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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鼎

“那时候我们国家粮食短缺，国家

把发展农业、增产粮食放在了非常重要

的位置。北京市率先组织了全国第一支

青年志愿垦荒队，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

天 津 ， 在 天 津 青 年 中 产 生 了 强 烈 的 反

响，大家都‘坐不住’了，争着抢着要

去参加垦荒。我是一个穷人家出身的孩

子，旧社会我吃不饱、穿不暖。新中国

成立之后，家里有了土地，生活才有了

保障，因此始终对党、对国家怀着满满的

感恩，总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做点什么，用

我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党的恩情。”在

“温暖一平方”直播间，年过八旬的杜俊

起回忆起那段时光时依然激动。

垦荒精神在这里诞生

1955 年 是 我 国 第 一 个 国 民 经 济 建

设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国家与人民对粮食的需求量日益增

大。为了实现党中央制定的“一五”垦

荒计划，同年，来自五省市的 2602 名

垦荒队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团中央

的组织下，竖起了新中国第一面青年志

愿垦荒大旗，以“团结、忍受、学习、

斗争”的顽强意志，在祖国的东北边陲

开始了战天斗地的垦荒历程。不到一个

月，天津就有一万多名青年报了名，最

终经过选拔，共有 272 名青年入选天津

市志愿垦荒队，杜俊起便是其中之一。

这 272 人分为两批来到黑龙江省鹤岗市

萝北县，开始了对北大荒的开发建设。

20 世纪 50 年代，北大荒自然环境

十分恶劣。按杜俊起的话说，当时四周

都是一望无际的旷野，处处是沼泽地，

见不到人，看不到房子，更没有路，完

全如那句话描述的一样：“三十里路对

面炕，六十里路是邻居。”

杜俊起回忆说，北大荒的冬天出奇

的 冷 ， 最 冷 的 时 候 零 下 40 多 摄 氏 度 。

晚上睡觉，棉衣棉裤都不能脱，还得戴

着狗皮帽子，穿着棉鞋，蒙着棉被。由于

蒙头睡觉，被窝里的哈气让棉被结上了

冰霜，有的队员耳朵冻起了大水泡，还有

的冻伤了手和脚。到了春夏，蚊蝇轮番进

攻，像“疯了”一样扑向垦荒队员。

垦荒队员凭着顽强的意志，打出了

井，盖起了房，开出了地，种出了粮。

垦荒队员中 98%以上的人都有不同程度

的冻伤，他们中除个别因伤病或工作调

动离开农场，基本全部留在了这片黑土

地，实现了“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

身献子孙”的壮举。

垦荒精神在这里传递

1970 年的 1 月，史文学出生在北大

荒。小时候，他总感觉这里的天气特别

冷，出去玩一会儿耳朵和鼻子尖就冻白

了。这里也特别荒凉，出了门旁边就是

大草甸，而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

土地特别肥沃。不上学的时候，史文学

会跟着父亲去地里干农活，听父亲讲垦

荒队的故事。耳濡目染，史文学逐渐对

“地里”的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

他的最爱是农用机车。“小时候经常跟

着家里大人去开拖拉机、收割机，觉得

特别稀奇。”史文学说。

1989 年 ， 高 中 毕 业 的 史 文 学 继 承

了 父 业 ， 留 在 鹤 岗 市 萝 北 县 共 青 农 场

工作，成为一名“二代垦荒队员”。除

了 常 规 的 农 业 生 产 工 作 ， 他 还 承 担 着

农 机 具 的 维 修 保 养 工 作 。1993 年 ， 农

场 开 始 实 施 土 地 承 包 制 ， 史 文 学 成 了

管 理 区 内 第 一 个 带 头 承 包 耕 地 的 人 。

当 时 ， 由 于 农 机 设 备 落 后 ， 粮 食 产 量

不 理 想 ， 史 文 学 先 后 购 买 了 新 型 农 机

具 为 农 业 生 产 助 力 ， 他 还 外 出 学 习 种

植 新 方 式 、 带 头 兴 办 合 作 社 以 拓 宽 销

售 渠 道 ， 为 提 高 农 场 粮 食 产 量 和 效 益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如今种的还是这片地，但感觉不

