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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来自第一野战

军、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

战军的上万名官兵加入铁路建设大

军，接管已有铁路管理人员和施工队

伍，组建新中国铁路建设队伍，成为中

国中铁的骨干力量，推动和见证中国

铁路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事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随后的朝

鲜战场上，铁路职工被编入中国人民

志愿军序列，和铁道兵并肩作战，创造

了举世闻名的“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

运输线”。70 多年来，一批批优秀退

役军人自觉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将军

人基因融入这支基建强国排头兵，“逢

山开路越天堑，遇水架桥绘彩虹”，南

征北战，披荆斩棘，成为国家交通战略

的执行者，在神州大地立起中国建造

的巍巍丰碑，被誉为铁军中的“铁军”。

退役军人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

过硬的能力素质和顽强的工作作风，

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源于解放军的中

国中铁，历来重视接收吸纳退役军人，

把退役军人当成特殊的人才资源，纳

入企业后备人才库，加大培养使用力

度，注重实践锻炼，让他们在攻坚克难

中当尖兵、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打头

阵，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实

践证明，退役军人既是党和国家的宝

贵财富，更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铁十局现有在编退役军人 430

多人，他们积极适应新岗位、新环境、

新要求，保持和发扬军人雷厉风行、敢

打硬仗的优良作风，以钢铁般的意志，

奋战雪域高原，勇闯生命禁区，挑战生

命极限，经受了恶劣环境、艰巨任务的

重重考验，屡屡打破各种“不可能”，生

动诠释了“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创新

创造、勇争一流”的“开路先锋”精神，

为“中国制造”“中国速度”作出了突出

贡献。为高标准建设好工程，十局专

门组建以退役军人为骨干的民兵专业

分队，把工程建设所需与企业所能紧

密地结合起来，加强组织领导，高起点

筹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广大

退役军人主动请缨，迎难而上，敢啃

“硬骨头”，敢打“恶仗”，用聪明才智，

很快打开局面，创造出崭新业绩，赢得

同行的尊敬和部队的好评。他们是当

之无愧的“开路先锋”新传人。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中铁

十局全体退役军人践行弘扬“开路先

锋”精神，把青春热血融入时代洪流，

用智慧和力量奋力续写新时代的铁军

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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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面前有老兵困难面前有老兵 老兵面前无困难老兵面前无困难
——中铁十局优秀退役军人群像速写中铁十局优秀退役军人群像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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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退役老兵心中，“八一”无疑是最隆重的节日。戎装虽卸，军魂永驻。遍布于各行各业的他们，如同
散落的珍珠熠熠生辉，为军旗添彩，为人生增色。在建军9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把目光聚焦这个群体，通
过中国中铁十局优秀退役军人群体，来领略老兵们敢于担当和冲锋在前的时代风采。

致敬，八一军旗！
致敬，退役老兵！

又是第一名！

喜讯传来，60 后项目部副经理陈

跃江被一群 90 后员工簇拥着，灿烂的

笑容绽放在喀喇昆仑高原上。

在中铁十局，陈跃江可谓大名鼎

鼎。在中国中铁下属 9 个集团公司参

建的新疆某工程项目评比中，陈跃江

所在团队连续两年获得第一名。领导

和同事们都说，这优异成绩的取得，老

陈功不可没。作为新疆区域重点工程

项目部副经理，他冲在一线，以铁的担

当铸就精品工程。

30 多年前，陈跃江在新疆军区服

役，在雪域高原留下 5 年的军旅足迹。

如今，作为一名建设者，重新踏上这片

土地，他总有一种与当年的自己隔空

“握手”的感觉，内心充盈着对这片土

地的深情与热爱。尤其是在湛蓝明净

的天空下，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军人的热血再次沸腾。

从退役至今，陈跃江先后参加过武

九、合武、沪宁等多条国家重点铁路工

程建设，不仅有精湛的技术，还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得知集团参建新疆某工

程项目后，临近退休的他不顾亲朋好友

劝阻，主动请缨，再上喀喇昆仑山。

陈跃江负责的项目点多、线长，管

理跨度长达 600 公里，大部分处于海拔

5000 米以上的无人区，道路常被积雪

覆盖。面对难啃的硬骨头，他把最困

难的工作扛在自己肩上，克服高寒、缺

氧等不利因素，坚持往返奔波于各施

工 点 ，及 时 解 决 矛 盾 问 题 ，始 终 保 持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冲锋姿态。

