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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梨花正清明。祭英烈，致哀思。
3月 28日至 4月 2日，受中铁二十局党委书记、董事长

雷位冰委托，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胜义组织和带领相
关人员，先后前往位于陕西、青海以及甘肃的 6 座烈士陵
园，缅怀曾经为襄渝铁路、青藏铁路和清绿铁路建设而牺
牲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十师烈士。

这，已经是中铁二十局连续第 10年开展此项活动。
3 月 28 日的三秦大地，挥别冬季的寒冷，迎来和煦宜

人的春风。李胜义带领总部部门、六公司相关负责人从
西安出发，驱车 4 个多小时，翻越秦岭山脉，来到汉江、旬
河环绕的陕西旬阳烈士陵园。

悠悠汉江水，依依青山翠。十几名参加祭奠的同志
身着正装、佩戴党徽，心怀敬畏朝着高大耸立的革命烈士
纪念碑拾级而上。

在回顾了为建设襄渝铁路牺牲的原铁道兵第十师烈
士英雄事迹并献上花圈后，随着主持人“向革命先烈鞠
躬、默哀！”的话音，所有人员顿时陷入深深的思念之中。

在襄渝铁路建设中，先后有 41 名原铁道兵第十师战
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于此。祭奠同志在烈士墓前，
细致擦拭、摆放鲜花、酒寄哀思……

山岗上，清风阵阵摇动翠竹，似在迎接英烈后人；汉
江边，笛声婉转拨动心弦，哀思绵绵缅怀无尽。

旭日东升映霞光，缅怀英烈祭忠良。
4 月 2 日清晨，嘹亮的军号唤醒了戈壁滩上的座座营

盘。位于甘肃酒泉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聂荣臻元帅题写
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几个大字，在阳光照映下熠熠生
辉。陵园内，安葬着760多位为了中国航天事业忠诚奉献、
英勇献身的英雄先辈，包括共和国的元帅、将军和科技工
作者、普通官兵。其中，就有21名原铁道兵第十师的烈士。

李胜义带领中铁二十局总部、西北区域指挥部、中铁建
城通公司、三公司、市政公司相关负责人和先进青年代表
等，与酒泉基地铁管处政委曾令发，政治部主任王玉等一
起，缓步绕行瞻仰，敬献花篮、整理挽联，现场气氛庄严凝重。

高耸的纪念碑前，李胜义至情地讲道：“我们深切缅
怀曾为清绿铁路建设、祖国航天事业而壮烈牺牲的原铁
道兵第十师革命前辈，传承弘扬好铁道兵精神，不忘初
心、继往开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而奋斗。”

“你接济我一时，我守护你一世。”为陈南朝、辛洪明
等 10 名烈士义务守墓 28 年的王晋桓老人也来到了祭奠
现场，向大家诉说着清绿铁路建设期间，铁道兵战士战天
斗地、敢打敢拼的英勇事迹。

清明临近，偌大的烈士陵园内，前来祭奠的人络绎不
绝。“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铿锵恢
宏的誓词在东风烈士陵园内响起，面对鲜红的党旗，大家
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随后，李胜义在曾令发等人陪同下，一起来到烈士墓
碑前，拿起毛巾、洒上白酒、献上鲜花、俯下身子，一丝不
苟擦拭着烈士的墓碑，表达对他们的无限怀念。

在此前的 3月 29日至 4月 1日，祭奠小组还分别前往
青海湟源、刚察、天峻、乌兰的烈士陵园，表达对铁道兵烈
士的崇敬和哀悼之情。

青山埋忠骨，深情寄哀思。在湟源县烈士陵园里，埋
葬着 6名原铁道兵第十师烈士。

陵园中鸟鸣阵阵，祭奠小组在庄严的革命烈士纪念
碑前，将花圈与鲜花仔细排列整齐。在烈士墓碑前，大家
鞠躬致敬，轻轻擦拭烈士碑文，并清除墓碑旁边的杂草，
表达着作为铁道兵传人对前辈的崇高敬意。

从湟源出发，沿着 315 国道往西 130 公里，就到了“鱼
鸟天堂，藏城刚察”。垭口处翻飞的五色哈达绵延数百
米，像是在迎接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

“感谢你们，每年都派人到刚察烈士陵园祭奠，向你
们致敬。”刚察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旦真措和中铁二十
局是老朋友了。

得知中铁二十局要来青海祭奠铁道兵烈士，西宁军
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孙松杰也带领人员赶赴刚察，与中铁

