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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兰州市区出城去沈家岭，车程不过30分
钟。虽说离得不远，可这道南低北高的葫芦状
险峰，堪称名副其实的兰州“锁钥”。72年前，
对沈家岭的争夺正是兰州战役的关键一局。

“几个山头头上，枪炮声连响了好多
天。”讲起沈家岭战斗的激烈，81 岁的村民
李厚功仍记得子弹划过空气的声音，“解放军
抢挖着战壕，还没忘提醒我们要躲好喽。”

沈家岭北麓，兰州战役纪念馆内，记者在
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进攻示意图前驻足。攻
占窦家山、古城岭、营盘岭、沈家岭，直捣西
关……一次次血战，凝结成胜利的喜讯。1949
年 8月 28日的人民日报写道：“人民解放军二

十六日五时半攻克甘肃省会兰州市，并控制兰
州以北的黄河铁桥，至此兰州已获解放。”

兰州战役的意义有多重要？记者辗转联系
到92岁的杨兴龙，当年他是一野第二兵团第四军
第11师的战士。老人回忆，国民党马步芳集团
长期盘踞西北，1937年春，红军西路军在祁连
山突遭马步芳部队袭击，数千人被俘遇害。兰
州战役，指战员们憋足了劲跟对手拼到底。“那
一仗打得真叫地动山摇，黄土都变成了黑土，
我军一举歼灭马步芳集团主力。多少年的血仇，
在兰州报了！”杨兴龙一字一顿地说。兰州战
役，更是打通了解放军进军青海、宁夏和河西
走廊的门户，为解放包括新疆在内的整个大西

北铺平了道路，可谓一战定四省。
95 岁的李振朝告诉记者，兰州战役中，

他所在的团是主攻团，冲上去几千人，下来
只剩两三百。兰州解放后，他去过几次沈家
岭，“但我不愿意上山，心里难受，那么多战
友永远回不来了。”

走出纪念馆，4月的山风扑面，近处绿意正
浓，远方峰峦层叠。昔日硝烟早已散尽，脚下这
片红色土地，年复一年见证着兰州的变迁。

“解放前，我们只能去兰州城里要饭填肚
子。”李厚功说，“现在我有养老金领。去年动手
术，医保就报销了85%。这两年我还添了俩重孙
哩。”沈家岭村建起了红色文化长廊和教育基地，

搞起了红色旅游，不少村民瞅准机会，开了农家
乐。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办得红红火火，
带动贫困户一起摘下穷帽子。去年兰州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52元，同比增长7.7%。

山下的金城兰州，当年解放军战士高擎
红旗踏过的那座黄河铁桥，已成为观光步行
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赴这里追忆历史，也
在这里欣赏黄河两岸的景色。

兰州近年着力保护黄河生态、打造黄河景
观，黄河之滨更美了。在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评
出的“2020 中国蓝天百强城市榜”上，兰州名
列前茅，综合得分位居第六。蜿蜒的黄河风情
线，秀雅的滨河风景区，被南来北往的游客称

为“兰州外滩”，兰州本地人更是直接受益。
在河边步道，记者碰见62岁的七里河区居

民李永山，他正和老伙计们散步。“咱黄河就是
美嘛！”李永山为家乡点赞，“过去，这一片是荒
凉的河滩子，只有一条窄土路，树影子都没有。
现在，我每天到河边转悠一圈，成习惯了。”说话
间，欢快的音乐响起，武威路社区的汪蓉又带着
一大群人来排练广场舞了。“绿化好，空气干净，
地方又敞亮，来这跳舞，身心舒畅嘛！”这些练舞
的中老年人，个个看着都跟李永山一样神清气
爽。熟悉的旋律伴着阵阵黄河涛声，奏响新生
活的乐章。“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撩动
白云蓝天蓝，望眼平川大步迈向前……”

兰州城区南北的连绵群山，再也不是阻挡
人们前行的天险。甘肃（兰州）国际陆港内，铁
路线交错延伸，集装箱作业繁忙。“2017 年以
来，我们累计发送国际货运班列 700 多列，东
川铁路货运中心年吞吐量达150万吨，兰州铁
路口岸封关运营近4年，累计货运量已达56万
吨，进出口货值约 85 亿元。”甘肃（兰州）国际
陆港管委会副主任张晓兰对记者报出一串数
据，“明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正式生效实施后，机遇就更多了。我们陆
港、我们兰州，会迎来更大的发展。”

