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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为人民服务”刻在扁担
上，而他帮助过的旅客也把感激写
在扁担上。

1960 年，杨怀远复员后进入中
远海运集团（原 交 通 部 上 海 海 运
局），从生火工干起，后来转岗成为
服务员。杨怀远发现，他所在的轮
船上，乘客多为老人、妇女。他们拖
家带口、手提肩扛抵达码头附近公
交站后，还要走上一段路才能上船；
下船后，从港口走到码头大门有 3
公里。见此情景，他决定用从部队
带来的小扁担帮旅客挑行李，减轻
群众负担。

这一挑就挑了 38年来。杨怀远
始终以雷锋为榜样，甘当人民的“挑
夫”，以热情周到的服务迎送千千万
万的旅客。

20 世纪 70 年代初，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旅客携带的电器等
大件商品越来越多，杨怀远感觉小
扁担已不再适用。但他跑遍了上
海，却找不到一根合适的长扁担。
为此，他特意请人在外地定做了 4
条长达 1.7 米的大扁担，继续服务南
北旅客。肩上担子更重了，但能更
好地帮助旅客，杨怀远丝毫不觉得
辛苦。

后来，杨怀远被调到上海至香
港航线，跑豪华大客轮。为了更好
地为旅客服务，他开始学习广东话
和英语，这个几乎没有读过书的服
务员，很快地掌握了英语的基本会
话。他把小扁担也带到了香港。有
人作过统计，在沪港客轮长达 6 年
的工作期间，杨怀远为乘客挑担超
过万数，磨破了四五件的确良工作
服。杨怀远和他的扁担美名，在香

江广为流传。
除了做旅客的“小扁担”，杨怀

远还是旅客的“万能保姆”：为乘客
修鞋、为旅客代蒸馒头、为婴儿制
作 小 摇 篮、为 老 人 送 上 拐 杖 ……

“码头、客轮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
化，我们客轮服务员也必须作出改
变，才能化旅客的困难为不难，使
他们方便、满意啊！”杨怀远说道。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杨怀远根据旅
客的需求，自制了 120 多种便民用
具。

小小扁担，挑起一座“为人民服
务”的时代丰碑。38年间，杨怀远一
共挑断了 47 根扁担，肩膀也被扁担
磨砺出两块像馒头一样的肉疙瘩。

杨怀远曾经担任“民主 5 号”轮
的政委，但是出于对平凡工作的热

爱，他主动辞去领导职务，甘当一名
普通的服务员，坚持用小扁担义务
为旅客送行李。

有人不解地问他，是什么力量
支撑这 38 年的风雨无阻？杨怀远
不 假 思 索 地 说 ：“ 人 民 群 众 有 需
要。”在杨怀远的日记本上，不仅记
录了 6000 余首如何服务乘客的诗
歌和顺口溜，还记下了这样一句
话：“为人民服务从小事做起，贵在
坚持”，这句话也贯穿了他的整个
职业生涯。

甘当“人民挑夫”，杨怀远在最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开创了“扁担精
神”，并因此获得全国劳模、“五一”
奖章等荣誉近 60 项。他的“小扁担
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航运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建桥、炸桥、复桥，钱塘江大
桥成为桥梁工程史上的丰碑，而
它的缔造者“中国桥魂”茅以升，
更是中国近现代桥梁史上的一座

“丰碑”。
1916 年，茅以升官费赴美国

留学。 1917 年，他毕业于美国康
奈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业，获硕
士学位；此后，又获卡耐基—梅隆
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
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的科学
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

1920 年毕业后，茅以升谢绝
了国外公司的重金聘请，怀着“科
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志向毅然
回国。然而，回国后的茅以升目
睹的却是：中国的江河湖海上，都
是外国人造的桥。 1933 年，茅以
升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让他终
于有机会实现中国人造中国桥的
夙愿。

“钱塘江造桥——办不到”。
这句话在当时的杭州广为流传，
地理环境复杂、波涛汹涌的钱塘
江，不仅每月都有大潮水，而且江
底淤泥又滑又厚，工程难度无法
想象。

江上，600 吨重的沉箱一入激
流，犹如脱缰野马乱窜；空中，日军
飞机也在盘旋扫射，不断袭扰。面
对这极度复杂的施工环境，茅以升
毫不退缩。他说：“钱塘江大桥的
成败，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能
不能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大事！”

