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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滦入津引滦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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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歌台大路歌台

□□ 邓秋生邓秋生

大地沐浴着橙红的余晖
我把散落的夕阳披在肩上
在高耸入云的墩柱旁
让施工的号子在山谷里高亢
让铁建的旗帜随着晚风飘扬

碎云像是傍晚最先燃着的灯
把远处城市的灯火逐个点亮
机器的轰鸣声夹杂着集合哨声
催促着夜班的工人尽快换岗
让汗水抓住快要逃跑的夕阳

让铁锤砸出夜空最亮的星光

我在染红的山头里遥望
看那夜幕下城市中的绚烂灯光
川流不息的汽车尾灯划出的残影
像是都市里跳动的音符
在纵横交错的街道间
指引着人们前行的方向

山谷里一辆辆罐车逐个到岗
组装好的 T 梁迎来了塑型的时光

在遥控泵的指挥下密实排列
在指挥旗手长短不一的哨声中
成为俊朗的模样
逐渐肩负起经济腾飞的脊梁

吊塔的耸立像是星空的指挥棒
云端映衬着奋斗者的身影
铁骨铮铮的汉子身上蒸腾着白雾
衬托着大地的秋高气爽
与那璀璨的城市灯光相比
又是一番模样

冲锋的号角已经吹响
在金色的麦田中乘风破浪
跨过天堑，越过山谷
将一辆辆沉甸甸丰收的车辆
送到千家万户，成为桌前饭香
将思念的纤绳缩短
将幸福的生活点亮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昆仑投资集
团生态公司

虽然我从未穿过一天军装，但我
对铁道兵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是亲
切、是景仰、是感恩，更是一份不解之
缘。“铁道兵”三个字就如同我人生导
航的灯塔，是指引我前行的方向标，
是鼓舞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桨。

与“铁”结缘主要是因为我的表
哥，在石家庄铁道学院上学的他，可
以享受乘坐火车免票的待遇，让没见
过火车的我很是羡慕。后来在他的
影响下，我也考进了石铁院，开启了
我和铁道兵的故事。

树立志向——我的
第一位铁道兵导师王岳森

我上学时，王岳森老师是学校的
党委书记、院长。他中等个子，黑卷
发，目光有神，为人憨厚。身为校领
导的他经常骑着一辆 28 大杠自行车，
奔忙于学校的各个场所。他经常跟
学生们一起打饭交流，平易近人、和
蔼可亲。

在 毕 业 典 礼 上 ，王 岳 森 老 师 将
“精益求精、志在四方”的校训送给毕
业生，这八个字深深地影响了我。他
给我们讲 1984 年裁军和兵改工的事
儿，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他向军旗
告别后，独自回到宿舍，又默默痛哭
了一场。一身橄榄绿，一生铁兵情。

“虽然脱下了军装，却脱不掉我们铁道
兵的志气。我决定留校工作，继续为
培养‘新铁兵’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如今，只要是与石铁院师兄弟们
的相遇，总是会让我倍感亲切，只要
是看到新的领域和一线有校友在发
光发热，我也会情不自禁为之自豪。
母校时刻凝望并告诫着志在四方的石
铁院学子们，牢记校训，不忘初心。

勇于担当——我的
第二位铁道兵导师徐才宝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铁二十二局
三公司工作，遇到了徐才宝老师，他
是 1978 年入伍的一位温州籍铁道兵。

徐总是系统内最早一批干房地
产的人，凭着一股子军人的韧劲和温
州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周末
看黑板”的创业精神，他带领三公司
成功开发了财富港湾等多个项目，也
让三公司的效益和规模都有了很大
的提升。

同事们都说，徐总的抗压能力特
别强。干施工和干开发是两种不同
的管理逻辑，开发作为甲方，要在城
市建设版图中立体作画，投资和成本
动态调整，时空与环境不断变化，市
场和形势几番波折，在不确定性中追
求企业效益的确定性。徐总带着团
队，除了方案技术问题要研讨，复杂
的政府部门协调和生产销售问题要
解 决 ，没 有 哪 个 不 是 紧 要 而 又 迫 切
的。面对在我们看来非常棘手的问
题，他却总是那么从容、沉着，总能有
解 决 方 案 和 实 施 路 径 。 徐 总 常 说 ：

“我们是当过兵的人，当初在崇山峻
岭中修铁路、架桥梁，我们衣不蔽体、
食不果腹，照样干成事，这点事儿算
什么？！”

现如今，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境
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我都会想起徐
总，想起他迎难而上的态度。不管组
织上把我安排到哪个岗位，我都十分
珍惜，把它当成是一种信任，一种责
任，一种使命，就算再苦再难也绝不
会撂挑子，不讲条件坚决完成任务，
给组织交上满意的答卷。