南北山下，黄河之滨，中欧班列正整装
待发，即将开往远方的世界。从“联络四
域、襟带万里”的古丝路重镇，到今天“一
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新时代的兰州迸射
着越来越璀璨的光芒。这颗“丝路明珠”，没
有辜负当年人民解放军的那场浴血奋战！

1949年8月的兰州战役，为解放整个大西北铺平了道路。而今，这座城市已成为
“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

看！这颗璀璨的“丝路明珠”
本报记者 张 红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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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悔 的 沉 默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刘新吾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巴
普镇，给记者的第一印象就是山多、
山大。在一座大山侧面，3个洞口很醒
目：左右两个一般大，中间的略小。
要不是旁边写着“乐西高速大凉山1号
隧道出口工区”，谁能想象会有一条高
速路从这儿穿过？

“走，进去瞅瞅！”中铁十八局乐
西高速 K2项目部掘进队长沈朝兵头戴
安全帽，领着记者跳上了驶往中间隧
洞的机车。左右两边是隧道主洞，为
啥还要再凿一个？“这个洞叫‘平行导
洞’，作用可大着哩！”沈朝兵说，它
能超前勘测地质，比如平导某个位置
出现塌方，在主洞钻爆至相同位置时
就能提前加强支护，“平导还将跟两侧
打通，增加工作面，提高施工效率。”

十几分钟后，机车慢慢停下。“我
们要走进 TBM （全断面岩石隧道掘进
机） 体内啦！”沈朝兵拍了拍记者的

肩 ， 大 声 喊 道 。 这 个 开 挖 直 径 7.93
米、长 176 米、重 1400 吨的“神器”，
本事挺大，破岩、运渣、支护样样在
行，平导就是靠它掘进的。

“大凉山地质条件复杂，隧道施工
要穿越玄武岩、强风化灰岩、局部夹
煤线、泥岩等多种围岩。”说到这儿，
沈朝兵眉头微皱。“吃硬怕软”是TBM
的特点，碰到软的泥岩、破碎带，掘
进就会很麻烦。“但再难也要想法子解
决，挺进大凉山，我们没退路，只能
向前！”

高压电、变压器、通风管、除尘
柜……在 TBM 内部，设备真不少。约
3 平方米的房间里，一位工作人员紧
盯屏幕，他的面前密匝匝排列着红
色、绿色、白色按钮。“这是操作室，
面积虽小，却相当于整个 TBM 的中枢
神经。”沈朝兵介绍时，那位工作人员
正收到指令，他点开推进系统，拧动
按钮调好参数，TBM 就开始“吃东
西”了。

看完平导，再看主洞。23 岁的现
场技术员张定雄打开手电筒，带记者
向洞内走去。敲击声、焊接声越来越
近，火花飞溅，工人们正加紧铺设仰
拱钢筋，汗水一遍遍把工服浸透。“拱
腰和拱顶已做二次衬砌了，挖好的部
分会显得平整很多。现在我们要往下
挖个深度，铺上仰拱钢筋，浇筑混凝
土。”张定雄说，目的就是减少路面下
沉。他指了指前头：“以后这儿就是高

速路的紧急停车带，要更牢固些！”
乐西高速计划 2025 年通车，全长

15.3公里的大凉山1号隧道正是高速的
控制性工程。“早一天打通隧道，就能
早一天通车。时间不等人，大家干劲
儿足着哩！”张定雄专业能力强，斗志
也高，项目上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还有
不少。

想富先修路。乐西高速的价值可
不一般！它将连接大小凉山彝族主要
聚居地，助力乡村振兴。三河村彝族
妇女俄俄曲伍今年 33 岁，一年前她来
到项目部负责后勤，没想到生活随之
发生了改变。

“之前在家务农，靠天吃饭。就算
有过好日子的想法，也实现不了。”俄
俄曲伍在会议室边擦桌子边跟记者
聊，她现在收入稳定了，可以给孩子
们添置新衣服、给老父亲买点小酒喝。

