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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力更，原名康富成，蒙古族，1907
年出生，内蒙古土默特旗人。青年时代在
反帝爱国思想影响下，积极参加学生运
动。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组织派贾力更回
到绥远，与一批共产党员领导土默川人民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8 年，党中央决
定在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贾力
更按照党的指示，发动各族群众支援八路
军 120 师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他在蒙古族群众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
主张，引导蒙古族青年投身革命，为党培
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 年 9 月，中共土默特旗成立蒙
古工作委员会，贾力更是主要负责人之
一。蒙古工作委员会遵照党中央关于坚
持与发展广泛的地方与群众性的游击战
争的指示，贾力更做了大量工作，创建了
蒙古族抗日游击队，成为绥西地区影响较
大的地方抗日武装。1939 年底，贾力更
被绥蒙区党委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40 年初，贾力更先后任中共绥西
地委蒙民部部长、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
绥察办事处处长。1940 年，在日军对抗
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和经济
封锁的严峻形势下，贾力更领导中共土默
特旗蒙古工作委员会，展开了卓有成效的
反封锁斗争，多次带领群众穿过封锁线，
为抗日根据地运送武器弹药等急需物资。

1941 年 3 月，党组织决定调贾力更
回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3月
19 日，贾力更带领一批爱国青年前往延
安，途中在绥西遭日伪军包围，在激战中
壮烈牺牲，年仅34岁。

文/新华社记者 王 靖 王雨萧
（据新华社电）

白乙化，字野鹤，满族，1911 年 6 月
11日出生，今辽宁辽阳人。1929年，考入
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预科，1930 年秋加
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白乙化向
校方提出抗战申请。他返回辽阳，组织抗
日义勇军，率部转战辽西、热北、锦西，连
战连捷，得绰号“小白龙”。

1936 年 2 月，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
的学生抗日大会上，他发表演讲，强烈要
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会后
遭逮捕。1936 年夏出狱后，他奉党的指
示赴绥西东北垦区工作。

全国抗战爆发后，白乙化组织成立抗

日民族先锋队，任总队长。1939年，抗日
民族先锋队与冀东抗日联军整编为华北
抗日联军，白乙化任副司令员。在这期
间，他指挥了沿河战斗，击溃日军大岛大
队。后所部改编为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
平北军分区第十团，白乙化任团长。

1940 年 4 月，为完成“巩固平西，坚
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战略任务，白乙化率
十团到密云潮白河以西地区，经大小100
余次战斗，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敌后
抗日根据地。1941年2月4日，伪满道田
讨伐队170余人沿白河向根据地进犯，白
乙化率部在密云县马营西山与敌人激战，
毙、俘敌117人，保卫了根据地。但在战
斗即将胜利结束时，白乙化被日军击中头
部，壮烈牺牲，时年30岁。

白乙化牺牲后，八路军冀热察挺进
军发表了《告全军同志书》，赞扬他是“优
秀的指挥员、民族英雄、无产阶级的先
锋”。萧克将军称赞白乙化“血沃幽燕，
名垂千古”。

文/新华社记者 黄 璐 王 莹
（据新华社电）

白乙化：血沃幽燕“小白龙”

贾力更：蒙古族抗日英烈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交通建设领域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

“开路先锋”，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中铁）功勋卓著：累计建成的铁路干线占全
国铁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建成的地铁、轻轨
占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总里程的五分之三；
建成的高速公路占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的
15%；建成的跨江跨海大桥、穿山越洋长大隧
道近4万公里。

通过改革创新，中国中铁全方位参与市场
竞争，也实现了自身跨越式发展。2017 年，中
国中铁完成新签合同额15568.6亿元、施工产
值6899.8亿元、拥有固定资产8440.8亿元。

创新驱动发展

风雨交加，浊浪翻滚，轮船颠簸前行。晕船
的人一个没忍住，呕吐声就开始此起彼伏。

这是记者近日采访中铁大桥局跨海桥梁
施工经历的一幕。台湾海峡为世界三大暴风潮
海域之一，风大、浪高、水深、流急、岩硬，曾被
称为“建桥禁区”。据统计，每年6级以上大风
超过300天，最大浪高约9.69米，波流力是长
江等内河桥梁的10倍以上。

新建福平铁路的关键性控制工程——平
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全长16.34公里，共设有
3座主航道桥，是世界上最长的公铁两用海峡
大桥。“我干了28年的桥梁工作，建桥13座，这
个是最难的。”中铁大桥局副总经理张红心表
示，建设世界一流的跨海大桥，是挑战，更是
机遇。

为让航道桥主塔在风浪中“站”得更稳，中
铁大桥局自主研制了世界最先进的KTY5000
型液压动力头钻机，使得主塔基础的16根直径
达4.9米的钻孔桩得以完成，刷新了世界桥梁最
大直径工程桩纪录。为更好满足吊装施工的需
要，该局派出了海上桥梁施工超级大力士“大桥
海鸥”号起重船，其双臂架额定起重量高达
3600吨。

