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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回信

勉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

全体党员，“把乡亲们更好团结起来、

凝聚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80 多年前，《团结就是力量》从

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唱响，成为

广为传唱的一首红色歌曲。在这首

歌曲激励下，北庄村全体党员带领

乡亲们齐心奋斗，发展红色旅游、建

设电商基地、传承非遗文化，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今天的北庄，处处可

见干部群众携手奋斗的火热场景。

——编   者   

■R 讲述·回信背后的故事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从军民鱼水一家亲，到党员群众心

连心。昔日，沟沟坎坎上唱响团结的歌

声；今朝，团结奋斗的故事在红色土地上

续写。

如何让村庄迸发更多活力？乡村

全面振兴的路上，北庄村干部群众拧成

一股绳，用团结交出增收致富的答卷。

共谋发展新思路，让红色旅游带动绿色

发展；共创发展新业态，电商助农如火

如荼，山村潜能不断被激发；共享发展

新成果，团结食堂、团结北庄手工坊连

点成线，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村

民 的 日 子 越 过 越 红 火 ，精 气 神 也 越 来

越足。

《团结就是力量》唱响 80 多年，歌声

愈发铿锵，是北庄村干部群众携手奋进

的真实写照。相信坚持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团结音符将持续唱出山乡巨

变，让团结新曲飞向山野、飞越太行，萦

绕在小村庄的致富路上。

续 写 团 结 奋 斗 的 故 事
曾亦辰

■■编辑手记编辑手记R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第二中学是一

所规模不大的乡镇中学，校门在一条小路

的尽头。 1993 年至今，学校的博海体育

训 练 队 累 计 为 各 级 专 业 运 动 队 输 送 了

200 多名体育运动员。 1000 余名山里娃

在这里接受了体育启蒙训练，走向更广阔

的人生舞台。 31 年来，这支训练队的队

长一直没有换过，他就是乡村体育老师李

家周（见上图中，受访者供图）。

“好球！”屋内，李家周正聚精会神地

盯着手机屏幕，观看一场紧张的排球比

赛。直到记者走进门，李家周的目光才从

屏幕上挪开。

李 家 周 曾 有 过 短 暂 的 竞 技 体 育 经

历。 16 岁那年，他考入了当时的临沧师

范学校。同年 8 月，他代表临沧地区参加

省运会，夺得男子百米短跑比赛冠军。李

家周随后获得省田径队的邀请，但突如其

来的一场大病，让他的竞技体育生涯戛然

而止。

1993 年 7 月，毕业后的李家周被分配

到临翔区第二中学，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后来，李家周在学校成立博海体育训练队，

