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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 宇

从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撤离后，一

年多来，彭耿没有再专门回去过。

2020 年 1 月 23 日晚至 2 月 14 日，他

曾在那里待了 20 多个昼夜，和数千名建

设者一起，参与、见证了这座刷新“中国

速度”的应急医院从无到有。

在工地的每一个夜晚，当忙完一天

的活儿，他习惯和工友们留下一张照片。

每当新挑战来临，“火神山日夜”，又迅速

在这个年轻人心底复活。

起初接到任务时，这位武汉生态环

境集团下属市政环境公司的项目经理并

不知道，是要去建设一座应急医院。

2020 年 1 月 23 日 ，武 汉“ 封 城 ”。下

午 16 时，他接到消息：火速赶往蔡甸区

知音湖畔。以为是一次常规应急抢险任

务，他啥也没收拾，开上车就去了。

到 了 工 地 ，彭 耿 才 得 知 ，武 汉 要 用

10 天 紧 急 建 设 一 座 专 门 救 治 新 冠 肺 炎

患者的医院。他所属的原武汉航发集团，

负责医院及周边道路、场地平整、配套管

网埋设等工作。

当时，医院名字尚未确定，照明设施

还没来得及搭建。现场，一块滩涂坡地掩

映在暮色中，场地临湖，高低落差较大，

不远处是几口废弃的水塘，杂草丛生。

那天是腊月二十九，许多工人在农

历小年前就回老家了，一些工厂也停工

了 ，现 场 需 要 的 材 料 哪 里 来、怎 么 运 过

来？任务太紧急了，施工设计图纸还没拿

到⋯⋯一系列困难摆在面前。

一 起 在 现 场 的 ， 还 有 中 建 三 局 、

武 汉 建 工 、 汉 阳 市 政 等 企 业 。 当 晚 ，

各 大 企 业 连 夜 调 集 施 工 机 械 与 人 员 紧

急集合。

半个小时后，第一台挖掘机进场，

彭耿和同事们当即展开前期清场工作。

多日阴雨，工地泥土软黏，“像橡

皮 胶 一 样 难 以 平 整 ”， 大 家 穿 着 套 鞋 ，

每一步踩下去再拔起来，需要用上多于

平时两倍的力量。现场立着围墙需要推

倒 ， 方 便 后 续 器 械 入 场 ； 杂 草 也 需 清

理。彭耿负责进行任务分工，同时打电

话继续调配机械、人员、物资。

施工连夜进行。彭耿一直忙到次日

凌晨近 4 时，换班后只躺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 6点多，再到工地，轰隆

声此起彼伏，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异：各

家单位的上百台挖掘机、推土机均已抵

达，正同时作业。知音湖大道上，挤满

了各种建筑材料与机械，“在设备数量与

工程进度上，和头一天晚上相比，已是

天壤之别”。

那天是大年三十，武汉航发集团投

入 170 余名管理人员、作业人员，以及

145 台机械设备，在 1 天时间内，完成

了火神山医院先期场地平整工作，以便

后续施工环节顺利实施。

建设现场，十余家施工单位、上百

台大型机械、几千余名施工人员交叉作

业 。 夜 晚 ， 大 家 在 工 地 上 “ 以 汤 代

酒”，武汉人爱喝藕汤，盛着汤的一次

性方便碗碰在一起，算是过年。

在 这 场 与 “ 疫 魔 ” 竞 速 的 较 量

中 ， 每 一 道 工 序 的 时 间 安 排 ， 精 确 到

以小时来计算。

配 套 管 网 施 工 线 路 多 、 迁 改 难 度

大 。 每 天 ， 彭 耿 刚 处 理 手 头 的 一 件 工

作，其他需要协调的事情又来了，许多

事情要当即拍板。

一次，工地需要一台杀菌设备。正

