江水，又是 500 米半径的弯道，
没有修建便桥的条件。从 4 月到 6 月，敌人
76 天中投弹 9000 吨，使全连伤亡 99 人，战

士们坚定“人在桥就在”、“人在桥就通”的
信念，在全连只剩 30 多人情况下，抢修不
停，抢运不断，荣立集体二等功。

反“绞杀战”中，为补充材料、机具的
巨大缺口，各部队就地取材、修旧利废、自
制工具的群众性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万
能道尺”“活动螺丝扳手”“丹型水鹤”“仿
建型水鹤”就是这期间的发明。1952 年 1
月至 5 月，各部队共打捞、修理、利用各种
材 料 、机 具 达 900 多 车 皮 ，占 全 部 供 应 料
具 的 19%，保 证 了 抢 修 需 要 ，节 省 了 国 家
财富。

1952 年下半年，经由铁路运往各战场
的物资 4700 多车，可保前沿部队使用 3 个
月 ；民 用 物 资 提 高 到 上 半 年 的 147%。 美
军第 5 航空队司令爱佛莱斯特哀叹“绞杀
战已经失败”，“凡是炸断了的铁路，很少是
在 24 小时内未能修复的”。美军第 8 军军
长范弗里特在 1952 年 5 月汉城记者招待会
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
努力，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
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
到前线，创造了人间的奇迹。”

（作者系原铁道兵纪念馆馆长）

粉碎“绞杀战”保住生命线
□ 赵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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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礼炮才鸣响
战火重燃在东方
战争创伤犹未愈
岂容家门卧豺狼
领袖毅然颁国策
抗美援朝保家乡
风寒露重战事紧
大军夜过鸭绿江

一

侵朝敌军太猖狂
攻下汉城占平壤
麦帅自认无敌手
怎知遇上强中强
妙峰山下初交战
韩军哭爹又喊娘
松骨峰上天兵降
王牌美师溃退忙
铁军大战龙源里
万岁军名天下扬
炮火连天长津湖
铁马冰河晴川江
杀声如雷三千里
旌旗漫卷向南方
金刚川里军号响
白虎团变小绵羊
上甘岭上决胜负
血肉之躯长城长
彭总立马高山上
麦帅败走汉江旁

二

一条大河宽又长
养育多少好儿郎
爬冰卧雪筋骨硬
血溅沙场浩气长
小高岭上血肉飞
杨根思连传四方
纵身一跃堵枪眼
气壮山河黄继光
空中刺刀咔咔响
王海威震蓝天上
烈火焚身终不惧
少云百炼骨成钢
只身杀敌二百二
神枪手叫张桃芳
更有少年罗盛教
舍己救人葬他乡
登高英雄杨连弟
一腔热血染钢梁

一条钢铁运输线
筑就万死与千伤
岸英捐躯大浦洞
血沁黄花岁岁香
人在异乡护国土
魂归故里润三江
中华儿女多奇志
敢与日月争荣光

三

健儿征战在疆场
举国同心赴国殇
男女老少齐发动
捐钱捐物捐血浆
青壮组成担架队
枪林弹雨穿梭忙
少女剪发从军去
血里火里救死伤
工人加班炼钢铁
农民挥汗多打粮
慈母夜半缝寒衣
少儿挑灯画钢枪
豫剧皇后捐飞机
霍家军需装满仓
全国人民大生产
节衣缩食为前方
车轮滚滚驰半岛
物资源源过大江
铁骨铮铮华夏地
众志成城保家乡

四

朝鲜战场惊天地
雄狮怒吼震八方
危难关头挺身上
英雄民族世无双
板门店里敌伏首
只身单胜众豪强
谁言东亚病夫弱
一战立国威名扬
敌军止步三八线
我军凯旋归故乡
不沾他国一草木
不为功高占友邦
北极熊王垂首赞
世界霸主访红墙
亚非拉美众兄弟
扬眉吐气向东方
国泰民安七十载
往事历历未肯忘
大国崛起奠基礼
千秋万代留芬芳