有一年，俄俄曲伍的孩子生了重
病，当地没法治疗。她抱着孩子坐了
15 个小时大巴才赶到成都，好在没出
大事。那是她第一次走出大山，见到
大城市。“通车后，到城里看病更方
便，孩子们去外面接受好教育的机会
更多，日子也会更富足。修高速，瓦
吉瓦 （彝语：好得很）！”俄俄曲伍对
记者说。

“我以后还能去更远的地方转转
呢！”看着在大家奋战中一天天推进的
工程，俄俄曲伍喜滋滋的。此刻，窗
外阳光明媚，索玛花开得正艳。

“我订的 120 吨肥料到货了吗？”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呼图壁县大丰镇红柳塘村棉农王多义忍不
住又确认一遍。

今年老王计划种植1900多亩棉花，眼看种子
就要下地，可肥料还没到手，能不急？

“放心，农资管够！啥时候开播，随时打电
话，我们送到地头。”电话这头，镇供销社为农
社会化服务中心负责人王静再三保证。

去年春耕时，受疫情影响，种子、化肥等农
资都堵在路上，最后还是政府开通绿色通道，才
解了燃眉之急。今年，春节前服务中心就在库房

备好了各种肥料。这几天，王静一天接打上百个
订购农资的电话，忙着与各地农资生产商、销售
商对接，协调配送时间。

据悉，呼图壁县各农资店已储备化肥 3 万
吨、氮肥1.5万吨、磷肥1.2万吨……完全可以保
证全县春耕农资供应。

一字之差，人们差点错过一位传奇英雄！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不久，四川省合川县四区

隆兴乡南亚村青年蒋诚随部队入朝作战。不久，他
迎来了参军以来最大的生死考验——上甘岭战役。

敌军企图在志愿军防线中央打开缺口，其中
537.7 高地因扼守咽喉，成为双方争夺的一个焦
点。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短短几个小时之内，
敌军便向我3.7平方公里的防御阵地上倾泻了190
万余发炮弹，地表工事全部被摧毁，两个山顶被
削低了约2米。

敌人一次次冲锋被击溃了，然而，又一波冲
锋汹汹袭来。我军伤亡越来越大，阵地几近失
守。千钧一发之际，蒋诚作为机枪手，随同所在
的部队前往支援。

突然，一颗炸弹在蒋诚身边爆炸，弹片在他肚
子上划出了一道大口子，顿时，鲜血喷涌，肠子都流
了出来。蒋诚硬是把肠子揉进肚里，继续战斗……

这场战斗，凭着过硬的军事技能，他个
人累计歼敌超过 400 人，被志愿军司令部记一
等功。

战争结束后，蒋诚复员回乡。乡亲们只知道
他是个普通的复员军人，当地政府也没有按政策
为他安置工作、落实待遇。人们只看到一个朴实
的农家汉子，每天下地耕田、种桑养蚕。

这种平凡的生活，蒋诚一干就是30多年。
1988年，县里组织修订县志，尘封数十年的

档案被翻了出来，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县里藏着
一个大英雄呢！

这是咋回事呢？
抗美援朝时期，但凡将士在前线立功，都会

向战士所在家乡邮寄 《喜报》。因为工作人员的
疏忽，蒋诚家乡的地址应该是“四川省合川县四
区隆兴乡南亚村”，而 《喜报》 上却误写成了

“四川省合川县四区兴隆乡南亚村”。巧的是，兴
隆乡、隆兴乡都在合川。

就这样，《喜报》 发了好几次都因“查无此
人”被退回。

“老人家，《喜报》出错，当年您为啥不找政
府去说？”总有人问。

“共产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蒋诚的回
答永远只有这一句话。

如今，蒋诚已93岁高龄，他从未对自己的沉
默后悔过。

眼下，乐西高速控制性工程大凉山1号隧道施工队伍正在
加紧推进项目，汗水一遍遍把工服浸透——

“通车后，日子会更富足！”
本报记者 史志鹏



“ 放 心 ，农 资 管 够 ！”
本报记者 李亚楠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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