一样了。科技发达了，种地也需要技术

和文化，所以一定要不断地学习。我们

的上一辈人吃了不少苦才打下了一片天

地 ， 他 们 开 垦 出 的 土 地 ， 交 到 我 们 手

里，我们一定不能让这片土地荒废。现

在的这份事业我已经干了大半辈子，就

是为了能不辜负老一辈人的希望，把咱

这片黑土地保护好、种好，为国家粮食

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史文学说。

史 文 学 正 式 接 过 父 辈 事 业 的 那 一

年，赵强出生了。赵强的姥姥、姥爷是垦荒

队员，父母也都是共青农场的职工，他称自

己是“第三代垦荒队员”。儿时，赵强觉得自

己仿佛生活在一个大粮仓，周围的人们日

出 而 作，日 落 而 息 ，每 天 都 奔 波 在 田 间 地

头。后来，萝北县共青农场建起了中国青年

志愿垦荒纪念馆，他才系统地了解了“北大

荒”和“垦荒队”，明白了“垦荒精神”。

大学毕业后，赵强毅然回到农场，成

为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纪念馆的一名工作人

员，负责纪念馆内软硬件的日常管理、维

护以及讲解工作。“我想的是，老一辈的

事业得有人继承，北大荒的故事得有人讲

述。现在这里的条件、技术都比当年垦荒

的时候好多了，我作为青年，要继承好垦

荒精神，多学习一些农业和农机的知识，

把老一辈开垦出来的土地充分利用好，守

好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

共青农场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奚丽丽介

绍，如赵强一般在共青农场工作的年轻人

还有很多，大概占共青农场工作人员总数

的三分之一。“青年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

强，尤其现在信息和其他各类技术迅速发

展，青年工作者能给农场带来更多活力和

更多的可能性，是我们的中坚力量。”奚

丽丽说，垦荒精神在共青农场代代传递，

根植在每一位青年工作者的心中。这种拼

搏的劲头，自垦荒队来到北大荒进行建设

直到现在，都从未改变。

在这里，垦荒精神代代相传

□ 吴 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 宇

大四学生苏正民，因为他的论文致谢再一次走

入人们视野。

这篇毕业论文 2.5 万余字，致谢部分 6000 余字。

在这 6000 字里他感谢了那些曾经帮助过他、让他在

大凉山从辍学放羊到一步步坎坷求学走出大山的人

们。（本报 2020 年 8 月 7 日头版头条《一名 95 后彝族
贫困大学生的反哺助学路——“他似乎每分每秒都
在燃烧自己”》报道过苏正民的事迹）

作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

24 岁的苏正民今年 8 月将回到大凉山开始一年的支

教生活。在此之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支教服务点

并不包括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由于家庭条件困难，小时候的苏正民日子过得

非常艰苦。据他回忆，印象最深的就是国庆节期间全

家人要一起收水稻、打稻谷、晒谷子，这对自己和姐

姐来说就是一次辛苦的“大锻炼”。

那时候苏正民的梦想还是逃离大山，能带家人

住上大房子，过上好日子。后来经历了一系列变故，

尤其是父亲去世以后，面对家里的债务、正在一家人

手足无措的时候，《天津日报》记者张俊兰的出现改

变了苏正民的人生，也改变了他的价值观。

“自己之前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但是没想到会

有人愿意为千里之外的小孩子伸出援手，原来人活

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能够帮助他人为他人做点

事，我觉得这种生活特别有意义，一下子就把我以前

的认知冲刷了。”苏正民说。

作为家乡第一个考上“211”高校的大学生，苏正

民深知唯有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才能摆脱贫困。

在大学期间，苏正民每年寒暑假都会参加大凉

山夏令营、冬令营，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

的假期。通过教给孩子们美术、音乐、体育等素质拓

展课程，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

今年毕业之前，苏正民也收到过北京某律所伸

来的“橄榄枝”，但是他选择了继续深造，“希望提高

自己的能力，以后去帮助更多的人”。

为了即将到来的支教生活，苏正民这一年里在

学校接受了不少培训，踏实锻炼自己的教学技能。除了把书教好，苏正民

希望自己能够为山里面的孩子带去外面的一些资源，尤其是想将学校的

资源链接到当地的学校，让山里的孩子也能看到山外的一些新鲜事物，

拓宽他们的视野。

苏正民说，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和“控辍保学”政策的实施，大凉山的

贫困学子们都能够回到学校读书重新接受教育，“凉山阿依助学计划”

