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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济南，有4座风采各异的铁
路大桥横跨黄河南北两岸，气势宏伟。
它们的修建年代不同，从单线桥到双线
桥，再到四线桥、公铁两用桥，这4座大
桥历经岁月风雨，见证了我国铁路交通
的发展进程，前后跨越百余年，诉说着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变迁。

泺口黄河铁路大桥——

百年老桥焕发生机

1908 年 ，当 时 中 国 最 长 的 铁 路
——津浦铁路破土动工。为跨越黄河，
德国孟阿恩桥梁公司在黄河上下游
180 公里的范围内勘测建桥的最佳位
置，经过 3 年论证，最终选址济南泺口
附近。据《交通史路政编》记载，当时正
在修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也曾来到济
南实地勘察，根据他的意见图纸先后修
改了 5 次。大桥的设计、构造、用材在
当时都堪称先进，并采用了当时最为先
进的气压沉箱等技术，泺口黄河铁路大
桥建成伊始即成为旧中国最具现代化
的建筑物之一，也曾是亚洲跨度最大的
铁路大桥。

1912 年 11 月 29 日，一声汽笛鸣
响，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竣工通车，
津浦铁路全线贯通，结束了以黄河为界
分南北两段通车的历史。一桥飞架两
岸，天堑变通途。一夜间，济南成了重
要交通枢纽。

曾任济南铁路局工务处总工程
师、今年80岁的老桥梁专家曾兆来对
泺口大桥倾注了毕生心血。据他介
绍，这座桥命运多舛，由于战略位置
特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解放前先
后4次被炸，至今桥体上还有抗战时期
留下的弹痕。大桥还经历了 1958 年、
1970年、1976年等特大洪峰和凌汛的
考验。

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黄河水含沙
量大，河床淤高快，大桥桥址河床平均
淤高 2.3 米，其间河堤连续加高了 3
次。因防汛安全需要，计划予以拆除。

1991 年 4 月，大桥停止客货列车
通过，全桥封闭。所有客货列车改经齐
河县的曹家圈大桥横渡黄河，饱经沧桑
的泺口黄河铁路大桥似乎也完成了它
的历史使命。此后，曾兆来等一批桥梁
专家经过一系列检测鉴定，向国务院和
当时的铁道部建议，泺口黄河铁路大桥
安全无虞，经过修复改造，对黄河防洪
无碍。国务院组织论证后，于 1998 年
对大桥抬高加固，配套新建济邯线继续
使用，并于 2000 年 5 月 31 日恢复通
车。据当时专家测算，泺口黄河铁路大
桥可再使用50年。

2006年，京沪铁路电气化改造，这
座百年老桥再次焕发生机。如今，每天
仍有 28 列旅客列车在大桥上奔驰，成
为黄河上唯一一座仍在运行火车的百
年老桥。

曹家圈黄河铁路大桥——

南北物资运输大动脉

这座大桥始建于 1960 年，当时正
值国内困难时期，因国民经济调整，
1962 年 1 月，未建造完成的曹家圈黄
河铁路大桥停工。

时隔 10 年，1972 年 4 月大桥主体
工程再次开工，1976年6月30日竣工，
1981 年 7 月 1 日正式通车。曹家圈黄
河铁路大桥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双
向铁路大桥，采用当时最先进的下沉式
桁梁技术，承载能力强，一列内燃机车
能拉动50节大约3000吨的货物，一天
有80多列货物列车从大桥上经过。这
条铁路线更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南

北物资运输的大动脉。
今年52岁的曹家圈桥梁保养工区

工长胡永生，自 1987 年来到这座大桥
从事桥梁养护维修工作，至今已有 32
年。胡永生介绍，当年这座大桥是京沪
铁路干线大桥，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大
桥的两侧还有军队驻守，他和工友们驻
守在桥头的一间不到两平方米的小屋
子里，每天负责巡检和值守工作。由于
大桥每天都要有人值守以应对突发情
况，夏季防汛，冬季防冻，胡永生与家人
也是聚少离多。

上世纪90年代末，铁路迎来电气
化改造，曹家圈黄河铁路大桥的运输
能力大大增强，一趟电力机车就拉
6000吨货物，每天有200多列货物列
车在大桥上穿行，加上京沪铁路普速
旅客列车，每天有 400 列火车从大桥
上飞驰而过。