挖掘培养有体育天赋、热爱体育的农村孩

子，再输送给市里的专业队伍和学校。

2018 年国际田联世界竞走团体锦标

赛女子 20 公里竞走项目金牌获得者王应

柳，就是博海体育训练队走出的第一个世

界冠军。2004 年，王应柳在体育课上展现

出的体育天赋引起了李家周的注意，便邀

请她加入校田径队练习竞走项目。在队

里训练两年后，李家周把王应柳推荐到临

沧市体校，从此开启了她的专业运动员

之路。

“李老师是我体育生涯的‘伯乐’，是他

的教导和鼓励，让我在体育这条路上坚持

下来。”夺冠后的王应柳返回家乡，第一件

事就是回母校向李家周报喜。

李富兴是 2002 年云南省第十一届运

动会柔道 66 公斤级冠军，弟弟李富光也曾

获得云南省柔道冠军，并入选国家柔道队。

兄弟二人都曾是博海体育训练队的队员。

“之前我家里条件不好，父母希望我

早日赚钱养家。但李老师觉得我有运动

天分，前前后后来家里 22 次，最后说服了

我的父母。”李富兴说。兄弟俩拿了冠军，

进入专业运动队，有了工资，能为家庭分

担经济压力，父母也终于明白了李家周的

良苦用心。

“很多学生家长不懂竞技体育，更不

相信体育能改变命运。”对于身边不理解

的声音，李家周能够做的，就是用心培养

好每一个队员。

随着队员数量不断增多，训练队陆续

增加了除田径外的其他项目，如柔道、拳

击，这也对李家周的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他参加了云南师范大学的函授

进修班，还自费学习柔道、拳击项目以及

运动康复等专业知识。

竞技体育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每

个运动员都不可避免会遇到挫折。无论

走得多远，博海体育训练队的队员遇到困

难时，总会想到李家周。

2017 年，王应柳在训练中腰部受伤，

全运会竞走比赛只获得第五名。比赛结

束后，拿到手机的她第一个电话就拨给了

李家周。“她说对自己很失望，想要退役。”

听出电话那头王应柳的沮丧，李家周开导

她，“想想之前每天在土操场上刻苦训练

的那个女孩，问一问自己，还能坚持吗？”

在李家周和身边人的鼓励下，王应柳重新

振作，积极备战 2018 年的国际田联世界竞

走团体锦标赛，最终获得金牌。

当然，能成为冠军的人只是少数。“通

过体育运动培养学生拼搏奋斗的精神，让

每个学生都能做自己的‘冠军’，这是更有

意义的事情。”李家周说。

云南临沧乡村教师李家周从事基层体育教育30多年

“让每个学生都能做自己的‘冠军’”
本报记者   叶传增

■■守望守望R

（上接第一版）黄登侠回忆，一次掘

进中，花岗岩碎石缠住刀盘，重量超

2800 吨的“天山号”被困。团队进

行了多次尝试，最终通过从右洞向

中导洞刀盘正前方开设横通道，人

工钻爆完成前方的开挖、清理、支

护，再由“天山号”空推，才顺利穿越

断层蚀变带。

黄登侠介绍，整个隧道要穿越

16 个地质断裂带，其中 12 个在进口

端，岩层复杂、地质脆弱，同时隧道

施工段处于高地应力环境，最大地

应力值将近 22 兆帕，“这就像在‘豆

腐脑’中施工，很可能会遇到泥浆喷

涌、岩爆等。”

