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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水三用”到喝上自来水
——一个石漠化山村的吃水记忆

自强的力量
——成昆铁路通车50年记

这是一条英雄的铁路，30 多万

筑路大军艰苦奋斗，牺牲 2000 余

人，打通了连接川滇两省的钢铁大

动脉。

这是一条艰辛的险路，一代代

“成昆人”持一把锹、一把镐与严寒、

酷暑、灾害作斗争，维护成昆铁路畅

通50年。

这是一条人民的幸福路，半个

世纪运行不辍，为国家建设、地方发

展、民族团结进步发挥了难以估量

的巨大作用。

……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50 年来，通

过电气化、扩能改造等方式不断提

升、提速、跨越，无论在过去，还是在

新时代，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

筑路自强：
英雄创时局 逢山开坦途

草木苍翠、墓碑高耸。

成昆铁路的烈士大都被安葬在

铁路沿线的陵园里。远处，不时传来

火车汽笛声。满头白发的老铁道兵

宁祥友今年 79岁，每当他到陵园看

望战友时，思绪就不由自主地回到

当年。

1958年，中央一声令下，成昆铁

路建设启动。

“三线建设的重点是‘两基一

线’，其中‘一线’就是成昆铁路。”在

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副馆

长张鸿春说，“这条铁路对于我国巩

固国防、资源开发和西南地区的发

展意义重大。”

成昆铁路经过的川滇交界地区

山高谷深，地质结构极为复杂，有

“地质博物馆”之称，曾被外国专家

断言为“铁路禁区”。

面对极限挑战，由 30 多万中国

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铁路职工和

支铁群众组成的筑路大军，逢山凿

路、遇水架桥，开启了气壮山河的成

昆铁路建设大会战。

1965 年，宁祥友和战友们来到

云南禄丰县修成昆铁路，在崇山峻

岭间打洞8个月、砌挡墙2个月……

一干就是5年。

“条件特别艰苦，但我们有种不

服输的精神，誓死啃下这块‘硬骨

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至今让

宁祥友自豪不已。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

1083 公 里 ，30 多 万 人 参 建 ，

2000 多人牺牲。中国铁路昆明局集

团档案室干事王福永说，成昆铁路

平均每公里就有大约两名筑路者

牺牲。

在壁立千仞的大渡河峡谷内，

坐落着一座铁道兵博物馆。不远处，

就是“一线天”石拱桥——当时我国

跨度最大的空腹式铁路石拱桥。

“悬崖近乎 90度，无法站立，只

能用绳索把人吊在半空，用钢钎和

铁锤打炮眼，山石随时会垮……”在

一张历史图片前，博物馆讲解员王

帮华说，当年的筑路者付出了巨大

的艰辛与牺牲。

1970年 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

通车，突破当时多项中国铁路乃至

世界铁路之最，创造了世界铁路建

设史上的奇迹。通车当天，10万军民

在四川西昌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

博物馆旁的“峡谷第一村”胜利

村，曾是“悬崖村”。近年来，在脱贫

攻坚政策的支持下，村民陆续从山

顶搬迁到成昆铁路边，发展绿色产

业、乡村旅游，去年人均收入超过

1.5万元。

“村里很多人的长辈都曾参与

过成昆铁路修建，当年那种战天斗

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已深深烙刻在村民心里，成为脱贫

奔小康的精神动力。”胜利村党支部

书记王勇说。

守路自强：
绝壁多磨难 砥砺写春秋

建成昆难，运维成昆亦难。

风雨成昆 50 年，这条钢铁巨龙

不断面临山体滑坡、泥石流、水害等

重重挑战。外国专家曾预言：“成昆铁

路即使修通了，也会变成一堆废铁。”

1970年 10月，成昆铁路通车仅

3个月，原乌斯河工务段便组建了孤

石危岩整治队，在悬崖陡坡上查危

石、排险情。

1974 年，整治队首任工长白清

芝在作业时，保险绳被岩石磨断，坠

下悬崖，不幸牺牲。但是，一代代“孤

石人”前仆后继，从未间断。

更为艰险的是抢险救灾。1991

年 9月 19日凌晨，暴雨如注，大湾子

车站一侧山体垮塌，掩埋了两节货

车和一条轨道。滚下的石头，大的有

10多吨。

灾情就是命令！车站职工柏兴华

与工友们提着汽灯，冒雨抢险……中

断、抢通，又中断、再抢通！成昆线上

每一次抢险救灾，都有许多惊心动

魄的故事。

成昆线上峡谷纵横，很多小站

位于大山深处，除了路轨，再无其它

方式与外界连接。

“ 危 险 之 外 ，还 有 艰 苦 和 寂

寞。”在成昆线干了 20 多年的李金

说，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夏天 40

多摄氏度很常见，钢轨都烫手，能

煎鸡蛋……

在海拔 2478 米、被称为“风之

站”的沙马拉达车站，值班员耿玉坤

1988年来到这里，坚守至今。上级要

将他调到条件较好的车站，但被他

婉言谢绝。“时间长了，对这里有感

情了。”