爸 爸 主 动 发 来 微 信 视 频 ，“ 埋
怨”我整整 15 天没有和他联系了。
我说：“有吗？好像刚给您打过。”

他说：“错不了，你打电话的日
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说：“老曹，
你在煽情吗？”

爸爸大笑道：“不存在煽情，静下
来就会想你在做什么、吃什么……”
我的思绪随着电话里他絮絮叨叨的
话语回到了过去。

妈妈告诉我，我出生之时，爸爸
初为人父，欣喜却“神经过敏”，每间
隔一会就用指头试探我的鼻息，“莫
名”担忧这么幼小脆弱的生命。数
不清在多少个电闪雷鸣的深夜，我
被他深深包裹在怀里，听着他厚重
的心跳奔赴医院；数不清有多少个
长夜他为了照看我，没有阖过双眼；
更数不清多少个日夜我枕着他的臂
弯睡去，他用脸庞轻触我的额角，试
探温度……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是他带领
的；白墙上的泥渍简笔画，是他教
会的；沙堆里有宝藏和塔，是他告
诉的……爸爸说，我开口喊的第一
声是“爸爸”。为这事，妈妈这么多
年一直“耿耿于怀”，“明明陪伴他
更多的是我！”

爸 爸 说 ，五 岁 那 年 我 差 点 溺
水。整宿他都守在我的身边不敢离
开一步。

爸爸说，只有不合格的家长，不
会有不合格的孩子，孩子的不合格
就是家长的不称职。

十八岁的成人礼，爸爸陪我度
过。他郑重叫店家准备一碗面条，
叫我多吃几口，送给我八个字：光明
磊落，勿忘初心。上大学，他和妈妈
一起来车站送我，他一路讲笑话逗
妈妈。我上车后给我发短信说，妈
妈没有掉“豆子”。我离家出来工作
时，他正好出差，在电话里就说了四
个字“谦虚谨慎”……

和爸爸的“流水账”一幕幕在脑
海中闪现，如同昨天发生。电话那
端他问我有没有在听他说话。我晃
过神，连声说，当然在听。我接着问
他，生日快到了，想要什么礼物？

他笑得爽朗，我不希望你送礼
物给我，你送礼物给我就意味着我
老 了 。 你 好 好 工 作 ，注 意 身 体 就
好！我说，是你自己不要礼物，别到
时候说我不想给你买。

笑着挂断爸爸的视频，转眼望
见窗外一位年轻的父亲目送自己的
孩子走进校门，心中隐隐一动，眼前
这幅画面与当年爸爸送我上小学的
情境莫名重合到了一起。

愿时光放慢脚步，让无声的父
爱在有情的岁月里浅吟低唱，一直
到远方。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四公司

拌合站旁枯荣的小草奋力地描绘着秋
色，秋季的山风把树叶吹落，撒下一地精灵，
一缕缕青烟编织成一卷卷丝绸，一滴滴秋露
汇聚成一潭潭寒凉，一羽羽雁鸟裹挟着思念
将归家的眷恋寄回梦中的屋顶。

微微凉的清晨里，早起的工人们开始清
理场地，一辆辆运土车依次有序地在工地上
穿行，道路两旁的边坡被刚刚喷洒的水雾洗
涤得干干净净，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仿佛披
上了一层金辉。不一会儿，太阳升起，整个
工地也开始喧嚣热闹。褪去了夏季炎热的
炙烤，工人们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埋
头干活，有的大声呼应着点验材料、有的专
心致志地研究图纸、还有的聚精会神地复测
导线，施工进度在有条不紊地分工协作中向
前推进。一旁的机械也赶来凑热闹，向人们
施展着自己的绝活。伴随着沙石泥土卷入
搅拌机的轰鸣，不远处脚手架上的焊花翩跹
起舞，逐渐升高的塔吊对着天空卖力嘶吼，
这里的声音也许并不悦耳动听，但一定掷地
有声，铿锵有力。