二十局联合举办活动。迎着凛冽的寒风，大家一同摆放
花圈、整理挽联、敬献菊花、鞠躬默哀，共同回顾那段战天
斗地、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

巍巍祁连山下，修葺一新的天峻烈士陵园看起来格
外庄严。

“铁流万里，势不可挡，铁道兵魂，壮志凌云。前仆后
继，远望当归，一腔热血，染红征途。”句句情真意切的祭
词，让在场的每一位同志热泪盈眶。

义务看护陵园10年的张宝奎老人，在一旁用手机录下
大家的身影，还带领大家参观了新修复的烈士生前照片。

临走前，张宝奎依依不舍和大家握手告别，“我在这
一天，就守烈士一天，你们放心。”

51 年前，原铁道兵第十师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指
挥机关，在乌兰县驻防，指挥青藏铁路海晏至德令哈段近
300公里的铁路建设。

鸟鸣风呼，祭奠小组的同志们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
不适，迎着第一缕晨光，前往松柏围绕的乌兰烈士陵园。

“吕秋生烈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九三四九部队铁道
兵，四川省蓬安县两路公社，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修建
青藏铁路光荣牺牲……”大家一边俯身擦拭烈士墓碑，一边
了解烈士生平，回忆着那一段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历史。

在乌兰县革命烈士事迹陈列馆，陈列着老铁道兵捐赠
的修建青藏铁路期间使用的生产工具、学习资料和珍贵照
片。大家细致查看，不时拿出手机拍下宝贵的影像资料。

英雄浩气千秋在，勇士忠魂万古存。
10年来，中铁二十局开展的祭奠活动，每一次致敬都

是刻骨铭心，每一次缅怀都是砥砺鞭策，每一次祭奠都是
郑重宣誓，无不激励着今天的中铁二十局向更高质量发
展的决心与信心。

烈士永生，他山笑看丛花漫，遗志长承，我辈开继伟
业宏。

相信有优秀传统文化做支撑的企业，一定能够继承
遗志、坚定信心、振奋精神、再创辉煌！

忠 魂 永 铭 记忠 魂 永 铭 记
●陶柯宇

4月 1日，四公司总部组织全体党员，到八路军胶东军区机关旧址及地雷战党性教育基地，开展“寻根溯源忆
初心，凝心铸魂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参观中，党员们齐唱红歌，并结合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进行座谈交流，在

“军民鱼水情”雕塑前为革命先辈敬献花篮并重温入党誓词，激发了他们为祖国建设、企业发展不懈奋斗的斗志。
图为党员们参观八路军胶东军区机关旧址现场。 郭郭 晨晨 摄

4月2日，中铁贵州公司总部及贵安新区项目党支部组织
党员 40余人，赴贵阳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开展“追寻红色印
迹，赓续长征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图为党员们从红军牺牲地
出发重走长征路 。 陈陈娜娜 摄

冷雨润寒梅，清明又至泪。 在这个
寄托哀思的时节，与同事共赴一场缅怀先
烈的追思之旅，那些关于“铁道兵第十师”
的厚重记录，清晰夺目而又深刻持久。

“功在人民，虽死犹生”在进入到湟
源烈士陵园的那一刻，我就被这句汉藏
双语的碑文给深深触动到了，它是一句
碑文，更是一种精神。陵园安葬着不少
铁道兵战士，他们都是为了完成新中国
铁路工程而壮烈牺牲，长眠于雪域高
原。董继光、刘必忠、梁开寿……擦拭着
一排排整齐的墓碑，耳边回荡着他们的
事迹。“这位烈士牺牲的时候还不到 20
岁……”此刻内心有崇敬，更有心疼。

青山绿水长留生前浩气，苍松翠柏
堪慰逝后英灵。沿着铁十师足迹先后来
到了刚察烈士陵园和天峻县烈士陵园，
这里同样安眠着一批为修建青藏铁路而
牺牲的铁十师先烈。他们面对艰苦的生
活条件和简陋的施工设备以及恶劣的自
然环境，发挥铁道兵“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保证青藏
铁路顺利贯通。

天峻县烈士陵园的围墙上，雕刻着
青藏铁路建设时期的巨型浮雕。这条

“天路”的建成，让“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各族儿女欢
聚一堂……”从前听这首歌，宛转悠扬，内心澎湃。而伫立
在铁道兵的烈士墓碑前，心里再响起这段旋律的时候，由
衷感慨没有先烈们的身先士卒，哪里来的如今的“各族儿
女欢聚一堂”？青藏铁路、关角隧道、海拔 3847米……