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精神层面的帮扶上，“除了让孩子能够上学，还需

要思考如何让孩子‘上好学’，接受更多的优秀教育资源”。

助学项目一直在做小孩的夏令营、冬令营，接下来苏正民还想去做

一个“家长营”。在他看来，除了让孩子自己树立想要读书的想法，家长

也需要正确地教育孩子引导孩子，加强家庭教育。

目前，苏正民正在做一个“公益书屋”项目，他准备把它引进到自己

支教的越西县，平时开放给孩子们读书学习，寒暑假的时候邀请大学生

志愿者辅导孩子们功课，和孩子们一起进行阅读分享，开展一些艺术方

面的素质拓展课程。

下一步，这个年轻人还希望为返乡的大学生志愿者搭建一个平台，

让他们有机会能服务家乡、也收获成长。

“想做的事很多，短短一年的支教时间可能很多事情都办不了，但

是只要能够落实一件事我觉得就是值得的。”在公益反哺路上一路奔

跑，苏正民说接下来只想安安静静接着做自己一直想做的志愿工作，脚

踏实地、向下扎根。

六千字毕业致谢火爆网络的背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韩 飏

烈日当空，骄阳似火，在被称为“死亡之

海”的我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一

条长龙般的铁路线，穿越风沙、戈壁、胡杨

林，一直延伸至黄沙尽头。

“ 通 车!”6 月 16 日 上 午 10 时 53 分 ， 随 着

一声令下，满载乘客的和田至若羌 5818 次列

车缓缓驶出站台，历时 12 年规划建设的和若

铁路正式通车，填补了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线的

最后一块“拼图”，标志着世界首条沙漠铁路

环线形成。

从建设伊始到开通运营，一大批青年建设

者战风斗沙，攻克各种技术难关，和若铁路背

后的动人故事与沿线的草木一同扎根，蜿蜒铺

展，守望着南疆人民的幸福路。

“爬行的蜥蜴、结群的骆驼、奔
跑的野兔都是见证者”

头顶烈阳，面迎风沙。环塔克拉玛干沙漠

铁路环线，由和若、南疆、格库三段，分阶段

施工完成。

“ 铁 路 在 塔 克 拉 玛 干 沙 漠 ‘ 画 ’ 了 一 个

圈 ， 囊 括 了 37.7 万 平 方 公 里 的 土 地 ， 无 比 壮

观。”对于中国中铁五局一公司和若铁路项目

工程部部长罗舟而言，能参与建设这样一条

“巨牛”的沙漠超级铁路，是一种荣幸，让他

们充满激情与挑战。

“我们经常要 在 40 摄 氏 度 高 温 下 工 作 ，现

场 的 地表温度能高达 80 摄氏度。”提起建设铁

路的那段日子，罗舟打趣说，“爬行的蜥蜴、结

群的骆驼、奔跑的野兔，都是我们苦干实干的

见证者”。

塔克拉玛干沙漠素有“死亡之海”之称，

气候干旱，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冬季严寒，

夏季高温，沙尘暴频繁，昼夜温差大，行车调

度和施工组织十分困难。

中国铁建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着和若

铁路 PJS2标段 2312片 T 梁的预制、架设和 535公

里铺轨等任务，其中铺轨里程占全线总长的 65%。

“ 我 们 管 段 535 公 里 ， 有 460 公 里 属 于 无

水、无电、无路、无人烟、无信号的沙漠地

段。”项目建设之初，摆在中国铁建十四局和

若 铁 路 项 目 部 经 理 张 刚 面 前 的 是 “ 难 上 加

难”：铁路大部分穿越无人区，所有物资调配

都要从 3000 多公里外的内地运过来，路途短

则十几天，长则一个月。

为不影响工期，张刚带队采取设备进场与

临建施工同步推进的方式，“设备装完、临建

干完，梁场也同步达到了使用条件”。

在 沙 漠 上 建 梁 场 ， 好 比 “ 在 面 粉 上 盖 房

子”。张刚暗下决心：“不光要建，还要建好、

建结实。”