由于项目位置偏远，物资供给和

物流组织困难，陈跃江就与多家供应

商保持联系。为保障钢材、水泥等原

材料源源不断地供应，他经常要连续

接打电话，常常讲得口干舌燥。强烈

的 紫 外 线 ，让 他 的 脸 蜕 了 好 几 层 皮 。

前段时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保供

物资更难，为保证施工进度，陈跃江每

天忙个不停……

项目部 90 后员工占 50%以上，缺

乏高原工作和生活经验，刚到时不少

人都出现高原反应。陈跃江像老班长

关心新兵一样，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

照顾，在把氧气瓶、军大衣、红景天、墨

镜 等 生 活 用 品 送 到 每 个 人 手 中 的 同

时，还与大家谈心交心，及时解决思想

上 的 困 惑 。 为 进 一 步 昂 扬 大 家 的 斗

志，今年清明节，陈跃江专门组织团员

青年来到康西瓦烈士陵园，现场祭拜

戍边烈士，用心感悟“清澈的爱，只为

中国”。

陈 跃 江 在 高 原 上 奔 波 跋 涉 的 身

影，成为员工心中的“压舱石”。大家

都说：“只要老陈在，我们心里就有底！”

“只要老陈在，我们心里就有底”

“老尚，今天你又走了 10000 多步，

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不能再跟年轻

人比啊。”在京广高铁建设工地忙了一

天的尚柳毅回到宿舍，刚想和在河北

老家的妻子视频通话，妻子的信息先

蹦了出来。他顺手查看了一下“微信

运动”，朋友圈里自己又稳居步数排行

榜第一。

妻子心疼的提醒，让尚柳毅心头

一热。

1989 年春天，25 岁的尚柳毅从部

队退役进入中铁十局，一干就是 33 年，

先后参加过济邵、丹通、抚通、益马、郑

万等高速公路、铁路项目建设。从大

漠高原到热带雨林，从崇山峻岭到广

袤平原，一条条道路从尚柳毅的脚下

向 远 方 延 伸 ，每 一 个 项 目 、每 一 根 枕

木、每一条钢轨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

汗水。

如今，作为项目负责人，尚柳毅仍

奋战在京广高铁建设工地上。由于项

目工程量大、工期紧、难度高，他每天

总 是 第 一 个 到 现 场 ，最 后 一 个 离 开 。

沿 着 施 工 线 路 ，走 遍 每 一 个 作 业 角

落。哪里速度跟不上，哪里施工有问

题 ，他 都 要 第 一 时 间 赶 到 紧 急 处 理 。

员工们说，在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总

能看到老尚的身影。

2020 年 1 月，尚柳毅临危受命，担

任中铁十局武汉沿河大道下穿京广线

框架桥工程项目党支部书记。这段工

程虽只有短短 200 米，却是全线的关键

性 节 点 工 程 。 由 于 京 广 线 行 车 密 度

大，一天之中仅有中午 2 小时可以施

工。施工风险极大，出现任何安全问

题都将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工地即战场。开工之前，尚柳毅

带头签订安全责任书，将安全责任落

实到人；组织专业人员对进场员工进

行安全知识培训考核，通过的发上岗

证。开工后，为保证顺利实现节点目

标，他坚持“支部建在工地、党建深入

现场”，用强有力的思想工作，提高团

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那段时间，尚柳毅吃住在工地，指

挥施工、统筹调配资源，带头挖基础、

铺路面。施工间隙，还不忘和员工聊

天 拉 家 常 ，及 时 把 握 他 们 的 思 想 动

态。言传身教的良好形象，感染激励

着每名员工。大家说：“跟着老尚干，

越是急难险重越来劲！”最终，该工程

提前 51 天完工，并实现“零安全事故、

无质量问题”。

其 实 ，那 时 的 武 汉 ，正 是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最 前 线 。 在 没 有 硝 烟

的战场上，尚柳毅用军人的胆识和气

魄 ，运 筹 帷 幄 决 胜 工 地 ，实 现 疫 情 防

控“阻击战”和施工生产“攻坚战”的

双胜利。

“我要再干一千天，再走万里路。”

老尚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快退休了，但

只要在岗一天，就要冲锋在前！

“跟着老尚干，越是急难险重越来劲”

