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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家 与 江 西 南 昌 有 着 不 解 之

缘。祖父曾求学于南昌，父母毕业于

江西师范学院，姐姐考上了江西省文

艺学校，后来，她的女儿又考上南昌

大学。十六岁那年，因为考上金融院

校，我也投入南昌的怀抱，在南昌度

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数 十 年 后 ，因 为 一 次 采 风 的 机

会，我又回到南昌。那次南昌之行，

对我来说就不仅仅是采风，而更像是

一次回家。

坐落于中山路的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是为纪念南昌起义而设立的

专题纪念馆。在南昌读书期间，我不

知参观过多少遍。从周恩来戴过的

手表、贺龙用过的瓷器，到起义军使

用过的“汉阳造”等文物，每一件都拨

动着我的心弦，每一件都让我对那段

岁月肃然起敬。如今旧地重游，南昌

八一起义纪念馆增设了大型多媒体

场景、历史长廊等，带给我全新的视

觉感受。尤其是全景大型军史雕塑，

在全国的纪念馆中都比较罕见，让我

又一次为南昌而自豪。

在南昌，常常可以看到以“八一”

命名的道路、大桥、广场、公园、学校、

场馆。有人统计，南昌有近二百处城

建项目以“八一”为名，表达着这座城

市对革命先辈的深情追忆，也镌刻着

这座城市永不磨灭的红色印记。八

一大道又长又宽，气势非凡，让江西

人为之骄傲。雄伟的江西饭店、江西

宾馆、南昌电信大楼、南昌百货大楼

等，都是南昌市的标志性建筑，依旧

屹立于八一大道两旁，还是我熟悉的

模样。

城市中心广场——八一广场恰

好处于八一大道的中点。广场上矗

立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比我印象

中的高大多了。原来，在二十年前的

八一广场扩建改造中，纪念塔加高了

八点一米，还加建了升旗台、军史浮

雕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

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

今走向繁荣富强……”仰望迎风飘扬

的五星红旗，我情不自禁地唱起最为

熟悉的歌曲。

胜利路是我必须要去的，因为它

承载了我的青春记忆。读书那时候，

这条步行街热闹非凡，店铺一家挨着

一家，游人顾客接踵摩肩。无数个周

末，我和同学辗转前来，只为感受这

里的热闹与繁华。而眼前的胜利路，

早已不是昔日模样，沿街都是气派的

大商场。胜利路北端还是老牌美食

街——蛤蟆街，那里汇聚了南昌最正

宗的美食小吃。

从蛤蟆街走到八一大桥，只需要

十多分钟。这是新的八一大桥，老八

一大桥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后，已经

被水下爆破拆除了。读书那几年，我

常常从昌南去往昌北看望姐姐，八一

大桥是过江的必经之路。如今，旧桥

虽已不在，江面上却变戏法似的出现

了很多新桥，一座更比一座漂亮、壮

观。除了卧龙般的新八一大桥，还有

南昌大桥、英雄大桥、赣江大桥等十

来座跨赣江大桥，以及数座跨赣江北

支流大桥。它们如长虹卧波，记录着

南昌的迅猛发展。

艾溪湖湿地公园位于南昌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多年前，那里还

是一片滩涂沼泽地，湖中垃圾成堆，

如今却变得绿树成荫，芳草鲜美，成

为最受南昌市民欢迎的公益性都市

候鸟乐园。艾溪湖水倒映出天空的

蔚蓝，湖畔的鸟鸣啁啾声此起彼伏，

仿佛在开一场音乐会。被称为“生态

绿肺”的艾溪湖，形成了一道独特的

城市生态景观。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赣江岸边，

流 光 溢 彩 。 这 满 目 璀 璨 来 自 南 昌

LED 产业的蓬勃发展。南昌成功研

制出硅衬底蓝光 LED 材料与芯片技

术，打破其他国家在半导体照明领域

技术的垄断。关键技术的突破，直接

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南昌已建

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LED 全产业链

研发、制造和应用基地，“中国（南昌）

虚拟现实 VR 产业基地”聚集了多个

世界五百强企业项目，世界 VR 产业

大会永久落户南昌……十余年里，南

昌电子信息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逐渐形成移动智能终端、LED 和

VR 三大优势产业集群的局面。

我还专程去了一趟南昌西郊的

梅岭。过去外号“小庐山”的梅岭，而

今已成国家森林公园。每年 4 月，梅

岭上杜鹃花怒放，一簇簇、一团团、一

枝枝、一树树，漫山遍野，撼人心魄。

方志敏烈士纪念园就坐落于梅岭之

上。上学时曾多次登上梅岭的我，依

旧来到松柏环绕的方志敏烈士墓前，

敬献花圈。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

美的光明前途……我相信，到那时，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

新 月 异 的 进 步 ……”方 志 敏 烈 士 在

《可爱的中国》中如此写道。看一看

眼前的南昌，从英雄城到产业新城，

水清、岸美、鸟飞、鱼跃，在新时代新

征程中，不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活

力，这不正是方志敏烈士心目中“可

爱的中国”的一个缩影吗？

下图为南昌城市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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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正月初三晚上，饭桌边的齐永