自 2019 年 6 月进场以来，他们调集具有丰

富沙漠施工经验的管理和施工人员，优化施工

组织，加大科技攻关力度，高标准建起全线唯

一的沙漠梁场——且末梁场，两个月内完成了

在“面粉”上建梁场的突破之举。

狂 沙 飞 舞 成 了 张 刚 记 忆 中 挥 之 不 去 的 画

面：有时候沙尘暴说来就来，他们无处躲避，

迅速对设备进行安全加固后，选择就地卧倒。

“8 级 狂 风 卷 起 沙 石 拍 打 到 身 上 ， 疼 痛 难 忍 ，

即使戴着口罩、护目镜，也挡不住沙尘往耳

朵、鼻子和嘴里灌”。

施 工 高 峰 期 ， 1200 名 建 设 者 马 不 停 蹄 ，

奋战不已。“三万步、十斤汗，抱着水壶满场

转；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沙子现场跑”是建

设者的工作日常。

大漠孤烟，人烟稀少，看到蜥蜴、野兔等

小动物都让这些年轻建设者感到惊奇，“这些

小动物调皮得很，经常跑来‘监工’或是‘捣

乱’，时间久了，处成了‘邻居’。”罗舟笑言。

列车贴着沙海飞行，风沙从桥下穿过

黄沙漫漫，一望无际。在沙漠里修铁路，

与风沙打交道，成了建设者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铁建十四局和若项目部总工程师郭洋

洋说，一些风沙严重的地段多为流动性和半固

定性沙丘，且恰好处于风口上，一年有三分之

一的时间都在刮沙尘。“据测算，这些低矮的

沙丘每年移动的距离能达到 20 米，极易掩埋

线路，危及行车安全。”

一个富于想象的创新设计破茧而出。针对

部分区段风沙大、沙丘动态迁移容易掩埋线路

的问题，和若铁路采取“以桥代路”的设计方

案，建设“过沙桥”，让风沙从桥洞下穿过，

减少对线路和列车运行的影响。

和若铁路全线 5 座“过沙桥 ”，总长 53.7
公里。令郭洋洋颇感自豪的是，中国铁建十四

局建设的依木拉克特大桥是全线唯一一座全沙

漠地形施工桥梁，也是全线最长的过沙桥。桥

上列车贴着沙海飞行，桥下流沙穿过，形成一

道独特的壮丽景象。

“ 过 去 旅 客 乘 火 车 经 常 听 到 ‘ 咣 当 咣

当’声，原因就是火车在运行中车轮与钢轨

接 头 撞 击 产 生 的 噪 音 。” 郭 洋 洋 说 ， 和 若 铁

路 建 设 全 部 采 用 无 缝 钢 轨 铺 轨 ， 将 所 有 的

500 米 长 钢 轨 依 次 焊 接 形 成 “ 千 里 一 根 轨 ”

的景象。

为提高钢轨焊头质量，确保行车安全和乘

客舒适度，郭洋洋他们采用先进的移动闪光焊

技 术 ， 每 个 焊 头 都 要 经 过 端 部 打 磨 、 焊 接 、

粗磨、热处理、精磨等多个步骤作业，并经

超 声 波 探 伤 检 验 ， 这 样 就 减 少 了 行 车 阻 力 ，

降 低 了 噪 声 污 染 和 对 线 路 的 损 害，列车运行

更加平稳。

今年 3 月 12 日，和若铁路顺利通过动态验

收，中国铁建十四局负责的 535 公里线路以优

良率、均衡率均 100%，全线无病害的成绩交

出了一张满分答卷。

“我给女儿起名叫‘若可’”