一节一节的管道安装施工完毕，一段一
段的路面清理整齐划一，欣欣向荣的景象背
后，是项目部全体人员的付出和努力。

工地之秋，有它独特的魅力，身为建设
者的我们在落叶间，品尝生活滋味，在建设
中，坚定理想信念。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分汗水，一份甘
甜。这样充实的深秋定将铸就伟大。

（压题图片由薛惠提供）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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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你从酷暑到严寒，你陪我
从陌生到熟悉。

我陪你熬过了严寒等来了春暖
花开，你陪我熬过了水土不服迎来
了越来越好。

从来没有想过，“铁建人”这个
在我过去 20 多年中都没有交集的名
词，竟然变成了我青春中最靓丽的
一道风景线。

一样的青春，一样的年华，而我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中国铁建，选择
了离家千里的交城山，远离城市，远
离繁华，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心中
藏有对梦想的渴望。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蓦然回首，
已来到这座海拔千米的交城山快一
年了。刚从学校步入社会，对于一个
全新的环境，我是既新奇又陌生。清
楚地记得初来交城山，那个腼腆的小
姑娘，每天都是过度紧张的状态，和

这个 30 多人的大家庭格格不入。工
作上笨手笨脚、频频出错，生活上更
是水土不服，吃不惯住不惯，甚至很
难接受这寂静压抑的大山气息。

实 习 期 是 我 人 生 转 折 的 分 水
岭，是我将书本学到的理论转变成实
际施工技术的重要阶段。在项目领
导、同事的言传身教下，我学会了主
动去了解工作，适应环境，努力学习，
虚心请教，每当有困惑的时候，向领
导和同事们寻求帮助，他们也会给予
我耐心的指导和细心的讲解。自己
用心地积累，利用好每一段碎片时
间，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知识。

回忆这一年来的点点滴滴，有
感慨有幸福，在这里，有来自食堂阿
姨的关心：“小李呀，晚上早点睡，早
饭得按时吃，不吃早饭怎么能行。”
有来自同事的问候：“雪纯，吃的住
得不习惯给我说，缺什么少什么尽

管吱声。”有来自领导的提醒：“去现
场一定要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可能是心有热爱，也或许是岁
月的洗礼，总之，慢慢地我有了铁建
人的模样，有了铁建一员的荣耀，对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铁建职工也有
了一定的认识与理解。

在交城山的这一年，我慢慢地成
长，懂得珍惜每一个锻炼的机会，用
自己的勤奋和不懈，去跨过一块块绊
脚石，因为我坚信对于未来，真正的
感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用现在去
积淀未来，不抱怨，不逃避，热爱可抵
岁月漫长，我愿意把自己的汗水挥洒
在所爱的世界里，用勇气和自信去打
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我与交城山的故事还在继续，
我与铁建人的缘分还在积蓄，我们
都是追梦人，我们一直在路上……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二公司

□ 刘 婧

抗美援朝颂
□ 王鹏举

父 亲
□ 曹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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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交城山的故事
□ 李雪纯

巨龙蜿蜒 曾圣杰 摄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建筑公司

翻开已斑驳泛黄的日记，字迹随着时间
氤氲开来，一段久远的回忆也被娓娓讲述。

谢 洪 斌 ，1948 年 8 月 参 军 入 伍 ，1950
年 10 月作为第一批奔赴朝鲜战场的铁道
兵 战 士 ，先后荣立三等功一次，获朝鲜军
功章二枚，被授予解放奖章和胜利功勋荣
誉章。

“1950 年 10 月 9 日 ，突 接 命 令 今 天 停
工，准备迎接新任务。据可靠消息，新任务
比较艰巨，所以来一个空室清野，收拾东西
准备搬家。”

谢洪斌回忆说，对他而言，这是一次
了无目的的行军。趴在闷罐车的门缝往
外看，途经郑州，之后抵达北京丰台，一路
向北，气温也越降越低，猜想大概是要去朝
鲜了。此时，侵朝美军肆意突破战争红线，
大举越过“三八线”北进，直逼中朝边境线
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严重威胁新中国安全。