立，慢慢放下了筷子。

一条新闻吸引了他：成昆铁路复线

全线正式开通以来的首个春运，每日输

送旅客四万余人次，火到一票难求。

电视上闪过一个甘洛站的画面，他

倍感亲切。他参与建设的吉布甲隧道，

就在甘洛县境内。这次春节回家，他就

是从甘洛站出发，坐“复兴号”动车抵达

成都，再辗转回到天津。以前坐汽车，从

甘洛到成都要四个多小时。如今他坐动

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电视上的动车一晃而过。他记忆的

“慢车”，徐徐开出站台……

一

成昆铁路复线峨米段（峨眉—米易

段）七标段的事情，远在陕西的齐永立先

是听别人说的。

2017 年 9 月 16 日晚上 9 点，七标段

上的吉尔木隧道 2 号横洞掌子面，上台阶

拱顶涌出的水突然变大、变浑。安全员

愣了几秒钟，吼出两个字：“快跑！”

话音刚落，一声巨响，掌子面垮了！

一条乳白色“长龙”从垮塌处猛扑出来。

跑在后面的三个工人连忙爬上一台挖掘

机，死死搂住挖掘机大臂，才逃过一劫。

将横洞堵得满满当当的乳白色“长

龙”，不是水也不是泥，当时不知为何物。

全长十一点二公里的吉尔木隧道，

正 洞 进 尺 仅 四 百 五 十 八 米 ，就 遇 到 了

这样的危险。心惊加心凉，项目经理把

担子一撂，不干了。

派谁去七标段力挽狂澜？

成昆铁路因穿越“地质博物馆”而举

世闻名。所谓“地质博物馆”，是指这一

带由于历次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断裂

发育，从老到新的各种地层都有裸露，并

因受强烈构造作用，大多比较破碎。加

之还位于地震带，情况极其复杂。

峨米段七标段，正处于这样一个复

杂的地理位置上。因此，这里的工程难

度极高，不是横刀立马的虎将，没有滴水

穿石的韧劲，去了也白搭。

中铁十六局的领导想到了齐永立。

宁夏吴忠至中卫城际铁路，头年 5 月才进

场，齐永立挂帅的项目部已经完成产值

六点五亿元，领跑全线。与此同时，中铁

十六局在陕西境内靖神铁路中标，项目

经理的担子也压在齐永立的肩上，进场

一个月，靖神铁路项目夺得临建、上场速

度冠军。

倒是个合适人选，只怕他不敢来。

哪知齐永立得知后，答应得没一点

拖泥带水。领导也是纳闷：“七标段难度

大，风险更大，你不怕吗？”

齐永立说：“老成昆铁路不难？不照

样 修 下 来 了 ？ 中 铁 十 六 局 是 铁 建 的 队

伍，铁建的前身是铁道兵，军装脱了，军

魂还在！再者说，咱本来就是一块砖，哪

里需要哪里搬。”