“ 和 、 若 、 铁 、 路 ⋯⋯” 如 今 ，4 岁 的 平

平已在离山东老家 3000 多公里外的“天边小

城”且末县生活了 1000 多天，“和若铁路”几

个字可以脱口而出。

2019 年 6 月，和若铁路开工建设，中国铁

建十四局和若项目部员工李雁带上一岁半的女

儿和母亲投入到紧张的铁路建设中。自那以

后，祖孙三人就没有离开过工地。

平日里，平平格外喜欢让姥姥带她去附近

村子里，看羊群、玩土堆，跟当地的小朋友们

做游戏，结交了很多维吾尔族小朋友。

2021 年 春 天 ， 平 平 在 且 末 县 上 了 幼 儿

园。李雁说，在女儿心中，项目部就是她的大

家庭。在枯燥平淡的筑路生活中，平平成了项

目部的开心果。

李雁说，平平已陪 她 参 加 过 3 条 铁 路 建

设 。 李 雁 怀 孕 时 ， 同 时 负 责 额 哈 铁 路 和 贵

南 高 铁 两 个 项 目 的 业 务 ， 如 今 又 眼 看 着 和

若 铁 路 建 成 通 车 ， 她 把 这 作为送给女儿的珍

贵礼物。

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的西部重要

路网干线，和若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和田地

区洛浦、策勒、民丰等县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且末县等地不通火车的历史，群众出疆路程

缩短 1000 多公里，可谓“天堑变通途”。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与李

雁相比，铁路建设的 3 年时光里，罗舟、张刚

等 人 与 家 人 相 聚 的 次 数 屈 指 可 数 。 2019 年 ，

罗舟的大宝刚满月，他就告别了家人，踏上大

漠；2020 年底，二宝出生，罗舟匆忙回去看

了一眼，就再次回到施工现场。“如今大宝都

上幼儿园了，我就接过一次放学”，罗舟不免

有些愧疚，但又咧嘴笑了：“这条铁路也是我

的孩子”。

2020 年 5 月，张刚女儿出生，他只在家待

了两天就赶回工地。为了纪念自己在南疆的青

春时光，他给女儿取名叫“若可”，寓意“和

若铁路一定可以”。

“和若铁路从无到有，一点点地延伸到通

车，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张刚说：“看到新

疆的小朋友坐着和若铁路去看外面的世界，特

别高兴。相信我的儿女长大后能够理解我们的

付出，会为我们感到骄傲，所有与青春奋斗相

关的闪亮日子，都是值得的。”

2019 年 9 月 ，

共青农场，现代化大

农业玉米收获场景。

共 青 农 场 有 限

公司供图

在 大 学 毕 业 典

礼 上 ， 苏 正 民 和 妈

妈、姐姐合影。

受访者供图

在“死亡之海”修建闭环铁路

地图来源：中国铁路

和若铁路：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和咽喉要道，是国
家Ⅰ级单线铁路，西起新疆和田地区和田市，东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若羌县，全长 825 公里，设计时速 120 公里，共设和田、洛浦、策
勒、于田等 22 个站点，与现有格库铁路、南疆铁路共同构成一条 2712
公里的环形铁路。作为新疆境内第一个一次性铺设跨区间无缝线路最
长的铁路，和若铁路建设全部采用无缝钢轨铺轨，形成“千里一根
轨”的壮观景象。

团石家庄市委广
泛开展了“喜迎党的
二十大、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社会主
义是干出来的”“寻找
发光青年”等主题实
践活动；聚焦打造 5
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城市更新、营商环境、

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擦亮“青”字号
品牌，号召 198 个青年文明号集体奋
勇争先；推动建设青年发展友好型城
市，建成首批石家庄青年人才驿站。下
一步，团石家庄市委将以建设青年发展
型城市为契机，加强青年与城市之间的
良性互动，回应青年诉求、破解青年在
就业、住房、教育、婚恋、养老、托幼等方
面的问题难题，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
际化美丽省会城市凝聚青年力量。

团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委书记 丁楠

海峡股份团委以
“五彩共青团”为抓
手，打造共享性企业
团组织。2022 年，我
们着力搭建了 3 个平
台，青年突击队、青年
大 讲 堂 和 青 年 文 化
社。下一步，我们将依
托中国（海南自贸港）
青年筑梦大道共建联

盟，大力开发青年研学、技术交流等活
动，号召海峡青年积极融入海南自贸
港建设发展格局，积极参与琼州海峡
港航一体化国家战略，同时在西沙打
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讲好南海故事。

海 南 海 峡 航 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团 委

书记 洪斌

中国中铁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