甘于奉献——我的
第三位铁道兵导师侯加海

侯加海是 1978 年 3 月入伍的第
11 师 54 团铁道兵，也是中铁建物业
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公司初创时期，
一切从零开始，却要立即承担起 460
万平方米的房建开发、交付物业和跨
全国 16个城市的管理任务。

“ 没 有 什 么 能 够 难 倒 我 们 铁 道
兵，先紧着最紧要的问题解决，等人
员齐备就好办了。”侯总在他的一帮
物业同事和徒弟们面前，总是积极乐
观。他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急
需人员招聘到位并上岗，建章立制，
建立体系，公司各项工作很快走上正
轨。每当面临大批量交房时，他都会
亲自带队，放一张桌子在交房现场，
寸步不离地在现场督战，及时了解现
场情况、就地解决问题，哪个环节缺

人手他就亲自顶上，确保交付现场井
然 有 序 ，让 业 主 满 意 归 家 。 员 工 们
说，只要他在，哪怕什么都不干，我们
心里就有底、踏实。他也说，只有在
现场，我心里才放心。

只要有机会，侯总就给同志们讲
铁道兵的故事，讲创业的故事。退休
后 ，他 还 将 自 己 的 亲 身 经 历 编 撰 成
书，作为给物业同事们的精神馈赠。
公 司 任 何 时 候 有 任 何 问 题 ，随 时 找
他，他都能竭尽所能出主意、想办法，
出 面 协 助 帮 忙 ，从 不 讲 条 件 、讲 回
报。他一直把企业的事、员工的事当
成自己的事，恨不得把自己的一生都
奉献给企业。

蓦然回首，我已到不惑之年。从
当初的石铁院学子到如今的企业负
责人，在这 21 年与“铁”相伴相随的成
长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铁道兵，他
们身上有着太多共同的特点，他们对
企业无比忠诚，对工作高度负责；他
们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他们在困难
面前从不低头，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
们志在四方，敢于担当，甘于奉献……
他们身上有着太多优秀品质值得我
们学习。与他们为伍，我深感骄傲与
自豪，也让我深感遇到贵人，此生无
憾。薪火相传，军魂永驻。我们仍在
成长，我们也有责任接续传承和弘扬
铁道兵精神，培育新一代“铁道兵”传
人，为建设新时代“人民铁军”注入强
大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中铁地产物业公司

铁建情怀铁建情怀

在天津子牙河、南运河与海河交汇
处的三岔河口岸上，一座 10 多米高的纪
念碑巍然矗立，两侧花岗岩石上，分别
刻着邓小平于 1986 年 8 月 20 日亲笔题
写的“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9 个大字。
碑座上，用汉白玉雕刻的妇女形象栩栩
如生。她面带慈容，怀抱婴儿，左手伸
掌托天，面向海河，注视水面，似乎在凝
思着海河的今昔。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天津遭遇了半个
世 纪 以 来 最 严 重 的 干 旱 ，许 多 工 厂 停
产，农业土地龟裂，群众喝“腌咸菜”的
咸水度日，一派大旱景象。这次水荒，
严重束缚住天津市的经济发展，国家经
委发出预警：天津若因此停产，其经济
损失将远高于唐山大地震。

1981 年 8 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兴
建 引 滦 入 津 工 程 。 该 工 程 全 长 234 公
里，原计划 1984年底完工，而天津市决定
提前一年，要求在 1983 年底完工。这个
计划能否实现，关键就看它的咽喉——
位于河北省迁西、遵化两县之间穿越景
忠山的分水岭引水隧洞能否早日打通。

唐山大地震时，中铁十八局前身铁
八师奉命到唐山及天津抗震救灾，和天
津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加之修隧架桥
是铁八师自身专业，所以铁八师被天津
市和铁道兵兵部点将，推为参建这一工
程的主角，承担引滦工程中最难的引水
隧洞 7.21公里施工任务。

1981 年冬，铁八师接到任务后立即
出动。官兵们顶风雪、冒严寒，组织人
员和物资进场，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人员和急需物资就到了工地。

部队刚上场时，条件差、困难多，正
遇上多年没有的大雪，指战员不顾行军
的疲劳，不怕艰苦，在雪窝里搭起帐篷，
露天做饭，到达的当天就开始紧张的施
工 。 由 铁 八 师 40 团（后 被 誉 为“ 老 虎
团”）承建的七号斜井位于地势较低的
水坑里，水面结着一层冰，由于时间紧
迫，连队还没来得及配发水鞋，指战员
二话没说，卷起裤腿就跳进水里破冰开
挖洞口，腿被冰块划出道道血口，被冻
得 手 脚 麻 木 ，但 仍 咬 紧 牙 关 ，大 干 不
止。他们就是以这种争分夺秒的忘我
精神，迅速打开了施工局面。

