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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10 月 27 日电
（记者 李雄鹰）客家围龙屋，泥

砖墙，杉桁瓦面，三合土地底，屋

前月形池塘，水井一口在屋东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大柘

镇大墩背有一祖屋，坐西北向东

南。这就是姚子青烈士的祖居。

姚子青，谱名若振，号中琪，

1909 年出生于广东省平远县。

姚子青幼年就读于本乡景清小

学，后考入平远中学，读书期间，

成绩突出，操行优良。

1926年，姚子青考入黄埔军

校第六期。北伐战争爆发后，他

加入北伐大军，担任排长，英勇

善战，屡立战功。1930年 11月，

姚子青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11
师步兵 33 旅暂编第 1 团第 1 营

第 3连上尉连长。

1937年，姚子青被擢升为国

民 革 命 军 第 18 军 98 师 292 旅

583 团第 3 营中校营长，驻防汉

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姚子

青率部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奉命驻守宝山县城。

1937年 8月 28日，日军利用

飞机、军舰舰炮对宝山县城狂轰

滥炸，随后日军步兵发起攻击，姚

子青率部英勇还击。经过一个昼

夜的激战，毙伤敌军200余人。

9 月 3 日，日军会合小川沙

登陆的大量军队，在飞机、战车

的掩护下向西门外大街及西南

城垣攻击，企图截断宝山守军与

后方联络。姚子青识破了日军

的阴谋，趁其立足未稳，下令迎

头痛击。在战斗中，姚子青亲临

前沿阵地指挥作战，还深入各战

壕做思想鼓动，勉励全营官兵

“团结战斗，坚守阵地，爱我中

华，杀敌立功。”全营士气大振，

斗志倍增。血战一昼夜，仅宝山

城金家巷一地就击毙日军 200
余人，伤者不计其数。

9 月 5 日，日军 2000 余人从

长江东、南、北三面登陆，再次围

攻宝山县城，姚子青临危不惧，

率部死守城垣，多次打退敌人的

进攻。激战两昼夜，毙伤日军

600余人。

至 9 月 7 日早晨，与敌血战

了两昼夜的姚子青营官兵大部

分阵亡。这时，宝山县城东南一

角被日舰轰毁，日军蜂拥而入。

姚子青率所剩官兵 20 余人与敌

鏖战，子弹打光了就与敌肉搏，

终因寡不敌众，宝山县城陷落，

年仅 29岁的姚子青壮烈殉国。

宝山之战，除副营长李贻谟

及二三名士兵于前两天身负重

伤已送后方医院治疗外，全营官

兵全部阵亡。

姚子青和全营官兵壮烈殉

国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于

9月 10日通电说：“宝山之战，姚

子青全营与孤城并命。志气之

壮，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

泣鬼神……”

姚子青牺牲后，以其英勇杀

敌事迹为题材创作的《姚子青大

鼓词》《姚将军歌》，记载着他可

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催人泪下。

以姚子青营壮士为题材拍摄的

《孤城喋血》《血溅宝山城》两部

影片热播海内外。

1986年 9月，广东省人民政

府为纪念抗日将领黄梅兴、姚子

青烈士，将平远县城镇中学更名

为“梅青中学”。现在，梅青中学

是平远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主

要展示抗日民族英雄黄梅兴、姚

子青将军英雄事迹。

英勇悍将——姚子青

这 是 姚 子 青 像（资 料 照
片）。 新华社发

历经 6 年前期设计、9 年建设，全长 55 公

里，集桥、岛、隧于一体的港珠澳大桥于 10 月

23日宣布正式开通。这座中国桥梁建设史上

技术最复杂、环保要求最高、建设标准最高的

“超级工程”，堪称世界交通建设史上的新标

杆。

国家工程、国之重器的背后，是一支“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中国桥梁建设者

队伍。14年间，他们顺境不骄、逆境不馁，在伶

仃洋上“作画”，在大海深处“穿针”，体现了勇

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彰显了“逢山开路、遇

水架桥”中国奋斗精神。

从零开始，志在报国

2004年 4月 17日，正在午休的张劲文突然

被电话吵醒，来电人是朱永灵，邀请他加入港

珠澳大桥前期协调工作小组办公室。

15年过去了，现任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工程

总监的张劲文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在广东

省高速路公司任职的张劲文才 29岁。

2003年 8月，国务院批准粤港澳三地政府

开展港珠澳大桥前期工作。2014 年 3 月前期

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成立。时任广东省高速

公路公司董事长的朱永灵被粤港澳三方任命

为总负责人，苏权科成为技术总负责人。

朱永灵开始招兵买马，笼络英才。像张劲

文一样，怀着对港珠澳大桥的憧憬，余烈、苏

毅、江晓霞、刘少燕等 13人聚集一堂。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图纸设计、投融资方

案、口岸查验模式论证、环评等都需要开展大

量的专题论证。”朱永灵说，“基于三地政策法

规、管理体制、办事程序、技术标准、思维习惯

等方面存在差异，每一项问题都要反复论证、

反复协调。分歧一度甚于共识，我们‘三方受

气’，胸怀也被撑大了。”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保留了一张珍贵的历

史照片，画面中的人都洋溢着笑容。2007年 5
月，前期办工作人员在广州拍下这张合影。“由

于融资问题久拖不决，前景一度十分迷茫。我

们就自己给自己打气，约定自掏腰包，定期轮

流请团队吃饭、组织活动互相打气。”港珠澳大

桥管理局运营管理部江晓霞说。

“当时整个 OA 系统一个月没有一封需要

处理的公文，电话也不响了，我们仿佛在这个

世界上消失了。为了增强团队凝聚力，我们不

定期分享各自近期工作经历和感受促进成

长。”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说。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09
年 3月 13日，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上传来好消