值武汉封城，全省交通管制，这类设备

不光紧缺，运输也困难。

他 在 微 信 群 与 朋 友 圈 发 布 求 助 信

息，一个山东的热心人士表示愿意义务

提供，但没法送来。彭耿需要先联系货

车，再找愿意前去的司机，还得协调办

理通行证。

搭 档 刘 占 股 记 得 ， 到 第 三 四 天

时 ， 彭 耿 嗓 子 沙 哑 ， 已 快 说 不 出 话

了 。 大 伙 儿 劝 他 休 息 一 下 ， 彭 耿 摆摆

手，继续工作。

1984 年 出 生 的 彭 耿 自 诩 “ 年 轻 ”，

从武汉理工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硕士毕业

后，他曾参与深圳地铁 3 号线、5 号线

的建设。回到武汉，先后主持多个建设

项 目 ， 是 武 汉 市 市 政 行 业 “ 优 秀 建 造

师”、所在集团公司年度标兵。

但 参 与 由 这 么 多 单 位 协 作 推 进 的

“火神山”项目，1000 个床位规模的医

院必须在 10天内完成，对他来说是第一

次。

每次凌晨离开工地前，他下意识掏

出 手 机 ， 以 同 一 个 角 度 拍 一 张 工 地 照

片，等到第二天上午再来，“看到的景

象又不一样了”。

1 月 24 日凌晨，设计师连夜加班，

5 小时内拿出设计方案；25 日，医院正

式施工，高峰期间，现场 280 套机械同

时 作 战 ； 26 日 ， 第 一 间 样 板 房 建 成 ；

27 日 ， 首 批 箱 式 集 装 箱 板 房 开 始 吊 装

搭 建 ；28 日 ， 双 层 病 房 区 钢 结 构 初 具

规模⋯⋯

工 地 分 布 着 很 多 班 组 ， 7500 名 建

设 者 ，24 小 时 不 间 断 作 业 。 施 工 进 度

最受瞩目时，参建者的身影曾出现在几

千 万 人 在 线 观 看 的 “ 云 直 播 ” 里 。 不

过，摄像头只能扫见繁忙的工地全貌，

看不清黄色安全帽下的面孔，正是这些

默默工作的人，展示着令人惊叹的中国

速度。

华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

联 通 等 前 后 方 企 业 紧 密 配 合 、 协 同 作

战；中国铁建高速公路优先放行火神山

医院物资；宝武钢、浙商中拓、五矿发

展提供钢材；中国建材提供石膏板、龙

骨⋯⋯

全国各地的援助星夜送来，看着一

辆辆挂着“武汉加油”横幅的货车开进

施工现场，本来身体已经透支的大伙儿

又充满了斗志。

亲身参与刷新“中国速度”，彭耿

感慨，这背后离不开中国建造技术的支

撑，以及同舟共济、坚不可摧一齐向前

的力量，“仿佛在带着你跑”。

“不向困难低头，敢向风浪说不。”

对一起奋战的同事，他有了新的认知，

所谓的“基建狂魔”，不过是一群善良

勇敢的人，穿上了铠甲，在所有人的祝

福中负重前行。

2020 年 9 月，彭耿获评“武汉市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 千 千 万 万 基 建 人 为 抗 疫 付 出 了 努 力 ，

我只是其中一个代表”。

90 后担纲青年突击队队长

承担起整个火神山医院室外风机及水

电安装任务时，中建三局 90 后工程师肖帅

才工作两年多。他本已到广州过年，但听闻

公司正在组织员工抢建火神山医院，他二

话不说就报了名，然后独自开车逆行武汉。

1400 公里路，他开了 14 个小时，第二天上

午抵达武汉后，顾不上连夜开车的辛苦和

疲累，直奔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

那几天，肖帅看到了很多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的新闻。他说自己有过犹豫，也有过害

