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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宪清 口述 袁 灿 车 凯 整理

我是孟宪清，1948 年入伍。在朝鲜战
场上，我和杨连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当
时，杨连第在铁道兵一师一团一营一连，我
在 三 连 ，我 们 在 同 一 个 工 地 抢 修 铁 路 桥 。
1953 年 2 月，我被调至一连任副指导员，后
被提升为指导员。

在 我 看 来 ，铁 道 兵 参 加 抗 美 援 朝 ，是
战 争 获 得 胜 利 的 一 个 重 要 因 素 。 我 们 要
保 证 铁 路 畅 通 ，把 物 资 运 到 前 线 ，要 是 运
不 过 去 ，前 方 打 仗 的 战 士 就 没 有 粮 食 吃 ，
没有武器弹药。

入朝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抢修铁路。
那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炸弹坑和炸断的
桥，连鸭绿江的桥都被炸了，朝鲜境内很少
有保留完好的桥和路基。被轰炸后的铁路，
你只能看出还保留着的形状，路基上是坑连
着坑，桥梁是一截一截的断。在朝鲜，我们
是“见坑填坑，见桥架桥”。

1949 年 8 月，杨连第参与陇海铁路抢修
任务，荣立大功一次，被誉为“登高英雄”。
1950 年年底，杨连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
表和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后，来到中朝
边境，同战友们“会师”。朝鲜战场上，他没
有因为所获荣誉而变得特殊，反而把自己看
作一名最普通的战士，和我们一起抢修铁路
桥时每次都冲在最前面。

1952 年 5 月 15 日，这个时间我一辈子

都不会忘记。那段时间，杨连第和战友们在
加紧抢修清川江大桥。那天本来是杨连第
的休息时间，可他闲不下来，一定要去现场
转转，看看螺母是否已拧紧，查查桥梁是否
符合列车通过条件。然而，就在他和战友
们抢修大桥时，敌机再次对这座桥发动空
袭，投下大量定时炸弹。一颗定时炸弹爆炸
时，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就这样，杨连第
不幸牺牲。

杨连第牺牲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一
连命名为“杨连第连”，为的就是让这个连队
天天月月年年都能够想到杨连第是我们的
战友、是我们的老大哥，更是我们的英雄，让
我们纪念英雄、学习英雄、继承英雄的遗志。

杨连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认为他
是一个听党话、为党奋斗终生的人，是一个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是一个一生都在
做好事的人。

杨连第对完成任务有很高的积极性、有
很强的创造性，我们要学习杨连第，学习他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杨连第做事胆大心细。每次“登高”修

桥的时候，他都会事先在腰上绑一根 4 米多
长的绳子，每往上爬一截，总是先固定好绳
索再进行作业，即使出现失误，不小心从高
处坠落，也因为有安全绳，身体荡在空中不
会落地，生命得到保障。

我们学习杨连第，就是要学习他的思
想、智慧。要想获得胜利，顺利完成任务，就
需要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这是
革命事业的基础。

在抢修清川江大桥时，一位战士手中的
扳手不慎滑落，掉入 5 米深的江水中。那时
候，工具特别缺乏，都是战士们珍贵的、心爱
的物件。没有这个扳手就拧不动螺丝，就不
能加固桥梁，桥梁不稳，火车通过就不安全，
这个战士急得止不住地哭。当时，杨连第担
任副连长，他安慰这名战士：“别哭了，没事，
我下去给你捞上来。”

杨连第水性特别好，潜入水中，每隔两
分多钟才出来换上一口气。深秋的清川江
江水已经很冷了，他下去一会儿就不得不回
到岸上暖和暖和。

这名战士以为扳手找不到了，任务完
不 成 了 ，哭 得 更 厉 害 了 ，杨 连 第 连 忙 安 慰
他：“我还要下去，不就是在桥底下吗，它又
不会动。”到第三次下到江里时，杨连第才
摸到扳手，举着扳手浮出水面，江边一片欢
呼声。然而这时，杨连第已冻得浑身发抖，
嘴唇发紫。