息：港珠澳大桥融资问题已经解决，年内一定

开工。“我忘不了这一天，消息公布当时我们正

在开会讨论项目，听到消息后大家非常高兴。”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助理兼融资财务部长

苏毅激动地说。

2009 年 10 月，港珠澳大桥工程可行性报

告获国务院批准，翌年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成

立。以“建设世界级跨海通道、为用户提供优

质服务、成为地标性建筑”为目标，历时 6年前

期研究，办公室共完成了 51项专题研究报告。

至此，前期办作为一个临时机构完成它的

历史使命。13 人小组中，有 3 人离开，10 人坚

守至今。时光荏苒，他们中的热血青年已经渐

生华发，张劲文也从“小张”变成了“老张”。

“工程师就是为工程而生，就是为解决困

难而来。港珠澳大桥这样的项目对于奋斗者

是充满‘诱惑’的，国家需要这样的工程，百姓

需要这样的工程，我们必须顶上去。”张劲文

说。

凝心聚力，成就伟业

2009 年 12 月 15 日，港珠澳大桥正式开工

建设。设计使用寿命 120 年的港珠澳大桥用

钢量达到 42 万吨。在钢梁方案决策落地前，

有人提出两个问题：钢结构的疲劳问题怎么解

决？钢桥面的铺装质量怎么保证？

当时我国钢箱梁生产线较为老化、装备陈

旧，在 3 年合同期内制造出 42 万吨钢箱梁，完

全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反复调研碰撞

中，朱永灵等人提出，要打破固有思维，借鉴其

他行业经验特别是汽车制造经验，实现钢箱梁

的流水线制造。

这是一次“殊死”的转型升级。作为业主

的大桥管理局和承包方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矛

盾一度尖锐到双方几乎“一拍两散”。

创新要有成本，更要有机制。张劲文带队

出国考察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国内研究，摸索

出一条“通过招投标设置强制性技术资格审

查，同时提高标的价格激发市场热情”的双管

齐下路径，最终，全球第一条板单元自动化示

范生产线在国内建成，大桥的需求得到满足，

国内的钢箱梁产业也脱胎换骨。

“超级工程”变“超级引擎”。大桥建设者

们将国内产业发展和大桥建设有机结合，以海

纳百川的气魄集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技术

和经验，再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使之成为“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最终将大桥

打造成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世纪工程”。

经过 34 次“海底穿针”，由 33 节沉管和最

终接头组成的全长 6.7公里的世界最长海底深

埋沉管隧道，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国内

外多项空白。

“去韩国考察得到的是一张整平船的远景

照片，到荷兰公司寻求合作则遭遇天价咨询

费。”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经理林鸣决定自

主研发，带领技术团队创造性地提出“半刚性”

沉管结构方案，实现了滴水不漏的效果，“建设

过程中遇到了无数问题，但没有一次是绕过去

的，全是闯过去的。”

寒来暑往、潮起潮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

标，成千上万的建设者汇聚成战胜一切困难和

挑战的磅礴力量。项目经理余立志临危受命，

短短半年时间，乌黑的头发七零八落。设计大

师孟凡超在手术后仍未脱离生命危险，坚持与

同事讨论设计；90多岁高龄的孙钧院士，30多

次深入现场为大桥排忧解难。

“工程是人造物，造物先造人。我们始终

坚持与承包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激发参建各

方的自豪感、成就感和使命感。”朱永灵说，实

践证明，大桥局建设的组织、管理是有效的，桥

梁、岛隧、交通、房建、桥面铺装等五大工程顺

利推进，没有出现大的安全事故、质量事故和

环境污染事故。

再踏新征程

伶仃洋海域，见证了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荣

与辱、兴与亡。

“理解了伶仃洋，就理解了大桥文化的

根。”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行政总监

韦东庆说，建设者已经把大桥作为情感归属和

精神寄托的载体，大家不愿意见到工程上有任

何瑕疵，精益求精，正是共同的精神追求成就

了伟大工程，成就了世界奇迹。

“我们不追求为个人留下什么，但追求为

国家、为民族、为这个时代留下彰显自豪的载

体。”朱永灵说，“港珠澳大桥未来 120 年甚至

更长时间将屹立于珠江口伶仃洋上，见证粤港

澳三地的融合与发展，见证祖国的强盛。”

如今，上万建设者用青春、热血、智慧和汗

水浇筑的大桥“由建转营”进入“下半场”。为

实现大桥从建设期向运营期的平稳过渡，大桥

管理局的 100 多名建设者将就地消化转入运

营岗位。

“进入营运期后，所有的建设管理人员都

要有归零意识，不能居功自傲，不能有吃老本

的思想。”朱永灵说，“在营运管理上我们都是

新兵，没有经验，当然也没有包袱，可以大胆探

索。一流桥梁要有一流运营。”

重整行装再出发。

历经港珠澳大桥洗礼的建设者又走向了

其他工程。港珠澳大桥旁边的深中通道建设

正如火如荼展开，一项面向国际前沿的重大科

研项目——悬浮隧道工程技术已在珠海正式

启动。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就是一个奋

斗不息的伟大民族挺立在一个伟大时代的豪

迈！ 新华社广州10月26日电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中国奋斗者
——港珠澳大桥建设者群像

这是 10 月 22 日
在新疆巴楚县阿纳库
勒乡拍摄的大面积野
生胡杨林景区（无人机
拍摄）。

深秋时节，地处叶
尔羌河流域的新疆巴
楚县秋意正浓，一幅色
彩斑斓的秋季生态画
卷在田间地头铺展开
来。银色的棉田里“白
浪”阵阵，拾花工忙着
采摘棉花，收获喜悦；
大面积野生胡杨林进
入最佳观赏季，游人沉
醉在一片金黄中，享受
自然风光。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