京沪高铁黄河特大桥——

钢结构桥型独树一帜

建于2008年的京沪高铁黄河特大
桥，全长 5143.4 米，设计时速 350 公
里，2011年6月30日通车，是京沪高铁
和石济高铁两线共用的4线高铁桥，也
是京沪高铁线上山东段唯一一座钢结
构大桥。

“这座大桥跨黄河主桥采用5跨连
续钢桁柔性拱，有 6 个主桥墩，是高速
铁路同类型桥型中绝无仅有的。”济南
西工务段路桥检查工长张硕对京沪高
铁黄河特大桥赞不绝口。张硕的工作
貌似简单，就是检查大桥上的螺栓是否
松动，可他面对的是 70 多万个螺栓和
144 个桥墩的检修任务。每天凌晨至
早晨4点钟，是张硕和工友们检查京沪
高铁黄河特大桥的时间。张硕在工友
的帮助下爬上约 70 度直梯，到达桥梁
顶部，作业最高点离黄河水面近70米，
他和工友要逐个检查桥体螺栓部件是
否锈蚀、松动，钢梁漆膜是否脱落，有的
部位必须要用手摸一下，再隐蔽的地方
也不放过。

京沪高铁高峰日有 600 多趟高铁
动车从这座桥上穿行，最小列车追踪间
隔4分钟，是全国最繁忙的黄河铁路大

桥之一。张硕说，“如果有螺栓松动没
有及时检查出来，掉落到时速350公里
的动车组上，就像一个小型炮弹的威
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必须细致检
查，不放过任何隐患，才能保证高铁安
全万无一失”。

在建成 10 多年里，京沪高铁黄河
特大桥始终保持安全运行状态，为数以
亿计的旅客铺就平安旅途。

石济高铁齐济黄河公铁大桥——

彰显中国建桥养桥科技水平

石济高铁齐济黄河公铁两用大桥
全长 1.8公里，2018年 12月通车。大
桥下层为 4 线铁路，分别是时速 250
公里的石济高铁双线和时速 160 公里
的邯济胶济联络线双线，大桥上层是
时速 100 公里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
桥梁跨度大、工艺复杂，该桥是黄河
流域最大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这座
公铁两用桥采用了 12 种承台结构、9
种墩身结构、10种梁体结构形式，被
誉为“桥梁工法博物馆”，检查养护的
难度非常大。但随着中国桥梁建造技
术不断提升，铁路桥梁日常养护检测
技术也不断提升。

济南西工务段技术科副科长张海
泽介绍，石济高铁齐济黄河公铁大桥
安装了国内最先进的“桥梁健康智能
监测系统”，隐匿在桥身的有147个传
感器，涵盖了高清摄像头、温湿度
计、水位仪等各种电子检测设备，将
桥梁结构数据变成可视化的数字和安
全信息展现在后台电脑屏幕上，所有
数据和性能指标一目了然。桥上25个
摄像头如同医生的眼睛，而这 147 个
传感器相当于医生的听诊器，通过对

大桥的望、闻、问、切，可以做到对
整个济齐黄河公铁两用桥的全寿命周
期的健康检测，这套系统也被誉为桥
梁的“24小时在线医生”。“这些智能
化的检测监控技术，不但减轻了铁路
桥梁维修人员的劳动强度，更提高了
为检修养护桥梁所提供的科学数据支
撑，保证了铁路大桥始终安全可靠的
状态。”张海泽说。

泉城四座大桥 见证百年变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付德水

“新疆是个好地方，好呀么好地方，人
都说边疆处处赛江南，风吹草低，遍地牛
羊……”缤纷夏日，顺着飘来的歌声，记者
来到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县铁买克乡都孜
拜西村，走进一家名为“花海牧游家园”的
民宿。

院内潺潺的流水，沁人的花香，自然的
装饰，随处都散发着浓郁的文艺气息。民
宿的主人叫董香梅，是一名来自青岛的

“90 后”姑娘。看到记者进门，她快步迎
上，落座后递过一杯清茶，随后便打开了话
匣子：“我第一次来新疆是在2015年4月，
很快被这里的大美风光、民俗风情深深吸
引，在喀纳斯湖畔住了半年，萌生了留下来
的想法。”