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在乌兰烈士陵园陈列馆，
那一张张陈旧的照片，让我对前辈们油然而生一股敬畏之
情。很难想象铁道兵先烈们是用怎样的意志，让“天堑变
通途”的，是“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战斗精神，是无畏牺
牲、不惧风雪的建设者铮铮铁骨，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
一个人学习和传承。

最后一站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烈士陵园，在这
里我见到了第一条沙漠铁路，也是中国唯一的一条军管铁
路——清绿铁路。我了解到铁十师的先辈们“祁连山下留
美名，戈壁滩上称英雄，修铁路架桥梁，风沙再大挡不住咱
铁道兵”的豪情壮志；我近距离接触了甘肃省道德模范王
晋桓老人，他为了实现“你接济我一阵子，我守护你一辈
子”的诺言，自愿为铁十师牺牲的 10 名烈士守墓 28 年，这
样的坚守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责任，他穿越时空，永久的
闪耀着光芒。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这次祭奠先烈之行，让我不
仅看到先辈们在祖国铁路建设史上立下的丰功伟绩，还看
到了属于铁路建设者的自强不息、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
神。大道无疆，行者无垠，路在脚下、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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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讯（杨 娟）“老张快来，工地门口开了
个自助餐，10 块钱有肉有菜，管饱！”3 月 28 日，
重庆秦渝物业在綦江创办的“双府之家”自助食
堂开门迎客，质优价廉味美的餐饮服务，赢得周
边农民工青睐。

“平时我们吃饭都是靠工地门口的移动摊
点，风吹日晒、有啥吃啥，哪有这儿舒坦。”坐在

“双府之家”大堂，水电工何师傅吃得很是满意。
据悉，“双府之家”位于“中国铁建·登科府”项目
一期旁，重庆秦渝物业通过了解周边农民工就餐
需求，利用自有临街门面，创办了“双府之家”自
助食堂，切实解决周边农民工就餐难题。

香气扑鼻的榨菜肉丝、色泽莹亮的木耳回
锅肉、清新解腻的凉拌黄瓜等菜品，让农民工只
花 10块钱就能在里吃上 8个菜的自助餐。“我们
的食材都经过严格挑选，每餐荤素搭配、营养健
康，确保让农民工朋友吃饱吃好。”食堂负责人
李燕介绍。不仅如此，“双府之家”还通过免费
赠送矿泉水、节假日额外加菜等行动，践行重庆
秦渝物业“用我贴心服务，换您放心舒心”的企
业使命，让这项“暖胃”工程更“暖心”。

开业第一餐，“双府之家”人气“爆棚”，现场
就餐突破 130人。“实惠、好吃！这是为我们农民
工办了件大好事！”专程来用餐的架子工陈师傅
给“双府之家”送上好评。

重庆秦渝物业公司

10元自助餐惠及农民工

苏州讯（谢建辉 刘石泉）“大家要
将‘十条禁令’学在经常，抓在日常，落
实在行动上，各部门负责人一定要带头
强化执行……”在总部部门负责人廉洁
座谈会中，中铁建城通公司纪委书记余
波不断强调，这是该公司深入学习中国
铁建“十条禁令”的一个生动缩影。

近日，中国铁建党委印发了廉洁
从业“十条禁令”，为确保“禁令”宣传贯
彻到位，该公司党委下发了《关于认真
落实中国铁建党委廉洁从业“十条禁
令”精神的通知》，公司所属各单位立即
行动，利用集中学习、会议宣贯、铁建通
工作群、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等多种形
式进行宣传，为全员打好廉洁预防针，
敲响警示钟。公司所属各级党组织通
过理论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读书
班等形式，深入学习“禁令”精神，三亚
河口通道工程、岑大路面1标、保定房建
三期等项目结合廉洁教育每月一课活
动，观看廉洁教育片，并让党员干部带
头作廉洁从业公开承诺，推动党员干部
把纪律规矩刻印在心，发挥模范作用，
带动广大职工群众守纪律讲规矩，同时
30多个项目组织集中学习，确保“禁令”
入心入脑，营造清正廉洁的氛围。

为确保“禁令”落实到位，该公司党委要求
各级党组织明确把落实“禁令”精神情况作为改
进党风企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聚焦“抓落
实”这一主线，认真查找违反“禁令”精神突出问
题，做到早部署、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严格
督促职工严守纪律规矩，严格执行企业各项规
章制度；结合集团公司“十大文化”建设，通过