“金江的太阳，马道的风，燕岗

打雷像炮轰，普雄下雨如过冬……”

在成昆线上，扎根深山车站的人很

多，他们用坚守诠释着小站职工的

人生价值。

千磨万击还坚劲。50年来，一代

代成昆人用心用情甚至用生命，守

护着这条铁路大动脉的有序运营，

打破了外国专家“成昆铁路会变成

一堆废铁”的预言。

自通车之日开行至今的“小慢

车”，是成昆线上独特的风景。50年

来，它穿梭在大凉山间，成为沿途各

族群众的运输车、致富车、校车。

“票价最低两块钱，带货不收

钱，票价25年没涨过。”彝族女列车

长阿西阿呷笑着说，“看着老乡的

农产品卖得掉，孩子们上学方便，

还能助力脱贫攻坚，慢车亏本也不

会停运。”

金沙江畔，攀枝花市从不毛之

地已发展为中国现代钢城、钒钛之

都。“这里‘承包’了全国三成以上的

高铁钢轨、80%的出口钢轨，全部依

赖成昆铁路运输。”攀钢集团钢钒公

司型材轧制首席工程师陶功明说。

“顶风云、举北斗、托嫦娥、铸天

链……没有成昆铁路的运输保障，

就没有发射中心的这些骄人业绩。”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保障部党委副书

记张晓霞说，成昆铁路就是发射中

心的“生命线”。

创新自强：
再战成昆线 奋发向未来

山峰“飞驰”，峡谷闪现。

望着窗外风景，27岁的D789次

列车车长赵丹玉会想起老一辈车长

讲述的成昆故事。

那时，绿皮车缓慢地爬行在山

间，从昆明到攀枝花要7个多小时。

现在，她所值乘的复兴号动车“绿巨

人”，只需2个多小时。

赵丹玉值乘的列车跑的是新成

昆铁路——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

程，是“十三五”规划的重点工程，也

是“一带一路”连接东南亚贸易口岸

的重要通道。

“新成昆铁路2013年动工，全长

850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中铁

二院新成昆铁路总体设计负责人王

维说，“目前，昆明至攀枝花米易段已

通车，峨眉至米易段正在加紧建设。”