杨连第就是这样，能爬高，也能下水，有
“上天入地”的本事，是连队里的灵魂人物。

当年，我还和杨连第一起参加了在沈阳
召开的铁道兵团英模大会。我们住在同一

个旅馆里。每天，他都早早起来打扫房间卫
生，扫地拖地，打扫厕所，擦窗户。我一看，
杨连第虽然在战场是真英雄，但平时生活中
也没有觉得自己很特殊。

我心想，你能干我也能干，我比你更早
起来抢着干活。在杨连第的带动下，来参会
的战士都争相抢着干活。

我跟连队战士说，杨连第是英雄，是老
大哥，也是我们的战友，杨连第能做的事，我
们也能做；杨连第能在洪水来袭时，到洪水
拐弯的地方等着，把枕木捞上岸，这个活他
能干，我们不能干吗？

杨连第干出成绩，不骄不躁。在抢修陇
海铁路八号桥时，当他爬到最高处时，下面
人群里喊了一句“胆大心细，学习杨连第！”
杨连第说：“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说，我是凑
巧琢磨出的法子。”

有关杨连第的事，一桩桩、一件件看着
都很普通，但你细细琢磨起来，含义太深刻
了。他是我们的榜样，他牺牲以后，其精神
一直凝聚着，没有散。

正是因为保持和发扬了杨连第的光荣
传统，杨连第连曾荣立集体一等功 2 次，三
等 功 2 次 。 1977 年 ，该 连 被 一 师 评 为“ 硬
骨 头 六 连 式 连 队 ”，1981 年 、1982 年 该 连
连 续 被 评 为 一 师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精 神 文 明
先进单位。

一篇文字，可以影响人的
一生，这就是它的魅力。

算年头，已经工作了 27 年
的我，居然断断续续做了 26 年
的《中国铁道建筑报》通讯员。
力量源泉，来自 1994 年自己写
的千字文变为铅字，在《中国铁
道建筑报》的刊载。

1993 年 7 月，我被分到原
铁 道 部 第 十 五 工 程 局 一 处 三
段，三段又将我安排到八队，参
加侯（马）月（山）铁路侯马北编
组 站 建 设 。 侯 马 北 编 组 站 因

“南通秦蜀、北接塞外”而成为
华北地区最大的货运编组站。
当时的工程队沿袭铁道兵部队
连队建制，有自己固定的驻地
——队部。一下班，劳累了一
天的工人们就在队部里打牌、
下棋、看电视、休息。

我不擅长这些娱乐项目，
在开始的两个多月里，除了上
工地、翻看图纸外，就是算不
完 的 工 程 量 和 计 价 数 字 。
1994 年，因为生活段、车辆段、
生活段等房建项目开工，预算
室 的 同 事 每 天 加 班 加 点 。 我
们戏称每天干的活不是“钻地
沟”（清算基础工程量），就是

“抽筋扒皮”（抽取建筑物中各
类型号的钢筋）。

今天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工作辛苦而单调。年轻人晚餐
后会三五成群去不足一里长却
异常热闹的北街喝啤酒、吃烧烤、打台球、玩游戏机，由
于不精于此道逐渐落单。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老琢磨单
位里“形形色色”的人，队长的全面部署，书记的刚正不
阿，工人的吃苦耐劳，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种特别的东
西。自己也总有一种想描述他们的冲动。

1994 年国庆节前，队里工会完成了“建家建线”，获
得上级工会组织的表扬。职工宿舍里，全都统一配发了
床和床上用品。部队过来的老同志，其实也不老，1982
年 最 后 一 批 入 伍 的 铁 道 兵 ，有 的 还 不 到 30 岁 。 这 次