怕，但作为湖北人，作为中建三局人，使命感

让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回去，“武汉的情况已

经很危急了，多一家医院就能多救一些人”。

也是因为同样的使命感，数以万计的

施工人员从全国各地赶到武汉郊区的这片

泥沼地。很多人在工地上吃的年夜饭，负责

场平的工人三班倒 24 小时不停歇。拯救一

座城市的重任扛在肩上，他们已经顾不上

过年休息了，甘愿忍受与家人在一年最重

要的节日分离，冒着被感染的巨大风险，在

这里“拼命”。

“不计报酬，不计成本，按时交工。”一

年多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火神山医院

建设现场采访时，很多工作人员都这么说。

几十年来，从参与三线建设到创造“中国速

度”，尽管环境艰苦、技术需攻坚，很多人都

是靠着一股信念闯出一片天。

而今，这一棒递到了肖帅这样的年轻 90
后手中。为准时建成火神山医院，中建三局

组建了 2000余人的青年突击队，肖帅是总队

长，并负责设备和水电安装。正常情况下需

要一周的铺线作业，肖帅抵达当晚就带领队

员一个通宵完成了。生命面前，分秒必争。

负责板房吊装的王晓红则面临着场地

受限、吊车无法直达施工现场的困境。搬运

钢材的 80后、90后员工二话不说上手便抬。

300公斤一根的钢板，最轻的钢柱也有 70公

斤一根，总计 129 吨的钢材，就是这群年轻

人顶着深冬的雨雪，一根根扛上坡道，抵达

施工地的。

公 司 本 给 员

工 安 排 了 距 离 火

神 山 医 院 两 公 里

的住处，很多人为了抢速度，24 小时驻守

在工地，困了就躺下休息一会儿。“管子上、

塑料堆上⋯⋯只要稍微软一点躺下就能睡

着。”肖帅向记者回忆。

好 在 2 月 2 日 上 午 9 时 ，总 建 筑 面 积

3.39 万平方米、可容纳 1000 张床位的火神

山医院准时交付。肖帅算了算，从抵达武汉

到交工，他总共睡了 4 个小时。

10 天 时 间 完 成 建 筑 面 积 3.39 万 平 方

米的火神山医院建设，这是一件基本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但面对“不科学”的工期要

求，他们科学地、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还是

在封城物资紧张、寒冬气温低等重重困难

的情况下。他的同事，则 12 天三班倒无间

断施工，把近 8 万平方米、3300 套房间的雷

神山医院从图纸变成了现实。

然而，肖帅只休息了半天不到，就又接

到 了 进 入 病 房 负 责 线 路 和 设 备 维 护 的 任

务 。他 召 集 自 己 所 在 小 队 的 24 名 90 后 伙

伴 ，让 大 家 在 纸 上 写 是 否 愿 意 留 下 ，结 果

24 张收回的纸条上都写着“愿意留下”。在

最危急的时候，他们眼中没有自己。

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的建成，成

为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转折点。

疫情逐渐由“人等床”转变为“床等人”，直到

两个月后，两所医院迎来患者清零、休舱。

中国速度步步刷新

建设“两山”医院的这拼劲儿，一直流

淌在中建三局人的血液里。肖帅初入公司，

就在座谈会上见到了曾参与创造“深圳速

度”的前辈。肖帅仍记得当时的震撼，“能用

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领先的技术，做别人没

做过的事情，光听着就很激动”。

40 年 前、改 革 开 放 之 初 ，中 国 没 什 么

高楼，30 层、百米高的楼都屈指可数。

一 个 绕 不 过 去 的 里 程 碑 是 1984 年 建

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深圳已经从小渔村变成

大工地，到处尘土飞扬。

开始攻坚后，技术人员加紧试验和研

究数据，现场总指挥李传芳则下令工地实

行军事化管理，“12 个小时两班倒，人停机

不停”的工作方式。

最初，使用滑模技术建一个结构层需

要 7 天，之后，速度逐渐提升到 6 天一层、5
天一层、4 天一层，直到 19 层后，达到 3 天

一层，质量完全合格。这样的速度，在 1983
年世界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

两年后，中建三局又在深圳建成了中

国 第 一 座 钢 结 构 大 厦 。到 了 20 世 纪 90 年

代，他们在建设深圳地王大厦时，创下了两

天半一层楼的新纪录，刷新了此前 3 天一

层楼的“深圳速度”。

时任建设部副部长李振东评价说，我

国的钢结构施工比西方晚了半个世纪，但

是起点高，发展快，中建三局功不可没。日

本建筑师也赞叹说，这个速度可以载入吉

尼斯世界纪录。40 多年过去，“深圳速度”