时任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在开工初
期来铁八师传达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指
示 ，语 重 心 长 地 对 战 士 们 讲 ：“ 这 个 宝

（指引水隧洞）就押在你们身上了。天
津 700 多万人民，都盼望着你们……”铁
八师当即就立下军令状：“请天津人民
放心，我们一定提前让引滦入津工程在
长城脚下变成现实。”

全体指战员奋勇拼搏，以忘我劳动
的劲头和精神投入施工。风枪手拖着
80 斤重的风枪连续工作 6 小时以上，打
出 30 多个 3 米深的眼儿。推渣的战士，

在几百米长的隧洞内，推着一吨半重的
石渣来回奔跑，整个工程下来要跑近 80
里，相当于跑一个马拉松。

铁八师 39 团承建的九号洞，是全隧
有名的烂洞子，仅 200 多米长，却发生较
大的塌方 100 余次。最严重的一次，上
百方土和岩石塌下来，13 排钢拱架有 8
排急剧下沉，扭曲变形，在场的主管工
程师王国钧喊道：“不要怕，要死，咱们
死 在 一 起 ，为 人 民 而 死 是 值 得 的 ！”随
即，他第一个扛起枕木冲过险区，带领
指战员们冒着生命危险，经过 40 多分钟
的拼搏，搭起 3 个大枕木垛，保住了拱
架，顶住了塌方。

36 团承建的 12 号斜井是全线最深
的斜井，它有 527 级台阶（电视剧《五二
七级台阶》原型），208 米长，往返一次相
当于爬一幢 30 层高的楼。该团营长陈
正金拖着患有风湿性关节炎的双腿，每
天在这里多次爬上爬下，指挥施工，十
分不易。著名歌唱家关牧村曾到该洞
慰 问 演 出 ，看 到 战 士 们 如 此 艰 难 地 施
工，感动得落泪。

在施工中，铁八师先后战胜大小塌
方 591 次，攻克大小断层 239 处，排除地
下水 370 万立方米，共有 17 名同志英勇
牺牲，其中最小的 18岁，最大的 36岁。

1983 年 3 月，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
浴血奋战，引滦入津输水隧洞提前 8 个
月全线贯通，创造了水利史上的奇迹。

1983 年 9 月 11 日，引滦入津工程正
式向天津送水，甘甜清澈的滦河水流进
千家万户，结束了天津人喝苦咸水度日
的历史。铁八师用鲜血和汗水铸造了
闻名中外的“引滦精神”，受到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和中央军委的通令
嘉奖。

原铁八师师长景春阳说起“引滦入
津”就热泪盈眶，他说：“引滦入津工程
是铁道兵用汗水、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正是铁道兵的拼搏奉献让天津人民喝
上了甜水，并创造了‘为民造福的伟大
思想，顽强拼搏的革命斗志，严肃认真
的科学态度，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团
结协作的高尚风格，雷厉风行的工作作
风’的引滦精神。我们要把引滦精神传
承下去！”

今年是引滦入津工程通水 40 周年，
也是“兵改工”40 周年。40 年风华正茂，
40 年鏖战如歌，奔流不息的滦河水，就
是一座流动的丰碑。

引 滦 入 津 工 程 ，改 变 了 天 津 的 面
貌，造福了天津人民，也缔结了中铁十
八局和天津人民的深厚情谊。40 年来，

“引滦精神”已经成为支撑十八局人闯市
场、抓改革、促发展的精神支柱，成为十
八局人战胜困难、砥砺奋进、创造辉煌的
精气神，成为一座流动在十八局人心中
的精神丰碑。 作者单位：中铁十八局

——写在引滦入津工程通水写在引滦入津工程通水4040周年之际周年之际

把散落的夕阳披在肩上把散落的夕阳披在肩上 □□ 张张 鹏鹏

摄影人，内心是丰富的，也是细腻的；是柔软的，也是
韧劲十足的。手捧王荃荃摄影集《挑战地铁之最——粤港
澳大湾区最快地铁建设掠影》，脑中不自觉冒出了这个想法。

《挑战地铁之最——粤港澳大湾区最快地铁建设掠
影》（以下简称“挑战”）是王荃荃在广州轨道交通 18 号线工
作期间，在工地拍摄的部分作品集。广州轨道交通 18 号线
连接广州市中心城区与南沙自贸区，是我国当时第一条时
速 160 公里的全地下市域快线，2017 年 10 月 31 日开工，
2021 年 9 月 28 日正式开通运营。2019 年 10 月，王荃荃被委
派到该项目。他拍照的初衷，既缘自对摄影的热爱，也源
自“整个项目的低调”，“这个对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标志性
重大意义，在全国地铁中涉及标准最高、建设周期最短、创
造了全国地铁建设最快速度的重大工程，竟然鲜见宣传报
道。”于是，他便开始拍照。在 18 号线开通运营 2 周年之际
的 2023 年 7 月，这部“挑战”便由外文出版社出版。10 月 18
日至 22日，该书即现身第 75届法兰克福书展。