“建家建线”让兵改工后的新老职工感受到了组织的
温暖和企业的关怀。转工过来的老同志们，将新配发
的床铺打理成部队时的那样，有棱有角，整齐划一。

我 看 到 这 件 事 ，终 于 有 感 而 发 ，写 了 篇《权 不 在
大，办事就行——记十五局一处八队队长张九林建家
二三事》，用信纸工工整整地抄写好以后，贴上 8 分钱
的邮票，便投到中国铁道建筑报社。投寄之后，这事
就跟翻日历那样简单平常地过去了。

直到一个月后，有天下午上班，队长在队部大院里
大声喊：“赵利强”，我住在院子的最东边，听到队长喊就
赶快跑过去。

队部管理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都走出了
办公室，只见队长手里拿着报纸，在大声地读，又好像什
么事都没发生。我也纳闷队长有什么急事喊我！

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凑到队长面前，只见他笑着说：
“你小子什么时候写的咱们队的事？居然登报了！”这
时，队长展开报纸，大家都看到了我写的那篇文章。

“我们一直是优秀连队，部队时期就很优秀。但没
有一个人写过咱们连队的事迹。”队长对大家说的时候
看着我，“今后每个月给你几天时间，你就充分利用，多
写写咱们队里的先进人物。”

其实，我看到自己的文字刊登在报纸上，早已心花
怒放，激动不已。那年春节前，队里开职工大会，有个
议程就是给“新闻报道先进个人”颁奖，一封烫金的奖
状 和 100 元 奖 金 ，我 领 取 时 ，全 队 职 工 投 来 赞 许 的 目
光。那份无上荣誉感和个人成就感，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篇千字文，给我信心和力量，激发了我的写稿热
情。之后三段书记周青、八队书记张保祥、二班工班长
胡建平、领工员张三反、女工团体的事迹都出现在了《中
国铁道建筑报》。因此，我成了一处的名人。当时，一处
宣传科和工会办、计划科都要调我。因为来自农村，家
里穷，当时三段在侯马北处于施工大干阶段，每月的工
资是处机关老科长工资的两倍多，我选择留在三段。

1997 年，段里领导调整后，听说“赵利强笔头厉害”，
便将我从计划股调整到办公室。我知道自己半斤八两
的能力与水平，“豆腐块”都要反复加工，要胜任办公室
的文字工作，就只能不停地练笔。工作之余，我一直不
间断地向《中国铁道建筑报》《山西工人报》《陕西工人
报》投稿。这一投，就是 27年。

我的一位领导对我说，别让你的笔“生锈”。笔不生
锈，方可妙笔生花。20 多年的通讯员之路，我真正体会
到与文字打交道必须具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
一句空”的无悔与坚忍，也明白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
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与艰辛。

累并快乐着，我非常热爱并喜欢做个兼职通讯员
的工作。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一局

我的兄弟叫杨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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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旁的一片空地上
零星长着几棵小草
微风拂过，轻轻露头
好奇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
这里，偏僻荒凉、人烟稀少
这里，没有草原的壮美豪情
这里，没有绿洲的天然优越
小草沉下心
在石头夹缝里奋力生长
根，努力深入一点
腰，再往上挺一下
一串道砟挤压声由远及近而来

他们，甩开臂膀、铿锵有力
他们，皮肤黝黑、眼神笃定
接下来的无数个日夜
无论烈日狂风还是雨雪风霜
路基填筑完一层又一层
道砟捣固了一遍又一遍
细数着过往岁月
感受着道砟冷暖
小草与筑路者始终相伴
丈量土地的脚步声渐行渐远
轨道线毅然地延伸到远方