“巍巍高山是脊梁，铁流滚滚舞巨

龙……”老兵方建国一边开着皮卡车

行驶在雄奇险峻的无量山深处，一边

哼唱着中铁公司的歌曲《开路先锋》。

车子在陡峭险峻的山路盘旋，不

远处便是奔腾的澜沧江。为给大临铁

路工地运送人员和物资，这条路，方建

国已经驾车行驶了 1000 多天。

方建国所在的中铁十局大临铁路

第一架子队驻地，是工程所有标段里

最偏远的一个，也是运输任务最重的

一个。

“赶上雨季，山路到处充满危险，

塌方、侧滑、落石随时发生，很多供应

商看到这山路都直摇头，装物资的大

货车根本不敢进来。”方建国指着皮卡

车引擎盖上的凹痕告诉记者，这只是

他遇险的一次见证。

1988 年 从 部 队 退 役 进 入 中 铁 十

局的方建国，在施工一线整整工作 34

年 。 这 次 施 工 的 大 临 铁 路 红 豆 山 隧

道 工 程 ，是 他 遇 到 的“ 最 难 啃 的 骨

头”。该工程毗邻澜沧江，群山环抱，

地质环境极为复杂，施工难度极大。

为早日打通这一隧道，工人们日

夜奋战，顶着高温、佩戴防毒面罩进行

施工。在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区域，需

要大量冰块降温。方建国不畏艰险，

每天往返奔波在施工现场之间，第一

时间把人员和急需物资送进去。

“说不苦不累，那是假的。但咱是

当过兵的人，没有后退的理由！”方建

国 说 ，只 要 有 运 输 任 务 ，不 管 有 多 艰

难，自己都要全力以赴去完成。

经过 1500 多个日夜的奋战，红豆

山隧道顺利贯通。

这边刚奏凯歌，那边方建国又主

动请战，征尘未洗挺进西藏。作为十

局先遣队的一员，他们要为川藏铁路

建设开出一条后勤保障线。

川藏铁路施工路段，位于横断山

脉，地势陡峻，奇峰林立，沿线有危岩

落石、高位泥石流、不稳定冰碛层、滑

坡、崩塌等多种不良地质灾害。工程

所在地区交通状况极差，部分施工点

位甚至完全没有进场道路。

为完成定位、勘察、测量、记录等

前期工作，方建国驾车和先遣队穿梭

于各个施工点位。没有导航信号，就

找当地老乡带路；没有餐食，自己提前

备好开水和干粮……

奔波的路上，累得东倒西歪的同

事可以闭目养神，而方建国只能忍着

高反，聚精会神地驾驶着汽车，向前、

向前。晚上，到了临时住所，结束一天

的工作同事开始休息，方建国还要加

油、检修、保养、准备物资，一刻也不停

歇……因为明天，又将出征！

“当过兵的人，没有后退的理由”

“中标单位：中铁十局！”

日前，在国家某重点工程项目开

标现场，听到主持人宣布中标结果的

徐小林，面带微笑，自信从容。

作为正团职军转干部，他入职虽

只有两年多时间，却以敢于亮剑、冲锋

在前的姿态，推动中铁十局重点工程

经营和生产体系建设，承揽项目总量

和板块规模、产值、效益均居中国中铁

前列，先后被中国中铁评为“经营工作

先进个人”，被中铁十局表彰为“优秀

共产党员”。

“只有担当作为，才能擦亮退役军

人这块金字招牌！”面对赞誉，徐小林

如是说。

某重点工程项目位于 5300 米的高

寒、高海拔无人区，工期紧、任务重，先

后有 3 家承揽该项目的公司，因为施工

环境恶劣打了“退堂鼓”，导致该项目

处于烂尾状态。徐小林获知这一情况

后，驱车 10 多个小时奔赴高原，与建设

单位领导沟通对接，主动请缨承揽剩

余工程。

“ 困 难 面 前 有 中 铁 十 局 老 兵 ，中

铁 十 局 老 兵 面 前 无 困 难 ！ 打 硬 仗 恶

仗，是咱当过兵的人强项。”徐小林以

军人的担当和气魄，很快就促成了该

工程的重新启动。施工过程中，为确

保 工 程 质 量 ，他 发 扬 敢 打 敢 拼 、奋 勇

争 先 的 工 作 作 风 ，坚 守 一 线 ，和 施 工

人 员 一 道 风 餐 露 宿 ，战 天 斗 地 ，全 面

提升建设质量和施工效率。最终，该

工程提前近 1 个月圆满竣工并顺利通

过验收。

商场如战场，细节决定成败。勘

察设计、对接协调、组织筹划……徐小

林对跟踪的每个项目都严阵以待，对

标书内容、投标程序一遍遍梳理修改，

“白加黑”“5+2”成为工作常态，先后组

织近 400 次投标，没有一次废标。

重大工程事关国家战略决策，直

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身为重点项目

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徐小林未

雨绸缪，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主动建立

项目管控预警机制，实行“蓝色”“橙

色”“红色”3 个等级预警，加大现场督

查力度，确保全过程管控。

江 苏 如 皋 南 站 综 合 交 通 枢 纽 工

程，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中沿海

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

“ 长 江 经 济 带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2020 年 4 月，十局承担的站前广场项

目开工不久就遇到瓶颈问题，影响了

施工进度。尽管不负责该项目，但接

到相关单位求助后，徐小林不分分内

分外，从工地直接奔赴现场，协调各方

力量，妥善解决矛盾问题，使该工程工

期比原计划缩短了 120 天，赢得当地政

府高度认可。

这两年多，徐小林带领团队马不

停蹄，连续奋战，足迹遍布 25 个省、市、

自 治 区 ，施 工 板 块 涉 及 营 房 、机 场 跑

道、港口码头等重点工程及水利水电、

能源环保、运营维保等新业态项目，每

一项都完美收官。

“一年 365 天，他有 300 多天出差

在外。人晒黑了，头发也白了。”徐小

林的妻子是一名从部队转业的公安干

警，对丈夫在新战场上的奔波操劳，虽

然心疼，但更多的是理解与支持。

“打硬仗恶仗，是当过兵的人强项”

写 在写 在

前 面前 面

现场勘测的陈跃江

忙碌在工地上的尚柳毅

驾车行驶在高原上的方建国

现场指挥调度的徐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