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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0 日下午，天寒地冻，浦江
县檀溪镇罗家村木匪岭隧道出口，汇聚于此的
人们，热情高涨。他们刚刚接到开工令，决心
要穿越木匪岭的山腹。

他们要在龙门山脉中凿隧道、架桥梁、建
站房，这就是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由浙江省
交通集团主导投资建设的杭温高铁二期工
程。有了它，人们穿越杭温的路途将变得无
比顺畅。一场山与人的较量，就此拉开帷幕。

龙门山脉那结满黑色果实的乌桕树，静静
地注视着这群衣着朴实的人高举红旗进入山
腹。这里曾经流传过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光辉
历史。当年，金萧支队以诸暨、浦江、桐庐、富
阳四县毗邻地区为作战中心，战火纷飞，鲜血
染红了山脉。

时光流转，在这重重叠叠的山腹中，这群
人竟一待又是三年半。

一

浙江地区罕见的铁路特长隧道——木匪
岭隧道，全长 10240.34 米，最大埋深约 619
米，横跨杭州市桐庐县、金华市浦江县两地。
它穿越了 5 条断层带、11 条节理密集带，地下
水丰富，局部地段处于高地应力区。

走进木匪岭隧道作业面，一座全长 53.7
米的大型钢结构作业通道赫然呈现。引入的
全自动液压栈桥，其有效作业面可达36米，远
超常规的 12 米，确保了仰拱开挖、钢筋绑扎、
混凝土养生以及掌子面出渣、初支作业等5道
工序的流水作业。同时，还配备了液压和遥控
装置，通过机械遥控即可轻松完成起升降落、
前后左右的移动动作，使隧道单口月进尺最高
突破210米。

项目引入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快速完成
对隧道的扫描，并将测量采集到的各项数据
同步上传至后台进行三维建模，为优化开挖
钻爆方案、调整预留变形量，以及杜绝二衬
欠厚等质量通病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依据，
也为后续施工和支护工作起到了“探路”的
作用。

隧道混凝土的养护采用了自动喷淋系统，
利用数字化自动检测系统，能够自动记录并在
云端完成喷淋时间、温度、湿度等养护数据的
分享。

高铁，代表着高速；而高速，必须有高质量
作为保障。

哪怕在国庆长假期间，杭温高铁的数十个

施工现场，呈现出紧张的施工场景，与往日并
无二致。全线 49 个工点近 4000 名建设者坚
守岗位，挥洒汗水，加班加点推进项目进度，全
力冲刺项目建设全年红。

刺 耳 的 回 音 、满 脚 的 泥 浆 、浑 浊 的 空
气⋯⋯这是隧道建设现场给人留下的第一印
象。刚进洞没几分钟，脑袋就开始嗡嗡作响。
再往里走，压抑的感觉扑面而来，让人有些喘
不过气来。

与这群隧道里的施工者打交道，我的内心
时刻都能感受到震撼。他们是如此年轻，与人
交谈时神情略显腼腆，着装也十分简朴——粗
糙的皮肤、满是泥泞的鞋子⋯⋯他们当中，有
刚刚结婚的新郎，有初为人父的父亲，有为交
通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资深专家，还有初次走
上管理岗位的大学生。正是在大好的青春年
华，他们却选择在幽暗且危险的隧道中砥砺前
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他们
在氧气缺乏、光线黯淡的隧道里，默默付出着
不为人知的艰辛努力。

2023 年 3 月 26 日，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时
刻——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声响起，杭温高铁
二期项目最长万米级隧道——木匪岭隧道顺
利贯通。算一算，建设者们足足历经了 655
个日夜的艰难拼搏，只为换来 1 分钟的欢畅
通行。

二

浦江西部山区，有一个名为石狮头村的地
方，这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小山村⋯⋯除了石狮
头村的命名由来之外，这里还走出了一位建桥
大师。