作者单位：中铁十二局三公司

铁路边的小草
□ 李毅红

一

山高壑深亘古成，
蜿蜒百里路难行。
铁建劲旅战巫镇，
渝陕漫道抖精神。
攀崖爬壁踏蛮荆，
劈山吊索天堑通。
机械物资走捷径，
助力桥隧早开工。

二

风枪嘟嘟钻山腹，
机械车辆互为伍。
优化流水作业线，
隧道掘进提速度。
安全质量抓要处，
全员管理见功夫。
精查细找排隐患，
关键环节守得住。

三

疫情期间忙出征，
铁兵精神在传承。
常听亲人叮咛语，
每是含泪点头应。
日复一日岁如风，
桥高隧长久为功。
拼搏奉献促高产，
盼得巫镇捷报声。

注：
巫（溪）镇（坪）高 速

公 路 —— 重 庆 首 条 直 接
连 接 陕 西 的 高 速 公 路 出
口通道，桥隧比占 90.6%。
有 的 地 段 靠 缆 索 吊 运 机
械上山。

作者单位：中铁十二
局四公司

赵
利
强

“Bonjour,Monsieur!Bonjour,
Madame!（你 好 ，先 生 ！ 你 好 ，女
士 ！）”，每 天 早 上 7 点 ，在 她 亲
切 的 问 候 声 中 ，拉 开 了 繁 忙 工
作的序幕。

她叫 ACHIMA（阿诗玛），是
中 铁 十 七 局 建 筑 公 司 阿 尔 及 利
亚项目接收的当地实习大学生，
实习岗位是办公室助理，跟着项
目专职法语翻译魏旭彤，主要负
责 办 理 人 员 签 证 、保 险 、对 外 沟
通协调等工作。

“阿诗玛，劳动局，返签资料。”
“收到，马上去。”
平时，项目职工都是用这样

简单的汉语跟她沟通。她非常喜

欢汉语，工余时间跟着师傅魏旭彤
学习汉语。慢慢的，她的笔记本
里除了工作事项，就是随处可见
的中国字，其中“我喜欢中国，我
想去北京、上海看看”这几句话格
外醒目。

由于家和项目部距离较远，
每天早上 5点半，阿诗玛就要去村
里唯一的公交站等车，然后坐车
来上班。中午，她跟大家一起在
项目部的职工食堂吃饭。阿诗玛
说：“在这吃饭不存在文化差异，
因 为 是 清 真 食 堂 。 我 特 别 喜 欢
项目厨师做的油泼辣子，不管吃
啥饭总喜欢加点。时间一久，面
条、包子、米饭等中国饭，样样对

她都有了吸引力。”
从刚来时的不知所措，到现

在的娴熟老道；从语言沟通障碍，
到现在的简单汉语交流；从民族
文化习俗差异，到学会理解包容
融入……阿诗玛说：“遇见中国铁
建，加入中国铁建，能更早地接触
多元文化，我真是个幸运儿。”

眼下，阿诗玛已经完全适应
项 目 部 的 工 作 生 活 。 她 性 格 活
泼、乐观，工作积极，项目年轻职
工 亲 热 地 称 呼 她 为 ：“ 阿 诗 玛 大
姐 姐 ”。 在 彼 此 相 处 过 程 中 ，项
目 职 工 也 通 过 她 进 一 步 了 解 了
阿拉伯文化。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建筑公司

项目部的“阿诗玛”
□ 王秀秀 王 洋

希 望 张 超 摄

作者单位：中铁十六局二公司

巫镇抒怀

□ 田 甜

□ 赵其红

运输线反“绞杀战”的同时，前方志愿
军已完成了 1951 年夏秋防御作战、1952 年
春夏季巩固阵地及反轰炸、反细菌战役、
1952 年秋季有限目的进攻与上甘岭战役。
但敌人不甘心失败，策划在东、西海岸蜂腰
部登陆作战以挽回败局。

志愿军司令部号召各部队做好反敌登
陆作战准备，要求铁道兵团加强和改善原
有铁路，尽快抢建新线，保证在任何情况下
的运输畅通，供应不断。

京义线承担着 80%的战备运输任务。
敌 人 对 该 线 进 行 了 空 前 规 模 的 轰 炸 ，仅
1953 年 1 月 5 日至 15 日，就出动飞机 1500
架次。其中 1月 12 日轰炸大宁江桥时，一天
出动飞机 256 架次，大桥正桥钢梁全部被炸
落，便桥皆毁。