作家李娟的作品《我的阿勒泰》，是董
香梅最喜欢的书籍之一。“也是因为读了这
本书，才决定来到富蕴。”回忆当初的西行
之旅，她露出幸福的笑容：“2016年我又一
次来到新疆，在可可托海镇看到秀美的山
川河流、花草树木时，我决定就留在这儿
了。”

可可托海，哈萨克语意为“绿色丛林”，
蒙古语意为“蓝色河湾”。“这里有绿色的森
林，干净的河水，没有工业污染，没有大城
市的‘五颜六色’，却有大自然的五彩斑
斓。”在中国西北角的这个小镇，董香梅看
到了触及灵魂深处的温暖画面。

然而，虽然被独特的风景所吸引，这个
爱旅游的姑娘却也略感遗憾：当地的住宿
条件不尽如人意。“富蕴冬季严寒、漫长，在
寒冷的地方，应该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温
暖。美景中，应该有个像家一样温暖的旅
馆，这才更完美。”董香梅说。

岁月如水，民风依旧。在可可托海，小
镇生活的场景就是风景，就是温暖的画
面。“民宿可以给人带来温暖，我是一个内心追求温暖的人，所以也
希望可以给别人带去温暖。每当看到游客住进我的民宿时，我的
内心总有一种满足感、幸福感。”对于民宿，董香梅有着深刻理解和
体会。

“最近一年多，邻近可可托海的花海牧游家园名气渐大。”可可
托海景区管委会政工人事处副主任黄娟娟说，董香梅的实践在一
定程度上启发了政府发展富民旅游的思路，花海牧游家园也间接
提升了富蕴县的名气，被视为本地民宿业的典型案例。

黄娟娟告诉记者，目前富蕴县民宿产业蓬勃发展，去年以来新
增民宿64家。政府部门鼓励本地居民学习董香梅的经验，通过发
展旅游实现致富。同时，吸引全国各地年轻人来此创业，发展这里
的民宿旅游业。

闲暇时，董香梅会“静下心来，欣赏这里温暖的画面，慢慢体味
新疆的美”。“没想到我的小小举动，会在富蕴县产生‘蝴蝶效应’。
我热爱这片温暖的土地，这里温暖的人们，相信本地民宿业将会发
展得越来越好。”董香梅对此充满信心。

今年 84 岁的何芳静，家住湖南衡
阳市衡南县茶市镇何祠村，从事教育事
业 41年，1993年荣获“全国优秀教师”
称号。退休后，他仍热心助人，受到乡
亲们的爱戴和尊敬。2018 年，何芳静
被评为“身边雷锋·衡阳好人”。

每逢春节，何芳静家都会召开家
庭座谈会，三代人齐聚一堂，谈过去
一年各自的心得体会。“大家长”何芳
静会就儿孙们的学习、工作情况做点
评，还会按照幼儿园组、小学组、中
学组、大学组 4 档给家中的小辈颁发
家庭教育奖金。为这个每年一次的座
谈会，何芳静都是精心准备，整理的
讲话稿多达几十页，饱含着对儿孙们

的教诲与期待。
2013 年，大孙媳妇曾志云第一次

参加这个充满温情和仪式感的家庭聚
会，紧张惊讶的同时是深深的敬佩，“看
到爷爷写的报告，听着大家的发言，我
为融入这样幸福美好的家庭感到欣慰
和鼓舞。每年的家庭座谈会都让我受
益匪浅，最难能可贵的是座谈会已坚持
召开20年，使我们的小家庭更加幸福，
让我们的大家庭更加和睦”。

2015 年，何芳静根据十几年的家
庭座谈会文稿，编撰出版了《新春佳节
话家风》一书，印制1500余册。同时还
编制家庭档案三卷300册，免费赠阅亲
朋邻里，赢得广泛赞誉。