二

2017 年 9 月 22 日，齐永立走进大凉

山里的七标段项目部。还没落座，一群

人就围拢过来，有的要他拿主意，有的找

他诉苦，还有的等他批条子走人。

“豆腐有什么味道？豆子才香！”齐

永立爱说这句话。豆子香是因为豆子有

嚼劲，只是七标段这颗“豆子”，比金刚石

还硬，他是一万个没想到。

刚进入岗位时，简直一筹莫展。那

个时候，连那乳白色“长龙”为何物，都一

无所知。

必须先摸清情况！中铁二院成昆铁

路配合施工项目部派来地质专业负责人

李向东常驻施工现场。

资料查了无数，实验做了若干，李向

东团队终于把乳白色“长龙”摸得一清二

楚：白云岩砂化，叠加高压水流，形成突

泥涌水。具体来说，就是震旦系的白云

岩历经几亿年的地质演化，一部分成了

“豆腐渣”，如同大大小小的“囊”深埋地

底。当隧道经过或靠近时，保护层被削

薄甚至洞穿，地下水和砂石碎屑混为一

体，喷涌而出，成了突泥涌水。

此前，全球铁路工程领域从未遇到

过白云岩砂化，砂化岩层的形状、走向又

全无规律可言，难怪李向东们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才弄清楚来龙去脉。

此后不久，一号横洞又涌出一千多

立 方 米 突 泥 涌 水 。 这 次 突 涌 的 规 模 不

大，正好先练练手。战友眼中的坏事，在

齐永立这儿倒成了战机。老成昆线“战

斗组”的经验被平移过来。中铁二院、西

南交大等相关单位的专家和工程人员组

成攻关小组，拿一号横洞当了实验室。

封堵隧道涌水，常规方式是帷幕注

浆，但这招在这里不管用。砂化白云岩

吃水不吃浆，无论耐心“撮合”还是强力

“压迫”，“两张皮”终是没能锻造成铁板

一块。今天掘进八米，明天又埋掉五米；

这个月累计掘进四十米，倒推回来的却

有三十五米。

小心翼翼试，大刀阔斧闯。办法想

过、试过不少，拔河般拉锯的一年里，吉

尔木隧道总共只往前推进了二十米。那

天钻出隧道，阳光打在身上，十分灼热，

齐永立的心里却是湿漉漉的。那一刻，

他 深 深 地 理 解 了 这 项 工 程 的 艰 难 。 然

而，来都来了，来了就没有退路了。那

么，出路到底在哪里？沉睡亿万年的大

山啊，请你告诉我！

一个黑影在山坡上移动，从他的眼

前，到他的身后。齐永立散乱的目光向

黑影聚焦，再投向湛蓝色的天幕。他的

目光捕捉到了一只鹰。雄鹰高飞，山脊

下沉，常人眼中不可逾越的大山，在搏击

长空的翅膀下，失去了骄横与倨傲。

雄鹰飞过吉尔木梁子，一个声音在

他 的 耳 边 响 起 ：路 在 义 无 反 顾 的 奋 斗

中，在不甘平庸的志气里！

三

2018 年 11 月 4 日，正在北京开会的

齐永立突然接到电话：一号横洞再次发

生“突涌”，将当年仅有的二十米进尺，直

接抹成了零。

情况汇报上去，国铁集团派出调研

组。无论是成昆铁路复线按时开通的进

度需要，还是为川藏铁路大概率要遭遇

的相同困境扫清障碍，突泥涌水难题都

必须尽快攻克。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为

吉尔木隧道量身定制双模盾构机的思路

被大胆提了出来。

很快，兵分两路，一路去盾构机生产

厂家调研，一路精细摸底，论证双模盾构

机的可进入性。齐永立则是两头跑，还

要隔三岔五去北京开会。

研制双模盾构机，技术难关一一突

破了，运输线路又成了新的难题：必须取

道昆明，从京昆高速运到泸沽镇，再翻过

小相岭，从乃托镇、玉田镇运到施工现

场。可是，从泸沽镇到吉尔木要经过多

处沉降地段、一百多道弯，一百多米长的

车身会不会被卡在路上？

前 有 突 泥 涌 水 待 解 ，后 有 工 期 紧

逼，齐永立心事重重。他在床上翻来覆

去，夜不成眠。

实 在 睡 不 着 ，索 性 打 开 手 机 相 册 ，

在 往 日 的 时 光 里 酝 酿 睡 意 。 齐 永 立 想

起修建老成昆铁路时牺牲的战友，想起

在南尔岗烈士陵园，举起右手重温入党

誓 词 时 的 情 景 ，想 起 那 天 自 己 说 过 的

话：“我们是铁道兵的接力者，不是垮掉

的一代！”

似梦初觉惊坐起，齐永立在心里说：

“都像你这样遇到点困难就丢魂失魄，哪

来的成昆线？”

四

凌晨两点，李向东床头上的手机响

起，电话是齐永立打来的：“钢板桩围堰

施工是用钢板隔开水流，突泥涌水同样

是来自外部的干扰。用围堰施工的‘矛’

破突泥涌水的‘盾’，应该可以！”

齐永立脑子中的灵光，点亮了李向

东的眼睛。

可这道光射向掌子面，却被不留情

面地弹开了。因为，钢板桩很难横着打

进山岩。

低迷的情绪如潮湿的空气弥散在隧

道里，让人发冷。齐永立的一席话让攻

关小组成员的心又重新回暖：“理想和现

实，从来都不是一键切换的！”