面对有效作业时间短等难题，中铁大桥局
采取了“海上作业陆地化、现场作业工厂化”的
办法保证工期。

——搭平台。世界最大海上桥梁施工平台
集生产生活、混凝土工厂、淡水制备、配电供
电、起重码头等功能于一体，支持600人常年
作业。

——搭积木。平潭大桥全桥34孔80米、8
孔 88 米钢桁梁均为工厂整孔全焊制造、海上
运输、整孔架设，这是我国首次对钢桁梁进行

整孔架设，实现钢桁梁桥梁架设施工由单片架
设到整节间架设再到整孔架设的一个飞跃。

“我们一直在追求超越自我，不断追求今
天超越昨天，明天超越今天，追求更高追求卓
越。”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刘自明表示。

2014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
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对其突破盾构机系统集
成技术壁垒的自主创新给予肯定，强调要“推动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
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中国中铁以此为指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加速转型升级。他们在高速铁路、高
原铁路、重载铁路、电气化铁路、桥梁工程、隧
道及地下工程、高端装备制造、绿色环保等领
域保持领先，创造了一大批国际一流的科技成
果。数据显示，中国中铁现拥有有效专利5964
项，荣获151项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

弘扬奋斗精神

前进之路无坦途。中国中铁逢山开道，遇
水架桥，历经千辛万苦，战胜千难万险，打通交
通大动脉，促进经济大发展。在此过程中，他们
强根铸魂，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使命担当，坚持

“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出一批人才、育一
种精神”，凝聚28万员工，锻造一流队伍。

50多年前那段峥嵘岁月，30多万筑路大
军以敢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靠
血肉之躯建设成昆铁路，创造了人间奇迹。其
中，打通 6.4 公里长的沙木拉达隧道就用了 6
年时间，有132个建设者为之牺牲。

2016年，中铁隧道局集团重返成昆线，在
沙木拉达隧道30 多公里外，对新成昆铁路全
线最长、难度最高的小相岭隧道发起攻坚战。
隧道正洞现已掘进逾6公里。

“60多天，隧道涌水量近1300万立方米，
超过了一个西湖的水量。”中铁隧道局成昆铁
路项目部常务副指挥长张瑞明在施工现场表
示，今年10月初突发涌水，由于应急处置有力
有序，人员、机械等均做到万无一失。

按照专家评审，该隧道斜井涌水被定义
于全国最大，再加上岩爆、岩溶等复杂地质
条件，施工风险高、难度大。“做最难的，交
最好的，我们有必胜的信心。”张瑞明表示，
现在的科研能力、施工装备、安全水平已非
当初可比，同时老成昆人不畏艰险、不怕牺
牲的精神依然在。

中国中铁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长进表示，

无论是在艰难的创业时期，还是在全面走向市
场的历史阶段，公司都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
优良传统、开拓进取的顽强斗志、无私奉献的
拼搏精神、和衷共济的团队意识，这是中国中
铁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大步走向世界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国中铁就承担了
新中国第一个援外项目坦赞铁路的建设任务。
现如今，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已成为中国企业
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世界一流企业，就必须走向世界。”中国中
铁总裁张宗言表示，对于像中国中铁这样的
大型建筑企业而言，国际业务的持续健康稳
定发展，既是实现战略发展目标和经营业绩
目标的重要基础，也是企业调结构、转方式的
重要依托。

改革开放为我国企业出海提供了空前机
遇。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中铁
全面推进海外市场区域化布局、属地化经营、
精细化管理，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人才、管理
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积极推动中国铁路、中国
高铁“走出去”，争当“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
兵，承建了一大批标志性的重点项目。

一系列“第一”令中国中铁人颇感自豪：承建
并运营服务的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轻轨，
既是非洲大陆第一条现代化城市轻轨，也是我
国城市轨道交通全产业链走出去的首个典范；
参建的亚吉铁路是非洲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
路，也是我国铁路首次全产业链输出；参与设计
的俄罗斯莫喀高铁是中国高铁技术标准走向国
外的第一个项目；承建的孟加拉国“梦想之桥”
帕德玛大桥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承建的最大
单体桥梁工程，也是连接中国及“泛亚铁路”的
重要通道之一。

依托众多国际项目，中国中铁着力推进中
国标准国际化，形成了海外涵盖勘察设计、施
工、装备制造、运营维护的完整铁路产业链的
技术标准体系。他们开展了俄罗斯时速400公
里高速铁路、伊朗高铁盐湖地基、孟加拉大跨
钢桥重载铁路无砟轨道等创新科研，并成功应
用于项目中，体现了中国标准的技术先进性与
因地制宜解决困难的灵活性。

按照“大战略、大平台、大旗舰、大布局、大
政策”海外经营战略，中国中铁一路高歌猛进。
2017年，公司在境外83个国家设有业务机构，
实施项目493个，海外营业收入416.8亿元，海
外总资产超过500亿元。

中国中铁：穿山越洋的开路先锋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