“家庭大计，教子为本”，这是何芳
静家的教育座右铭。在良好家风带动
下，何芳静的三子二女，均在岗位上作
出成绩，成为企业界、科技界、教育界的
优秀人才。

在儿孙眼中，何芳静是个特别勤俭
节约的人，对自己的吃穿用舍不得花
钱，但 20 余年来，修路助学济困，他却
带领全家共拿出了 120 多万元。看到
茶市镇中心小学校舍破旧，桌椅损坏，
他心急如焚，四处奔走，为茶市镇五所
学校牵线搭桥，支援课桌椅 590 套、办
公桌 63 套，讲台、资料柜、铁制校门等
20 多件，为困难儿童捐赠 1 万多元图
书文具。何芳静还主动请缨，担任茶市

镇多所学校校外辅导员，免费授课，讲
家风，弘扬社会正能量。

在何芳静的带动下，儿女们也纷纷
参与到扶贫帮困、捐资助学、修路修塘
中来。2017 年，其长子何朝晖为董事
长的建衡实业上榜衡阳慈善排行榜前
40 名，2018 年，何朝晖被评为“石鼓区
最美扶贫人”。20多年来，何芳静家在
扶贫帮困、捐资助学、修路修塘等方面
捐款及争取资金达300余万元。

何芳静老人用“教育的种子”，点
燃了家族和社会学习的动力，用自己
的行动诠释了“最美”的内涵，并把
这种美凝聚为向上、向善的力量，温
暖着社会。

何芳静一家三代人——

传承“尚学成才向善为乐”好家风
本报记者 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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桴槎山山腰有一处红瓦黄墙的营房，是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
队六中队王铁单独执勤点，常年担负着国家某油库守卫任务。一
批又一批官兵在这里奉献着青春。

这里空气清新，风景秀丽，对从大城市初次上山的大学生士
兵段文涛来说异常欣喜，但新鲜劲一过，他就想打“退堂鼓”。山
上交通不便、蛇虫较多，经常缺水停电，手机还没有信号，仿佛与
世隔绝，段文涛的心情跌入谷底，有种度日如年的煎熬。让段文
涛不解的是，班长陈利云在山里已经驻守了 11年，却好像还没待
够。在与陈利云多次完成执勤任务后，段文涛逐渐理解了这位老
兵的情怀，理解了指导员陈天宇所说的“忠诚爱库、坚韧拼搏、快
乐奉献”的王铁精神。

排长陈财良说，在王铁执勤点的官兵们不仅要完成好固定任
务，还要随时处置突发情况。至今已成功处置山林火灾、山洪倒
灌、伐木盗猎等险情30多起，执勤点连续12年被上级表彰为执勤
先进单位，3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中队连续17年被评为“基层建设
先进中队”。

大山深处“守油兵”
徐 伟摄影报道

排长陈财良（右二）、下士王艺（右一）、上等兵黄年年（左一）

围坐在树下，聆听86岁的李汝英奶奶讲述老一辈革命人建库、守

库的故事。山上经常断水，一断水，官兵们就带着水桶到山脚下

李奶奶家的井里打水，多少年一直如此，他们早已成为一家人。

站在山腰，战士们欣赏着远处的美景。执勤点的官兵每天都

要担负繁重的勤务，工作生活周而复始，看起来单调枯燥乏味，但

他们却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官兵们深知，穿上军装就意味着奉

献，不管身在哪里，肩负怎样的职责，都是军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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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石济高铁齐济黄河公铁两用

大桥全长 1.8 公里，2018 年 12 月通车。

大桥下层为 4 线铁路，上层是双向六车

道高速公路，该桥是黄河流域最大的公

路、铁路两用桥。 徐翔宇摄

图② 建于 2008 年的京沪高铁黄

河特大桥，全长 5143.4米，设计时速 350

公里，2011 年 6 月 30 日通车，是京沪高

铁和石济高铁两线共用的 4 线高铁桥，

也是京沪高铁线上山东段唯一一座钢结

构大桥。 李晓龙摄

图③ 曹家圈黄河铁路大桥始建

于 1960 年 ，全 长 5698.3 米 ，为 双 线 铁

路大桥。这条铁路线是京沪铁路普速列

车的必经之路，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

南北物资运输的大动脉。 李晓龙摄

图④ 始建于1908年，全长1236米

的济南泺口黄河铁路大桥。该桥是目前

黄河上唯一还在承担铁路运输任务的百

年老桥。 徐翔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