进一步发展为“中国速度”。

参与深圳国贸大厦建设的人，基本都

参加过中国的三线建设。那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宏大的工业体

系建设，建设地点是当时一穷二白、毫无工

业基础的西南地区。

为了确保项目的绝对安全，党中央决

定对外隐去攀枝花的全部地理位置和名称

信息，直到 1987 年才完全解密，由国务院

批准恢复攀枝花的名字。仅中建三局，参与

三线建设的施工人数就超过 5 万人。

在代号“渡口”的攀枝花，他们背着工

具走进了大山。路要自己造，矿得自己挖，

生产和生活用水都要自己从金沙江里挑，

没有蔬菜，大家就在业余时间垦荒种。

承建 501 电厂时，他们仅用 100 天就完

成任务，比原定工期提前 3 个月；承建 502
电厂时，首次采用活动自升式吊龙施工法；

在 503 电厂压力输水洞施工中，他们采用

了当时最先进的钢模成型、风动混凝土输

送一次浇筑成型新工艺，输送距离达 418
米，比当时的全国纪录 220 米提高近一倍。

后来闻名世界的“深圳速度”采用的滑模技

术，也是在这些基础上形成的。

完成了任务项目，中建三局的有关负

责人又主动请缨前往贵州，承建 011 系统

工 程 。当 时 ，冶 金 部 本 建 议 三 局 留 在“ 渡

口 ”，因 为 这 里 将 来 肯 定 会 发 展 为 一 个 城

市，有许多市政工程要建设，但时任中建三

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刘贤说：“我们是建筑的

‘野战军’，应当做难活、做大工程，为国家

的三线建设作更大的贡献。”

在 50 多年前，没有技术，没有设备，国

家和人民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这种精神一直传承至今。建设神木电

厂时，青年突击队员顶着 7 级大风，把自己

绑在 23 米高的烟囱平台上作业。为了节省

时间，很多人吃喝拉撒都在百米高的滑模

平台上完成。建设当时的武汉第一高楼晴

川饭店时，由于国内装备制造业水平不高，

买不到用于高层施工的塔吊和施工电梯，

他们找来图纸，自己造了一台。

进入 21世纪，中建三局和诸多国际公司

竞争，成功拿下并出色完成了世界最高平顶

大楼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中国公共建筑第一

楼央视新址大楼、香港最高楼香港环球贸易

广场等项目，让“中国速度”闻名中外。

肖帅还记得在入职前，只感觉很多地方

都有中建三局的工地，知道它承建了一些地

标性建筑，“觉得这个企业很厉害”。在这里泡

了 3 年，被盖过地标性建筑的师傅手把手带

了 3年，他成了创造“中国速度”的一员，能带

徒弟的师傅。他有信心，未来的“中国速度”和

纪录，会在他这一代年轻人手中创造。

“基建狂魔”：不只有武汉一个“主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嘉兴

一年多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正肆
虐，全国数千万人化身“云监工”，见证了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从荒芜草地到现代化
传染病医院的全过程。

世界惊呼：中国速度太惊人了！国外
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吐槽：10 天建一个医
院，美国“装个有线电视都没这么快”。

关键时刻的杰出表现不是凭空产生
的。中国在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
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很多中国人对于
在通勤时路过工地、遇到建筑工人，或是
过年回乡时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家
乡，早已见惯不怪。在海外，“一带一路”
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国建设的速
度和质量也已享誉世界。

“基建狂魔”名号的背后是，中国有
掌握熟练的技术、超过 5000 万能长期吃

苦耐劳的建筑业农民工；中国拥有世界
第一的钢产量；中国在几十年城市化进
程中，建设流程日臻成熟⋯⋯

只不过这一回，武汉是“基建狂魔”
的主场。

总部在武汉的中建三局就是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
这个组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中国三线建
设时期的“国家队”，建设过中国第一高
楼，参与建设了亚洲最大高铁站武汉火
车站、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央视新址
大楼、中国尊等众多地标性建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到了几代参
与建设的人，他们当中有的刚毕业没几年，
有的当年是年轻人，现在已接近退休，请他
们谈谈“中国速度”和“中国高度”是怎样练
就的。

我有幸见证过“中国速度”

建设者向志明、向志军、向志超、向志亮、向志

兵兄弟五人，一起驰援火神山医院建设，并肩作战。

热火朝天的工地上，“两山”的建设者争分夺秒、马力全开。这边钢筋刚绑扎完，那边混凝土便从泵

管里喷薄而出。

“两山”的建设者迎接朝阳，送别夕阳，夜以继日地奋战，体力消耗已近极限，但他们留给世界的永远是坚定前行的背影。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