1937 年 9 月 26 日清晨，一列
火车从钱塘江大桥上隆隆驶过，
两岸一片沸腾。这座由中国人设
计、制造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
桥，打破了外国桥梁专家“中国人
无法在钱塘江上建桥”的谬论。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
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钱 塘 江 大 桥 竣 工 不 到 三 个
月，杭州沦陷。为阻止日军进攻，
茅以升接到命令：炸掉大桥，不让

日军占用！茅以升心如刀割般地
执行了命令。抗战胜利后，他又
带着精心保护的 14 箱资料回到杭
州，克服重重困难，重建了钱塘江
大桥！

钱塘江大桥作为中国人自己
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现
代化钢铁桥，至今仍然承担着重
要的交通使命；而负责主持修建
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把工地办
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
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
养了一大批桥梁工程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担任
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
任委员，受命修建我国第一座跨
越 长 江 的 大 桥—— 武 汉 长 江 大
桥。

在他的主持下，大桥于 1955
年 9月正式开工，1957年 9月 25日
完工，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一年零
三个月。

这座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
桥”的武汉长江大桥，将京汉铁路
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
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并把武
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
北地区铁路和公路联网成片。

如今，远超设计年限的武汉
长江大桥，仍是武汉过江的重要
通道，桥面上车水马龙，为三镇居
民出行提供极大的便利。

“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
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
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
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
名欤？曰奋斗。”回顾茅以升生
平，他不仅把自己的名字和新建
的大桥一起留在祖国各地，也用
毕生学桥、造桥、写桥的经历，搭
设了一座名为“奋斗”的人生之
桥。

2019 年 9 月 25 日，茅以升被
评选为“最美奋斗者”，恰与其人
生信条完美契合。

“背不靠座椅、眼不离前方、
手不离闸把、说话不对脸、沏茶
不谦让、吃饭不同时。”在我国纵
横八方的铁路网上，有一辆特别
的机车日夜奔驰，这就是“毛泽
东号”机车。它从枪林弹雨的解
放战争中走来，见证新中国成
立、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等诸多重大历史节点，至今活
跃在铁路沿线的“毛泽东号”机
车组，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图
腾”！

1946 年 10 月 30 日，经中共
中央东北局正式批准，“毛泽东
号”机车诞生于哈尔滨机务段。
1949 年 3 月，它随解放军南下，
落户北京局集团公司丰台机务
段至今，是我国唯一一台以领袖
名字命名的机车。

诞生至今，“毛泽东号”机车
从第一代ㄇㄎ1—304 号机车（ㄇ
ㄎ 念“ 莫 特 瑶 ”）到 现 在 的
HXD3D-1893 号电力机车，期间
历经 5 次换型、6 台机车，见证了

中国铁路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并先后跨越蒸汽、内燃、电力 3
个动力时代。 2014 年 7 月，“毛
泽东号”机车结束牵引货运列车
的历史，开始担当旅客列车牵引
任务；2016 年 5 月，“毛泽东号”
机车开始承担北京西至长沙 Z1/
2 次旅客列车牵引任务；2019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号”机车安全
走行突破 1100 万公里，相当于绕
地球近 275 圈，创下了中国铁路
机车安全走行公里数的新纪录。

开领袖车，做领军人。75 载
栉风沐雨中，“毛泽东号”机车
以骄人的业绩和先锋模范作用，
成为引领中国铁路不断前进的
一面旗帜；机车所承载的“毛泽
东号”精神，不仅仅是中国铁路
的精神财富，更是一代代中国人
艰苦朴素、不断进取的真实写
照。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号”
机车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和枪
林弹雨，在硝烟里来回穿梭，为

人民子弟兵解放全中国运送弹
药给养。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毛泽东号”机车作为重要的生
产运输工具，带头倡议开展劳动
竞赛，常常为祖国建设冲在一
线。

唐山大地震、非典疫情、汶
川大地震……在祖国和人民需
要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号”更
是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呼啸奔
驰的身影，为灾区人民带来希
望，为举国抗疫竭尽全力。

“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
候，‘毛泽东号’机车组从来没有
缺席，我们一定用高度责任心、
严明责任制、过硬基本功，确保
一趟趟列车的安全正点，为打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贡 献 力 量 。”
2019—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85后”小伙子王振强既是