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成昆

铁路很多路段只能以“大回环”旋转

的方式爬坡，这被称为“展线”。

成昆铁路龙骨甸车站到羊臼河

车站间，就建有3条展线，线路长32

公里。而新建成通车的永广铁路，采

用“三隧夹两桥”方案，新线比老线

缩短21公里。

“以前用道尺检测铁轨，误差 1

毫米；现在采用0级轨道检测仪，误

差 0.01 毫米。检测一公里路轨由半

个多小时缩短到 10 分钟。”广通工

电段职工王国民对新老变化深有

体会。

正在紧张施工的小相岭隧道全

长 21.8 公里，是新成昆铁路最长隧

道。笔者进入隧道看到，喷淋机、大

功率抽风机、现代化挖掘机……如

今的隧道挖掘设备和技术已今非

昔比。

“这里地质结构极为复杂，50多

年前，我爷爷就参与了成昆铁路最

长的沙马拉达隧道修建，很难想象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中铁隧道

局集团小相岭隧道项目调度主任郑

东东感叹道。

云南元谋县被誉为“金沙江边

菜篮子”，副县长张荣说，成昆铁路

是元谋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新成昆

铁路全线贯通后，前景更加喜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

在新时代，成昆铁路历经半个

多世纪凝练而成的自强不息奋斗精

神，必将创造更大的辉煌。

（新华社 王长山 杨三军 谢佼
丁怡全）

当清澈的河水从水龙头里哗

哗流出，新安村外干冬屯 99岁老

人韦世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

觉，吃水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他家中的一口大石缸和一根磨得

发亮的扁担，无言地记录着这个

石漠化山村的吃水历史。

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

镇新安村地处水资源极度缺乏的

大石山区，从县城出发，需要沿着

小路盘山而上，翻过几座石山后

才能到达村委会所在地，莽莽群

山阻隔了世代新安村群众寻找水

源的希望。

从韦世英记事起，大石缸和

扁担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物件。距

离村委会 3 公里外的一片坡地

上，仅有的一口水井是历年来村

民的唯一取水点。这口井的井口

只有脸盘大小，深度却有 10 多

米。村民们用麻绳吊竹筒取水，井

口石上的磨痕，一道道数厘米深。

“来晚了就得排上半天队”，

年轻时，韦世英每天天没亮就打

着火把，一根扁担两个木桶，来回

走 3个小时取水。山路崎岖曲折，

为减少桶中的水因颠簸外洒，他

就往桶里放点树叶或禾草盖着，

挑回家倒入大石缸里。

“滴水贵如油”曾是这里的真

实写照。石缸里的水不仅人用，还

得喂牲口，还得去浇地，这样“一

水三用”的日子，韦世英过了大半

辈子。

为解决新安村用水难题，自

2000 年开始，在当地政府的帮扶

下，新安村几乎家家户户都建起

了家庭水柜，村民们外出挑水的

频率少了。

“大家在房子外架设了一条

条管道，把雨水引流入水柜。”村

委会主任韦代勇回忆，人们往水

柜里撒生石灰消毒。每年 10月到

次年 4 月枯水期，喝不上水的村

民重新过上挑水的日子。

多年来，寻找稳定水源是每

一位新安村干部群众的心头大

事。2015年，县水利局的技术人员

在外干冬屯附近找到一处水源，

打下井后，抽出来的水只够附近

两个屯使用，还时常断水。干部群

众们不甘心，又到附近村屯寻找

水源，但由于新安村地处喀斯特

山区且地势高，地表水极其缺乏，

打了好几口井都没有出水。

2018 年 3 月，驻村第一书记

罗代欢刚来到村里，便立刻踏上

“找水之路”。他申请 110 多万元

修建人畜饮水工程，计划从几公

里外一口地势较低的水井引水至

新安村。要引水必须先修一条便

道通到山顶，把建筑材料拉上去

建高位水池。经过努力，一条蜿蜒

曲折的运输便道盘山而上，2019

年 9月，高位水池建成。

“原来的水井出水量不够，我

们又申请资金打了 3 口井，但井

水时断时续，村里仍然不能稳定

供水。”罗代欢说，正当再次陷入

困境之时，他偶然听村民说原取

水井附近有一个天然溶洞，以前

大旱缺水时，村民曾下到该溶洞

60多米深处取水。他立即带着几

名干部群众，举着火把，在阴暗潮

湿的溶洞里走了半个小时，果真

找到了水源。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罗代欢

借来抽水机试抽水一个星期，发

现溶洞的水位几乎没有下降，出

水量比较稳定。经过检测，水质达

到饮用标准。2020年 2月，新安村

饮水巩固提升工程正式启动。一

个月左右的时间，清澈的地下河

河水通过 1.8 万多米长的水管流

入新安村239户村民家中。

用上自来水后，喜出望外的

贫困户卢昌宏立马修建了一个新

牛棚。“有稳定水源，发展养殖也

有底气。”卢昌宏说。

困扰新安村多年的饮水难题

终于得到彻底解决，不少像卢昌

宏一样的村民纷纷发展起种养产

业。如今走在新安村田间地头，一

片片绿油油的青蒿长势正旺，牧

草迎风摇曳。罗代欢说，截至目

前，全村种植油青蒿 850亩、牧草

200 亩、构树 40亩，肉牛存栏 256

头，特色产业覆盖 95%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

潺潺流水，承载着新安村干

部群众同艰苦环境作斗争的不懈

努力，也象征着这个石漠化山村

发展正开启新的征程。

（新华社 黄浩铭 陈一帆 胡正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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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夜经济”两个月
“进账”超11亿元

新华社石家庄 7月 8日电（记者

闫起磊）来自石家庄市商务局的数据

显示，今年4月 15日到 6月 14日，石

家庄市 109 家“夜经济”延时营业重

点企业累计全天实现销售额38.35 亿

元 ，已 恢 复 至 去 年 同 期 水 平 的

88.46%，夜间实现销售额11.21亿元，

占到全天营业额的29.23%。

自4月 15日启动“夜经济”以来，

石家庄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同时，依托发放消费券、夜间惠民经

营等活动，深度拓展食、游、购、娱等

多元消费业态，大力提升夜间消费便

利度和活跃度，释放“夜经济”活力。

在石家庄各大城市综合体，形式

多样的夜间惠民经营活动给人们带

来不一样的夜生活体验。“汽车后备

厢集市”上，文创产品、服饰饰品、创

意手工等商品，令人目不暇接。一些

商业广场还通过邀请乐队驻唱等形

式，吸引客流。

石家庄市商务局负责人表示，

“夜经济”已成为促消费、稳经济的重

要载体，下一步将着力建设提升一批

特色突出、品质高档、环境优美的夜

间经济载体，打造形成消费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开放活跃的

“夜经济”体系，推动“夜经济”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讯（记者 漆世
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近
日，成都市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印