“1950 年 10 月 15 日，现在的任务不是
永久性的建设，也不是东北有任务等着我
们，而是要以战斗的姿态来迎接未来，誓以
全力保卫交通畅通，支援战争胜利！”

在丹东，谢洪斌目睹了战争的残酷，

这里废墟一片，不间断的空袭使得人们惶
恐不安，硝烟暮色中向城外慌乱迁移。“怒
火在燃烧，万恶的美国空中强盗！”谢洪斌
的日记中记录着，“对岸的新义州一片火
海，好像日暮的红云，虽然过了 30 小时还
在熊熊地燃烧着，这是朝鲜居民的房屋，
是朝鲜人几千几百年来的家乡，一阵风暴
似的空袭使得这里已经成为焦土，多么使
人痛心。”

“1951 年 3 月 5 日，幸运的是，终于在夜
间 22 时试运行了，往返两次成绩良好，桥梁
线路无大的变化，我们的行李已经用汽车
给载走了，与沸流江告别。”

此时的谢洪斌已先后参与了大同江、
沸流江、清川江等铁路桥梁的抢修任务。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朝鲜最低气温达到
零下 30 摄氏度，抢修部队克服地理不熟、
资料不全、材料奇缺等困难，使得后方补
给线迅速向前延伸。

“敌机来袭时，大家分散隐蔽；敌机离
开后，立刻回到桥上，争分夺秒抢修。”谢
洪斌讲到，“敌随炸，我随修，路随通，很多
时候刚刚修复的铁路线通车没一昼夜，又

告中断，那就再修。”
“1951 年 4 月 15 日 ，早 饭 后 因 为 没 菜

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大家跑到山上去
挖野菜，任凭弯得腰直不起来，眼睛看花
了，像牛毛一样的野菜还是找不到，找了一
个多小时后，七八个人凑了一小把，能够每
人吃一口的了。”

长期的营养跟不上、超负荷工作，使得
很多战士患上了夜盲症，即使这样，他们也
没有休息，由战友领着上工，到了固定地点
摸黑挖土。

“1952年 5月 11日，清川江、熙川江第二
次被炸；12日，清川江第三次被炸；14日，六连
维修区被炸；15 日，四连维修区被炸；17 日，
四、五连维修区及99号桥同时被炸……”

第四次战役后，美军采用前后夹击战
术，投掷大量定时弹、子母弹、杀伤弹和重
磅炸弹，疯狂破坏、阻止铁路的抢修和运
输。为了快速抢修铁路，铁道兵战士采取

“ 预 设 计 、预 测 量 、预 施 工 、预 计 划 ”的 方
式。同时，为迷惑敌机，采取架设活动桥梁
的办法，拂晓前拆除几孔桥梁，使敌机以为
是坏桥，而不必轰炸，黄昏后再将桥梁架

好，保证夜间火车通行。
……
没有制空权，加上条件的恶劣，战争打

得异常艰难。几次死里逃生，谢洪斌讲“能
够活下来是真的幸运”。夜间抢修沸流江
大桥时，谢洪斌在冰面行走时误踩上一块
浮冰，眼看飘得越来越远，他来不及多想就
跳到水中。寒冬腊月，河水冰凉刺骨，他溯
游而上攀上桥面，很快，厚厚的棉服结冰，
整个人僵得一动不能动。之后，拼尽全身
力气脱掉外衣，光着膀子、只剩一条大裤
衩，在冰天雪地里连夜跑了几公里回到驻
地。即便这样，经过一天的休息，晚上便又
投入到新的抢修任务中去。

从开拔朝鲜到胜利回国，500 篇日记里
详细记录了谢洪斌在朝鲜的点点滴滴，成
为一段被封存的记忆。今年是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合上日记
本，谢洪斌讲到，“作为亲历者，何其有幸能
与你们分享这段经历，也希望更多的年轻
人了解这段历史，牢记有国才有家，热爱我
们的伟大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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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篇日记里的抗美援朝
□ 马俊丽 吕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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