清朝时期杭坪镇的著名乡贤张狮岩，光绪
三年（1877 年），年仅 24 岁的张狮岩就捐资在
老家境内建造了第一座石拱桥——德政桥。
此后，他又先后为方圆几百里内的县内外百姓
建造了 15 座坚固耐用的方便之桥，被后人尊
称为一代民间建桥大师。

146年后的今天，这里迎来了一批现代化
的建桥大师，他们正在建设高铁特大桥。那一
天，天气晴朗，在浦江岩头镇后叶村的浦阳江
畔，履带吊、汽车吊等起重设备齐聚于此，施工
场面热闹非凡。随着司索工的指挥声，一孔
长32.6米、重826吨的箱梁稳稳地落在浦江特
大桥14至15号桥墩的支座垫石上。

2022 年 10 月 18 日上午，杭温高铁二期
最长特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序幕正式拉开，这

为后续桥面附属和无砟轨道施工创造了有利
条件。浦江特大桥全长 6.7 公里，是杭温高铁
二期项目中最长的桥梁，全桥共有墩台 189
个、桩基 1689 根，连续梁 6 联，是全线的重难
点控制性工程。

自 2021 年 10 月 18 日首孔灌注桩开钻，
到首孔箱梁完成架设正好历时一年。此后，乘
势而上，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剩余箱梁的架
设任务，为架梁完成后的桥面系施工奠定坚实
基础。

浦江特大桥位于浦江县城郊区盆地，而浦
江的江河溪涧有个特点，平时水流不大，一旦
遇到下雨天或梅雨季节，山洪就会陡发，江水、
溪水瞬间漫溢。再加上周边地形地貌复杂，施
工难度较大，工期也显得更为紧张。

那么，该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呢？他们进行
了周密而科学的“头脑风暴”，精心编制实施性
施工组织方案，以满足总体工期要求，及时解
决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在浦阳江上，混凝土缓缓注入浦江特大
桥 125 米主跨 172 号水中主墩墩帽，比原计划
提前20天完成浇筑作业。这标志着杭温高铁
二期项目建设者成功化解汛期危机。

2023 年 1 月 10 日，浦江特大桥跨浦阳江
连续梁顺利合龙；2023 年 2 月，浦江特大桥架
梁全部完成；2023 年 7 月，全线桥通目标顺利
达成⋯⋯在这期间，全线338名工人放弃了元
旦回家的机会，施工班组展开立功竞赛，形成
了你追我赶的劳动氛围，紧锣密鼓地进行混凝
土浇筑作业。

在桥梁施工中，吊装作业尤为重要。吊装
前，有专人仔细检查地基情况以及吊车支立
的稳定情况；过程中，全程由司索工指挥吊
装。架梁现场，只见一台巨大的运梁架梁一
体机将每块重达 806.6 吨的箱梁稳稳地放置
在桥墩上。

2023 年 11 月 30 日上午，杭温高铁二期
浦江段也正式迎来了铺轨阶段。他们做好了
一切准备。杭温高铁二期的建设者们凭借着
精湛的技艺、现代的科技以及工匠精神，铸就
了一座永载史册的丰碑。

三

在中国的辽阔版图上，浦江，位于东南一
隅的这个县城，占据着一块不大的地方。看
浦江二字，便可知，浦江与水有着不可分割的
关系。

世界上最纯净的东西莫过于晶莹剔透的
水晶。它常被人们比作贞洁少女的泪珠、夏夜
天穹的繁星、圣人智慧的结晶、大地万物的精
华。它还被人们誉为美丽世界中一颗永不陨
落的恒星。

高铁浦江站的设计极具创意，以“水晶之
都，璀璨浦江”为主题，展现出浦江的城市特
色。站房呈几何切面造型，犹如工艺美术师刻刀
削切下的艺术品，极富张力。再配以通透光滑
的表面，宛如落在城市广场上的一块“水晶石”。