发了《成都市社区综合

体功能设置导则》（以下

简称《导则》），构建形成

了“基本公共服务+其他

生活服务”的功能业态

服务体系，制定了适宜

进入和不适宜进入社区

综合体的业态建议清

单，提出便民服务、教

育、医养、体育、文化5大

特色主题场景的社区综

合体配置模式。

《导则》要求社区综

合体内部的功能业态设

置要充分征求社区居民

意见，由社区对辖区居

民的服务需求进行摸底

调查后，在社区综合体内精准配置，提

供满足全龄段居民所需的各项公共与

生活服务。《导则》鼓励相似服务功能在

不同时段共享同一空间，或互补服务功

能在同一时空无边界融合，营造“线上+

线下”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此外，《导

则》还按照“平疫结合”的原则，明确了

社区综合体内可临时用于治疗护理、隔

离收容、物资保障的功能空间等。

据了解，该《导则》也是成都首次对

社区综合体的功能业态设置和运营模

式进行明确。依据《导则》，未来，社区居

民就近就能享受到更多贴心、便民、可

供选择的社区服务事项。

宜宾市翠屏区
启动“亲子文明行”
志愿服务项目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近日，四川

宜宾市翠屏区以2020年暑期“亲子文

明行”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工作培训会、

传承好家风好家训暨家长学校管理运

行培训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指标体系解读培训会、中国志愿服

务网操作培训会“四会套开”的形式，

启动了“亲子文明行”志愿服务项目，

为宜宾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助力。

据了解，本次会议旨在通过暑期

“亲子文明行”志愿服务项目孵化活

动，促进家庭、学校、社会共同重视未

成年人工作，协同发力，让翠屏区未

成年人与学生家长共同了解和参与

全市创文工作，提升文明素质。此外，

翠屏区委宣传部、区妇联、区教育体

育局、区民政局的相关负责人还在会

上分别就暑期“亲子文明行”志愿服

务项目孵化工作、传承好家风好家训

暨家长学校管理运行工作、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国志愿服务网

项目发布接单与志愿者服务工作等

内容进行了系统培训。

会议指出，亲子志愿服务项目是

创文成功的重要推手，各级领导干部

要高度重视，认真落实；要动员参与，

严密组织，广泛动员全区学校和家庭

加入志愿者行列，做好项目培训跟

进；要统一行动，落实责任，志愿活动

要统一时间，统一装备，相关单位要

明确职责，加强监管；要做好结合，持

之以恒，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三位一体，建立健全志愿服务活动

长效机制。

彭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者加油站·成长营”
开启

本报讯（白杨）7 月 6 日晚，由四

川省彭州市委宣传部、彭州市妇联联

合举办的“志愿者加油站·成长营”

夜校培训在彭州市天彭街道朝阳中

路社区启动。此次培训活动由天彭街

道朝阳中路社区、彭州市巾帼志愿者

服务中心承办，得到了成都市女知识

分子联合会的大力支持。参加培训的

55 名志愿者均由天彭街道、致和街

道和各社会组织选派。

彭州市委宣传部创建科科长邱

林彬就志愿者及志愿者服务总况、志

愿服务考核要求、培训团队向参训志

愿者作了详实介绍；创建科副科长曾

萌就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硬、软件建

设作了全面讲解；创建科尹唯晓对

2020 年 1 月—6 月彭州市志愿者服

务项目工作进行了纵横对比。彭州市

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陈蓉对

所有参训学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殷

切希望，希望通过规范培训后的志愿

者们活跃在城市与社区的不同领域，

引领带动更多的人参与投入到志愿

服务活动中来，让雷锋精神得以传

承，让志愿服务成为时代新风尚，以

创新、真心、爱心为社会文明和社会

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外，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中国梦关心下一代幸

福工程高级讲师、成都市女知识分子

联合会心理分会会长杨继芬老师对

本期培训的课程设计作了详细介绍，

并就团队建设以“我与世界”为题，

为参训人员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视野，

为后续课程的有序有效开展做好了

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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