“毛泽东号”机车组第十三任司
机长，也是“毛泽东号”机车组党
支部书记。他带领党员们站在
机车前，面对党旗郑重宣誓、写
下承诺书，用“责任心+责任制+
基本功=安全正点”的岗位准则，
开好每一趟车。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夜，
王振强的朋友圈是这样的：在万
家灯火的时刻，“毛泽东号”人用
坚守绘就了最美的“敬业福”。

成立至今，“毛泽东号”机车
组先后有 6 人获得全国劳动模
范，120 多次获得全国、地方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成为新中国成立
以来全路机车组组建时间最长、
涌现劳模最多、安全成绩最好、
完成任务量最大的先进机车组，
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交通人努
力奋斗、挥洒热血青春的“精神
图腾”！

在天津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满
是尘垢、渍迹斑斑的挎包。这是登
高英雄杨连弟生前所用的军用挎
包，现今为国家一级文物，承载着我
们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
杨连弟的永恒追忆。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为了抢修清川江大桥，年仅 33
岁的杨连弟将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
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1949 年杨连弟进入铁道兵部
队，成为随军职工。同年 8 月，人民
解放军挺进大西北，为确保大军顺

利西进，杨连弟所在部队则奉命在 3
个月内，抢修好陇海路西段的天险 8
号桥。这座大桥坐落在高山峡谷
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两次
遭到破坏，只余下 5 座高达 45 米的
桥墩，修复难度极大。

工期紧、任务艰巨，杨连弟机智
勇敢，架设单面脚手架攀上 45 米高
的桥墩，并以一块木板做掩护，连续
实施爆破百余次，平整 5 座桥墩顶
部，提前 20 天完成了 8 号桥墩工程
任务，确保桥梁实现顺利通车。杨
连弟荣立大功一次，获得“登高英
雄”荣誉称号。

1950 年 11 月 ，杨 连 弟 参 加 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
前线，在天寒地冻中先后完成鸭
绿江浮桥、沸流江大桥等多条铁
路 桥 梁 的 抢 修 任 务 。 1951 年 ，美
空军发动疯狂的绞杀战，由于敌
机猛烈轰炸和洪水来袭，志愿军
补给线上的关键节点清川江大桥
运输中断，杨连弟所在部队紧急
转战，抢修该桥。

抢修大桥，先要修建人行便桥，
但水深流急，战士们屡试屡败。杨
连弟再次想到了好办法，在提出用
钢轨搭设浮桥的办法得到上级批准
后，杨连弟带领战友连续奋战 30 昼
夜圆满完成任务，但在架设浮桥的

过程中，因为长时间作业极度疲劳，
杨连弟一不小心就被打来的浪头冲
走，身影在湍急的江面上起伏。当
战友们将他救上岸时，他脸色苍白、
嘴唇黑紫，手里仍牢牢攥着一把用
来拧钢丝的钳子。

1952 年，时任副连长的杨连弟
再次查看清川江大桥，发现新修的
第三孔钢梁发生位移。就在他带领
战士准备修桥时，一枚炸弹在身边
爆炸，弹片击中他的头部，“登高英
雄”杨连弟壮烈牺牲。

杨连弟牺牲后，中国人民志愿
军总部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
级战斗英雄称号，他生前所在连队
被命名为“杨连弟连”；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追授杨连弟英雄称号
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原铁道
部将陇海铁路 8 号桥命名为“杨连
弟桥”，并在桥头建立杨连弟纪念
碑。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英
雄杨连弟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他登
高修桥的身影，却镌刻在了历史丰
碑上。杨连弟和战友们用血肉之
躯，谱写了一首“打不断、炸不烂的
钢铁运输线”的壮丽战歌，他的“登
高精神”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航运
人，为建设交通强国的伟大事业而
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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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号”机车组。

杨怀远（中）帮旅客挑行李。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在这 100 年的风风雨雨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楷模、时代先锋，他们艰

苦奋斗，历经磨难，创造了丰硕的成果。他们的精神穿越时空，照亮前路；他们的

力量，生生不息，催人奋进。

本报特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榜样力量”栏目，向大家讲述交通运输

领域杰出代表的故事。希望以他们为榜样，引领我们勇往直前，用勤劳和汗水续

写交通行业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