历经机械吊装、结构焊接、位置固定，杭温
高铁“浦江站”站名铭牌吊装工作于 2024 年 4
月18日顺利完成，“浦江站”正式亮相，站房雏
形初显。

“浦江站”建筑外层的铝板及玻璃幕墙系
统展现出卓越的遮阳功能，在有效缓解太阳热
能吸收并调节室内光线的同时，还朦胧地反射
出周围风景变幻的绚丽光彩，与仙华山的景色
相得益彰。室内延续了建筑设计“水晶之都，
璀璨浦江”的主题，以稻作文明元素为基础进
行二次结合与创造，局部则以书画元素加以装
饰点缀，旨在体现“百年书画，万年浦江”的全
新理念。

2023 年 9 月 28 日，在杭温高铁二期浦江
站站房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的
完成，浦江站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为站房后期钢结构安装和装饰装修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有人说，高铁之于今日中国，是一场经济
地理革命，将改变中国的经济格局；有人说，高
铁之于国人，是一个时空观念上的革命，将中
国变小，世界变大。

作为浙江省首条省方全资建设的高铁项
目，杭温高铁二期项目新建正线全长59公里，
设计行车时速350公里，总投资94.8亿元。

5 月 11 日 16 时传来好消息，随着冷滑作
业轨道检测车返回义乌站，杭温高铁一期冷滑
试验全部完成，将为陆续进行的接触网全线送
电及热滑试验、联调联试、全线顺利开通等提
供数据支撑。预计到 2024 年 8 月底前，杭温
高铁将具备开通条件。

建成通车后，杭温高铁犹如一条蜿蜒的纽
带，将浙江南北的共同富裕之路和最美诗画走
廊紧密连接起来；这条钢铁巨龙，以全新的“浙
江速度”，紧紧地将杭州、金义、温州等三大都
市圈串联在一起，使其在 1 小时内即可到达，
犹如虎添翼、鲲鹏展翅，极大地改变了浙江交
通的“时空版图”。

一场山与人的对决
徐益丰

喜闻《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施行，有感于此，赋诗一首。

钱塘胜地揽江湖
八八战略擘蓝图
四海商贾皆政事
增值改革无尽途

春来人间吐芬芳
之江流域谱华章
条例更展凌云笔
敢作善为勇担当

钱塘胜地
刘柏平

近日，赴天台调研，共商和合文化国际
传播工作之余，赏华顶云锦，品旧貌新颜，
吟此组诗以记之。

一
相约多年终如愿，
杜鹃花放亮山巅。
灿然一片真精妙，
唤我诗心吐语鲜。

二
杜鹃花发壮天地，
千树齐开烁古今。
神秀山巅云锦扬，
彩霞飘荡引诗吟。

三
华顶山鹃映日红，
成欢连片喜盈风。
枝头树冠花飞语，
疑是云霞坠空中。

四
始丰溪上流佳话，
夜渡平添故事游。
和合传承文艺助，
吾心归处与君悠。

五
赭溪老景焕新姿，
夜晚经营亮活棋。
政府开台打基础，
商家唱戏万民怡。

六
螺溪忽见传教院，
唐韵宋风文脉存。
格式规仪俱独到，
溯源追本令人尊。

天台新咏
陆彩荣

心香一瓣

兰考，是一个有精神的地方。有一株泡桐
树，百姓称之为“焦桐”。

花落花开，冬去春来。在焦桐花开的时
节，我们慕名来到兰考。

兰考位于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地处黄河
故道，全县土地1116平方公里。六十多年前，
兰考人民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兰考

“春天风沙狂，夏天水汪汪，秋天不见粮，冬天
白茫茫”的民谣，广为流传。

那年冬天，您临危受命来到兰考，立即组
织“三害”调查队，100多天跋涉5000余里，跑
遍全县乡村。一个改造兰考的蓝图被制订出
来，规划在三五年内除“三害”。于是，您带领
兰考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除“三害”，自力更生
搞建设。