抢修部队在敌机轰炸和定时弹、子母
弹的威胁下，冒着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
日夜抢修。战士们每天作业达 14 小时以
上，连续在冰水中作业长达 9 小时，以顽强
的毅力抢通了西清川江、大宁江、东濑江等
多座便桥，打破了敌人对京义线的封锁。

敌机在这一阶段加剧了夜间轰炸，除
重点封锁桥梁、车站外，还经常袭击行进中
的列车和施工现场，扔下的定时弹、子母弹
对夜间作业的战士伤害极大。

同年 2 月 8 日夜，铁 2 师 6 团 11 连副班

长袁孝文巡道时碰响了子母弹，被炸断了双
腿。他顽强爬行 300 多米在轨道上安置响
墩，阻止了列车行进，光荣牺牲。炸弹并没
有阻止战士们的抢修速度，各线大量便桥、
迂回线的抢建及原有线的整修、加固按时完
成，争取到 80%以上的通车率。到 2 月底，各
线都超额完成了战备物资的运输囤积任务，
两次受到志愿军总部的通令表扬。

为反敌登陆作战，1952 年 11 月 23 日，
中朝两国在《关于在朝鲜境内修筑铁路的
协定》中规定：筹备成立新建铁路指挥局，
抢建龟城经价川至殷山（龟殷线）和德川经
球场至八院面（德八线）两条干线间的联络
线，首先抢建龟殷线。12 月 20 日，新建铁路
指挥局成立，郭维城为局长。中央军委调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工程第 5、6、7、9 师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 3、5 师，依次改
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第 5、6、7、9、
10、11 师；又调铁路员工 5000 人，其中技术
干部 200 余人，补入各师，归建新建铁路指
挥局，立即入朝抢建新线铁路。

1952 年 12 月 23 日，各部队分批入朝；
1953 年 1月中下旬，先后到达指定定点。

龟殷线全长 129.35 公里，跨东门川、川
坊江、大宁江、九龙江、清川江、大同江等主
要河流，穿龟山、久阴里、退逾岭等山岳，共
有路基土石方 271 万立方米，大小桥梁 92
座，涵管 367 座，站场 17 处，工期 2 个月。为
适应战争需要，中朝双方商定，适当降低建
桥标准，抢出时间。

1953 年 1 月 31 日，新建指挥局召开临
时党委扩大会议，对新建铁路工期和质量
提出要求，划分了队伍任务管区。同年 2 月
1日，全线正式开工。

施工现场，气温直逼零下 30 摄氏度，冻
土层厚达 1 米，新建部队技术力量薄弱，又
缺乏实践经验。加之敌机、敌特不时骚扰
破坏，工程所需材料难以及时供应，施工困
难很大。抢建部队边学边干，施工效率不
断提高。冻土开挖由平均每人每天 0.5 立
方米迅速提高到 2 立方米以上。凭借这种
精神，3 月底修通了龟城至价川段，4 月 5 日

修通价川至殷山段，全线较原计划提前 25
天通车，工程质量按抢建标准评为良好，允
许行车时速达到 30公里。

彭德怀司令员发来贺信：这条铁路的
修成，进一步保证在敌人大举进攻情况下
的运输供应，有助于我们亲密的友邦朝鲜
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
义和经济意义。随后，新建铁路局一部分执
行其他任务，大部队立即转战抢建德八线。

战争中的节节失利让敌人登陆企图落
空，准备和谈。

为巩固胜利成果，上级要求在朝鲜“停
战”协定签字后 10 日内，抢通京义线新幕至
开城段。新开段全长 81 公里，因靠近“三八
线”屡遭破坏，且范围大。

同年 6月 14 日，抢修部队在敌人严密封
锁下开始隐蔽施工；6 月 28 日，基本完成关
键工程的抢修；等“停战”协定签字，部队仅
用 3个昼夜，于 7月 30日修通全线。

至此，抗美援朝战时铁路抢修结束。
（作者系原铁道兵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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