“禁令”执行到位，促进“廉洁文化”在企业落地
生根，取得实效。“禁令的警戒线拉起来了，干事
的安全线更加有保障了。”参加宣贯学习的凌绥
高速公路项目党支部负责人俞冬晓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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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挑重担的科技领头人
——记2023年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任高峰

●高广玉 陈福得

图为任高峰（右）在施工现场进行技术指导

1993 年 7 月，任高峰毕业于石家庄铁道大学铁
道工程专业，自此踏上了工程科技的征途。三十余
载春秋，他始终坚守在一线，以技术人的执着与专
注，不断钻研工程科技的奥秘。凭借丰富的专业知
识与实战经验，他先后参与了宝汉高速公路、黄韩
侯铁路、成都地铁 5 号线、成都地铁 17 号线、北海西
村港跨海大桥、渝湘复线彭酉高速公路及重庆轨道
交通 24号线等一批重难点工程的建设，不断探索技
术创新，成功突破多项技术难题。

2019 年，三公司迎来了全集团首座跨海大桥
——北海西村港跨海大桥的建设任务。“大桥桥梁设
计新颖独特，主体结构复杂，技术含量高、难度大，
质量标准高，被列为北海市乃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统
筹推进的重点项目。”时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的任高峰深感责任在肩，进场不久，他带领总部、项
目技术团队对跨海桥技术难点进行逐项摸底调查。

由于项目在海上施工，容易受潮汛、暴雨等自
然气候的影响，为解决海洋施工带来的不利影响，
任高峰带领技术团队前期做了大量实验，“我们从
防腐海工混凝土、设备选型配置等方面综合考虑，
积极与国内知名桥梁专家、科研小组讨论创新方
案、方法。”时任大桥项目实验室主任的杨丰尚表
示，他们经过反复试验，成功攻克了海上栈桥及钻
孔平台设计与关键施工技术、浅海区桥梁索塔超大
基础关键施工技术等多项技术难题，为北海西村港
跨海大桥顺利合龙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敢于引领，严谨沉稳，作风扎实”，是大家对任

高峰一致地评价。2023 年，在渝湘高速彭酉路建设
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桥与崖壁接壤，出龚滩隧
道出口后便直接连接阿蓬江大桥。隧道崖壁高度近
190米，几乎垂直于阿蓬江江面。

“大桥彭水侧有一段隧中桥，出口陡崖表面凹
凸、风化、溶蚀，危岩落石隐患极大。”任高峰表示，
在前期施工中，他带领技术团队对临崖区整个危岩
进行了地质勘测与细致分析，根据地质和实测数据
创新设计了 8级陡崖加固方案，通过锚固点、锚固深
度、支架材料与支架结构分级布置，克服了坡脚地
质不稳、悬挑部位多、操作空间小、受力复杂等系列
难题，确保施工安全有序。

凭借丰富的施工经验和求索不止的创新精神，
他与技术团队相继攻克了超高双肢空心墩施
工、临近既有线顶推刚桁梁施工、西南地区最
大规模铁路既有线拨移、成都典型的漂卵石地
层盾构综合技术、重庆富水填埋土地层长大隧
道、潮汐滩涂区域大倾角空间宝石型索塔等施
工技术难题，带领三公司荣获“菲迪克工程项
目奖”1 项，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1 项、土木工程
李冰奖 2项。三公司 2019年被认定为“国家高
新企业”，2021 年荣获重庆市“企业技术中心”
称号。

任高峰不仅注重个人技术的提升，他还
通过做实导师带徒、开展内外部交流、组织专
业培训及技能比赛等举措，打造了“专”“强”

“精”的专家团队、科技创新团队。在他与公

司各领域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技术管理、科技
创新等方面积累和收获丰硕成果，参与编制国家标
准 2 部、企业级技术标准 7 部、承担省部级课题 3
项；个人获“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中
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先进个
人”、中国铁建“科技先进个人”，先后被施工企业
管理协会、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重庆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授予“技术专家”称号；并为企业培养出桥
梁、隧道、盾构等技术专家 9 人次。

三十多年来的不懈坚守，正如任高峰的名字一
样，工程建设领域绵延着数不尽的科技高峰，而他却
用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韧劲，一步一个脚印，心怀
梦想，攀登着那一座座科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