治 沙

您在风沙最大时查风口、探流沙，带领调
查队查清全县 84 个风口、1600 个沙丘，逐个
编号、绘图。

您问计于民，提出治沙方略：“沙区没有
林，有地不养人，这是基本情况。有林就有
粮，没林饿断肠，这是重要性。以林促农，以
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这是方针。造
林防沙、百年大计，育草封沙、当年见效，翻
淤压沙、立竿见影，三管齐下，效果良好，这是
方法。”

您找到“贴膏药”“扎针”等方法治沙，发动
群众当年即遏制了风沙肆虐。您要求种植以
泡桐为主的生态防护林，全县每人每年至少种
一棵树，三年内种植20万亩泡桐，实现大地园

林化。
六十年来，兰考实施全域绿化，泡桐种植

面积超过30万亩，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泡桐撑起年产值 380 亿元的现代
家居产业和中国民族乐器之乡。古琴、古筝等
各类民族乐器年产值 30 亿元，占了三分之一
的全国市场份额，带动 1.8 万人就业。全县安
装风机300台，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
电量比例高达 95%，成为全国首个农村新能
源革命试点建设示范县。

兰考人民把黄沙变为绿地，把风沙变为风
电，当年“每当风沙起，平地堆沙墟，日头正当
午，家家灯不熄”的场景，蝶变为“每当北风起，
平地竖风机，一造三百台，台台发不息”。

治 土

您组织对全县碱地进行全面丈量，绘制分
布图，普查发现盐碱地26.3万亩，占总耕地90
万亩的29.2%。

您提出治碱方略：“分清轻重，区别对待，
这是方针。翻淤压碱，开沟淋碱，打埂躲碱，
台田试种，多施有机肥料，引进耐碱作物，这
是方法。”

您经常用嘴品尝盐碱，经过反复摸索，拿
出了“排涝治碱、深翻压碱、盖沙压碱”的“三
步走”措施。截至 1963 年底，全县改造盐碱
地 9 万亩。您去世第二年（1965 年），兰考初
步实现粮食自给，全县 2574 个生产队，除
300 多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都陆续
自给，还有了储备粮，摘掉了“极度缺粮县”的
帽子。

六十年来，曾经让百姓苦不堪言的盐碱地
变成了良田，全县建成百万亩高标准农田,今
天满眼都是绿油油的农田。

兰考人民把“风沙碱，旱涝灾，刚出穗的青
谷遭虫灾，夏荒过去秋荒来”的盐碱荒地，改造
成“治盐碱，除虫害，麦子入仓玉米黄，夏收过
去秋收来”的丰收沃野。

治 水

您经常冒着大雨、蹚着洪水，研究积水面
积和自然流向，将河道的流域范围、河渠淤塞、
路基阻水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绘制了详尽细
致的排洪泄洪图。

您提出治水方略：“兰考地形复杂，坡洼相
连，河系紊乱，这是客观情况。以排为主，排、
灌、滞、涝、台、改兼施，这是方针。舍少救多，
舍坏救好，充分协商，互为有利，上下游兼顾，
不使水害搬家，这是政策。夏秋两季观察，冬
春干燥治理，再观察，再治理；观察治理相结
合，这是方法。”

您带领群众采取分期分批分级治理，疏通
河道、及时排泄，新挖和疏通较大排水河道
160条，拆除阻水工程169处，6万亩水坑用于
养鱼、种藕或栽培苇蒲，基本恢复了水的自然
流系，一年时间就彻底消除洪涝隐患。

六十年来，兰考加固堤坝，疏浚河道，实施
14 多万亩黄河滩区群众搬迁安置。兰考人民
把昔日水害肆虐的黄河故道，建成平原地区独
有的“绿水青山”。

今天回望来时路，是您和兰考人民在除
“三害”斗争中，找到了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治