摄影是光线、色彩、构图的艺术，更是思想的艺术。作
为一本摄影集，“挑战”通过“最美的建设者”“最难的盾构”

“最险的暗挖”“最深的地铁站”“最大的停车场”“最快的轨
道”“最智的机电”“最飒的开通”8 个篇章，在精心呈现“挑
战地铁之最”的同时，也把挑战之美呈现得淋漓尽致。8 个
篇章，始于“美”（建设者），途于“难”“险”“深”“大”“快”

“智”，终于“飒”（开通），貌似顺理成章的叙事结构，实际显

现出摄影师用心的构思。
结构也是一种态度、情绪的表达，然而，事后的构思需要

事前的作品作为基石。在王荃荃的作品中，镜头不仅记录了
建设者建设项目的全过程场景，而且还始终以建设者为主体
来表现摄影人的意念。一幅幅照片，除第一、第八篇章人物
特写、全景外，中间 6个篇章的人物影像几乎都是“渺小”的，
但审视整幅作品，置身黑白有序、明暗对比的背景中，建设者
头戴黄色安全帽、身着红色反光背心的身影，又一瞬间成为
全部的焦点，成为奋斗的希望所在。这种“大”与“小”的反
差，或许意蕴着劳动的平凡，或许内涵着创造的艰辛；而第一
篇章“最美劳动者”的特写告诉读者，这些平凡而伟大、艰辛
而淡然的建设者是刚毅坚强、专注专业的。第八篇章鲜亮、
彩色的人物全景、中景，不禁让人顿悟：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源
于平凡的劳动；美就是劳动，就是挑战的力量。

如果说远中近镜头的运用是一种意念的构思，那么光
线的运用，则是王荃荃作品中的“神来之笔”。在隧道或透
光的构建物中摄影，不同于也更难于自然光下的摄影。但
王荃荃似乎是信手拈来，在他的镜头里，无论是隧道内还
是室外停车场的建设工地，侧光、逆光携手直线或曲线的
构图、黑白明暗的交错、仰拍或俯拍的视角、剪影背影或侧
影的透视、长短焦距的收放自如，协同着激情四溢的焊花、
纯白发散的灯光和错落有致的构件方格，让构图之美与摄
影之奇、劳动之活力与创造之灵动质朴无华地绽放在读片

人的面前。
摄影，是用无声的语言讲述发现者试图表达的故事。

在“挑战”中，王荃荃用他的摄影语言，讲述了我国基础设
施建设者孜孜以求、以平凡的人生创造“中国速度”“中国
质量”“中国价值”的故事。为“挑战”作序的人民日报广东
分社副社长吴冰说，这本画册，让我看到了湾区建设的速
度，看到了蛹化成蝶的不易，也看到了铁血硬汉的柔情，看
到了诗和远方的坚持。同时为该画册作序的广州地铁建
设管理公司党委书记邹东同样不吝赞美之词：“摄影师有
着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这让他能够熟练地运用摄影的方
法展示工程中的美以及他对工程中任何事物的情感……
这本影集饱含着对自然的敬畏，对大国工匠的崇敬和对科
技的尊重。”这一论语，或许也是“挑战”中人物之“小”、背
景之大的抽象表达吧。

王荃荃是陕西省周至县人，1975 年出生，毕业后分配
到中铁十一局三公司。少时受父亲影响喜爱摄影。他两
进西藏，参与青藏铁路等高原铁路建设。上高原，他成长
为项目指挥长；从高原走来，他接任中铁十一局广州地铁
项目党工委书记。2023 年 10 月，当鲜有联系的王荃荃突然
通过微信给我发送“挑战”的书讯时，我才知道，人民网、人
民资讯、新浪新闻、腾讯新闻等早就对“挑战”形成了一道
道报道的风景。

中国铁建真是藏龙卧虎！

美 在 挑 战 中美 在 挑 战 中

□□ 沙沙 帆帆

——王荃荃摄影作品王荃荃摄影作品《《挑战地铁之最挑战地铁之最》》赏析赏析

我和铁道兵的故事我和铁道兵的故事

□□ 王飞辉王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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