都来动脑筋，都来出主意！

一再试错，复又重新出发！

走 过 的 路 ，没 有 一 步 是 多 余 的 。

2005 年成都地铁一号线的情景浮现在李

向东的眼前。当时，刚挖两米就遇到地

下水，再往下是砂卵石层，深井降水引起

垮塌，危及地面楼栋。后来，直到垂直打

入水管，用出水不出砂的办法，才稳住了

地层，才闯过了那一关。如果把白云岩

碎屑看作砂卵石，采用管道泄水的方式

释放压力，再引入钢板桩的思路形成管

棚，掌子面是不是就能稳住了？

有了好的思路，马上就试验。超前

地质预报打前站，随后用九米长钢管插

入山中，水从管口涌出……事情在朝着

预测的方向发展。

希望在前方，攻关小组的每一个成

员都铆足了劲。

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分类施策。在

新理念的支撑下，注浆堵水、靶向泄水、

分水减压的战法小试牛刀，成效初显。

乘胜追击，支护管棚，形成棚幕，预

防溜塌……

结果，用钢管、水泥铸成的壳，真的

奏了效。

紧接着，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作业，

不间断有好消息传出。最振奋人心的莫

过于，2020 年 3 月，一千六百二十米的碎

屑地段，被甩在了身后！

随后，吉尔木隧道同一桥之隔的新

白石岩隧道合并为吉新隧道。

两个隧道的合并，并不是绕开风险

山体进行的简单连接。原先设计于两隧

之间露天的越行会车车站，被整体平移

进吉尔木隧道中。在隧道洞内设计一座

车站，历史上极其少见。隧道因此需要

从之前的单洞，分叉为左右双洞，待越过

车 站 后 ，分 离 的 两 座 山 洞 重 新 合 二 为

一。这无疑对齐永立团队又提出了新的

挑战。

好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困难，最后都

被一一攻破了。

全长十七点六公里的吉新隧道成为

成昆铁路复线样板工程，齐永立手上捧

起一座沉甸甸的奖杯——“成昆雄鹰”。

五

同属七标段、紧挨吉新隧道的吉布

甲隧道掘进到一千米时，进度条拖不动

了——人到洞中，别说施工，光是站着不

动也大汗长淌。

以为是隧道通风不好所致，隧道里

因此增设了通风机。但冷风进洞却秒变

热风，工人的额上脸上、前胸后背，汗珠

子滚得到处都是。

热。越往前越热。测温仪往岩石上

一打，低的三十八摄氏度，高的四十五摄

氏度。

一个工人热倒在掌子面上。人马上

被送进医院，大家心有余悸：这么干下

去，怎么受得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齐永立，这又

是一个难题。

马上采取降温措施！采购制冰机，

每八小时往洞内送两吨冰；仰拱栈桥上

设置喷头，形成人工降雨。

有效果，但高温还是没完全降下来。

缩短送冰周期、加密喷头，仍是效果

有限。

齐永立只剩下最后一招：用老成昆

精神，攻克这难以忍受的“高地温”。

齐永立讲得热泪盈眶，工人们听得

聚 精 会 神 。 话 说 完 了 ，人 群 中 岑 寂 一

片，突然一句话冒了出来：“你说的我们

都信，只不过，你不站在洞子里，我们怎

么向你看齐？”

齐永立听了，二话不说，衣服一脱就

钻进了隧道，铁塔一样站在了施工的最

前线……

吉 布 甲 隧 道 如 重 启 的 电 脑 开 始 运

行了。2021 年 8 月，吉布甲隧道进口 1 号

横洞小里程终于贯通，浩荡清风长驱直

入，“高地温”夹起尾巴，逃得没了影踪。

六

尽管稍迟了一些，春天仍是来到了

大凉山上。

2022 年 3 月 31 日，吉新隧道胜利贯

通的喜讯，瞬间传开了。

北京发来贺电，成都发来贺电，兄弟

单位纷纷发来贺电。

“你们发扬‘战山斗水，坚守奉献，创

先争优’的宝贵精神，战胜了‘高地温’！”

“一年开挖八公里，一年完成四年任

务，这是破碎石质下隧道掘进的奇迹！”

泪水流啊流。没人在的时候，齐永

立也不去擦。人生难得几回搏，人生难

得有几回热泪纵横！

大半年没见过妻儿了，到天津开会，

齐 永 立 借 道 回 了 趟 家 。 拖 着 行 李 箱 的

他，先是直奔儿子的学校。放学的铃声

响了，齐永立踮起脚尖，在孩子堆里寻

找，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儿子。

可四天后，他又离开了家，一头钻进

吉新隧道中。成昆铁路复线年底就要通

车，剩下的工作必须百倍抓紧，不敢有丝

毫放松。

那一天，钻出洞口时，已经是下午 3
点。“叮咚”一声响过，手机里传来一条信

息，儿子发来的，打开一看，写着这样几

句话：“这一次爸爸回家，我第一次意识

到，爸爸已不再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人。

爸爸并不伟岸，但他的肩上扛着家，也扛

着牵动人心的工程……”

这是儿子一篇作文里的话，文章题

目叫《我的爸爸》。他读过，很熟悉。

看着儿子发来的信息，泪水模糊了

齐永立的双眼。他拿衣角擦了擦眼睛，

给妻儿发过去一行字：“等着我们通车的

好消息吧！”

图①：大凉山远眺。

余 明摄（影像中国）

图②：吉尔木隧道开工时，工人在悬

崖峭壁上加固洞口围岩。 张利波摄

图③：列车驶出吉新隧道。

黑乃木乃摄

张丹峰制图

雄鹰飞过吉尔木梁子
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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