理路径和实干方法，体现了您与众不同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

这是“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的干部观。您
认为要改变兰考面貌，干部是关键，“没有抗灾
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这是“革命者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
困难观。您从困难中看到希望，从不利条件中
看到有利因素。见到沙丘，您说“栽上树，岂不
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碱地，您说“治住它，
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

这是“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的创新
观。您拒绝只看材料、只听报告，都要亲自去
掂一掂“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掌握水、沙、碱
发生的规律，找到治本之策。

这是“调查研究+开现场会+树立典型＋
埋头实干”的方法论。您常常组织召开学习
会现场会，集中群众智慧，找到治理办法；您
发现和树立了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
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风格等
典型。

我们都还记得，1964年5月14日，您临终
前留下遗言：“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后，希
望把我埋在沙丘上，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
沙丘治好。”

今天的兰考，春天焦桐绽放，夏天麦子金
黄，秋天瓜果飘香，四季生产繁忙，百姓生活
安康。

一个人在兰考短短475天，就留下了一种
精神。这个人正是您——焦裕禄同志。

老焦，您知道吗？您亲手种下的焦桐，悄
然绽放了六十年；每当桐花飘香的时节，我们
对您的思念愈加浓郁。

焦桐花开
应 雄

屐处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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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天下着密匝匝的细雨，我来到德清县北部的洛
舍古镇。我漫步于雨中，悠哉悠哉。雨对于我，可谓有着
天生的好感，无论是斜斜的飘飘的；抑或一丝丝的、一阵
阵的，我都一往情深地笃爱着，这在我的一本诗集的“后
记”中可得到佐证。我说：“人生能得几次雨？”

真有意思！此次造访又逢雨天，似乎这里的雨一直
跟踪着我。雨中的我，舍不得甩掉一头雾水（实乃雨水），
大概情绪所至，我那颗热烈亢奋的心，不住地溅起浪花！
我明白，那是因洛舍的青山绿水，更是丰富的历史文化内
涵导致我心理的狂热。

柔柔的雨丝斜斜地飘来，面对眼前东衡村的山水、古
迹和老街长巷，我像一个激动的“鼠标”，一下子不知先点
击哪里、先踏勘哪里。

我首先想起“余不溪上扁舟好，何日归休理钓蓑”的
赵孟頫，想起赵孟頫和夫人管道升合葬在洛舍那个叫东
衡的小村。殊不知那小村的毛竹，还是当年的清瘦与遒
劲吗，还是颇具赵孟頫书法之神韵吗？飒飒竹林中，那只
啁啾不停、略带伤感的鸟儿还栖息于竹枝上吗？竹林不
远处，那条小河还在无声无息地、以清澈见底的河水流过
民宅、流过阡陌，以自身的清碧流向远方？那座哲人般谦
恭的石拱桥，还在默默斑驳，用石缝中“爆”出的小草演绎
历史吗？那在风中摇曳不止的野花，还在悄悄诉说一些年
轻的乡野村民无乐找乐——追得篱笆旁、道场上的公鸡

（放弃爱侣）大鸣大叫吗？那山上世界文化名人赵孟頫的墓
地自发现后，现在该是怎样的面貌？那当年埋在地下的石
人石马是否站起来了（能扶起来，便是扶起一段历史）？

眼前,山幽幽、水幽幽、竹幽幽，浓翠淡绿入眼来！即
便是小草，也格外精神，似有赵氏师法的《圣教序》和《十
七帖》的行、草韵味。

我突然想起赵孟頫出仕后怀念德清别业（旧居）的诗
句：“阳林堂下百株梅，傲雪凌寒次第开。枝上山禽晓啁
哳，定应唤我早归来。”许是诗的感情撩拨了我，我竭力想
象左右元代书风、多幅画作传世的赵氏的仪态。

我轻轻自语：那习习春风，当是老夫子当年的吟哦
声？那竹，当是老夫子当年用书笔写就的竹？那石，当是
老夫子当年用飞白画法画成的石？

雨中遐想
赵孟頫

周孟贤

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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