这样的情况，第五标段工程部

部长吴特力根遇到不止一次。隧道

进口端掘进至 1900 米处时，项目遭

遇了全线最大断层 F6 博阿断裂带，

影响宽度达 440 米。岩体破碎且富

含水体，施工难度极大。

“硬岩掘进机最怕遇到忽软忽硬

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坍塌、涌水

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一天出水量就达

7000立方米。”吴特力根说，面对随时

可能出现的坍塌，团队选择加密支

护，将超 3.78万根聚乙烯管泡沫混凝

土牢牢固定在岩壁上，形成一圈 70
厘米厚的泡沫混凝土减震层，化解断

层对围岩支护造成的挤压力，历时 80
天终于成功穿越 F6博阿断裂带。

天山胜利隧道项目是第五标段

项目部硬岩掘进机工区副主任杜明

忱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个项目。“4年

多里遇到的困难一次比一次棘手，但

我们挺过来了。”杜明忱说，泥水涌出

时常常淹到腰腹，但凭着不服输的精

神，团队攻克了隧道建设的一个又一

个难题。

如何缩短工期？

“长隧短打”，有效
施工工期从 72个月缩短
至 52个月

在 天 山 山 脉 开 凿 两 个 长 达

22.13 公里的洞，如果用传统的钻爆

法，有效施工工期预计为 72 个月，

但为了满足群众出行、区域发展等

需求，工程建设必须争分夺秒。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我们创新

选择‘主洞+中导洞’的开挖方案。”中

国交建新疆乌尉项目总工程师苗宝

栋解释，在左右两个主洞之间增加一

个中导洞，由中交集团自主研制、为

天山胜利隧道量身打造的硬岩掘进

机担当“开路先锋”，为左右洞开出更

多作业面，相当于把主洞“切割”成多

段同时作业，实现“长隧短打”。

第五标段项目经理王贺起曾参

与建设东天山特长隧道，这次再上

天山，首次在国内高速公路隧道建

设中应用硬岩掘进机，用的还是全

球首创的新型压注式工法，他心里

也没底。

随着巨大的转盘带动数十把刀

头一点点向前突进，岩石被挤压成

碎渣，“天山号”和“胜利号”两台硬

岩掘进机从天山山脉南北两侧同时

向中间施工，最快时以每天 20 到 30
米的速度掘进，是人工挖掘速度的

5 倍以上，工期缩短至 52 个月。

创新方案提升掘进速度，同时也

增加了施工作业面，如何保证项目安

全高效运行成为又一难题。“施工高

峰期仅出口端就有 7 个作业面同步

作业，幽深的隧道内每天进出人员超

过 1200 人，车辆往返六七百车次。”

第六标段项目经理李亚隆说。

走进数字化监控指挥中心，隧

道内施工人数、洞内车辆等数据一

目了然。“为了保障人员和车辆井然

有序进出隧道，我们打造了智能交

通调度系统、车辆安装定位系统，人

员使用电子门禁系统，用科技的力

量赋能项目建设。”李亚隆说。

两头同时掘进，如何保证在山

体内部顺利“相遇”？保障力量源自

一支特别的技术队伍——精测队。

在进口端和出口端，精测队队员每

半年开展一次联测工作，对平面控

制点和高程控制网进行测量，确保

方向不跑偏。

如何通风？

4座竖井，打造隧道
“呼吸系统”

隧道长度超长，最大埋深超过

1100 米，施工高峰期，隧道内爆破

炮烟、内燃机尾气和车辆扬尘等污

染物众多。如何通风、排烟？

“经过测算，原来高峰期的风机

配置功率达 8700 千瓦，这不仅会增

加环境负担，也会导致污染物浮动，

影响施工安全。”面对工程条件限

制，第六标段项目总工程师毛锦波

创新性地提出三洞巷道式长距离施

工通风法，充分利用硬岩掘进机超

前平行中导洞和竖井作为施工通风

巷道，优化通风布局和风机配置，根

据不同工序下钻爆法作业面的需风

量，通过精细的工序管理，将风机配

置功率降低至 2400 千瓦，有效解决

了特长隧道施工通风的难题，还实

现了节能减排。

从天山自上而下开凿的 4 对通

风竖井在运营阶段将发挥“烟囱效

应”，成为整个隧道的“呼吸系统”。

其中 2 号竖井两口井身深度都超过

700 米，是世界上最深高速公路竖

井。“30 多名工作人员常年坚守在

高海拔的极端环境中。”黄登侠说，

结合Ⅵ型井架、抓岩机的设备辅助

优势，采用国内先进的八臂液压伞

钻进行掘进施工，2 号竖井两口井

身耗时 788 天顺利完成落底。

为了开挖竖井，团队设计制造

出全球首个高寒高海拔超大超深竖

井装备“首创号”。“首创号”向下掘

进，施工人员驾驶小型挖掘机把洞

内废渣装进吊桶，再用提升设备运

到地面统一拉运。

与洞口相比，竖井海拔更高，环

境更恶劣，常年下雪，冻土层非常厚，

纯冰层就有 30 多米厚。“上面雪下得

多，白毛风呼呼地刮。”杨鑫来参加项

目不久，就被派到了 1号竖井，担任工

区主任，住的是帐篷，煮饭要用高

压锅。

在处理的众多险情中，一次竖

井涌水的意外让杨鑫来印象格外深

刻。“打到地下 570 多米时，竖井突

遇涌水。当时井下温度 10 余摄氏

度，井上温度零下 30 摄氏度，出井

时必须快速行动，不然衣服就会被

冻住。”杨鑫来回忆，他和团队成员

连续 39 天加班加点，才最终化解了

险情。

巍巍高山，天山胜利隧道穿越

其间，见证着一批批工程建设者的

付出与成长。

下图：工人在浇灌混凝土。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延伸阅读R

作为乌尉高速公路项目关键性

控制工程，天山胜利隧道进口端位

于永丰镇往后峡方向 75 公里处，出

口端位于和静县北部。“天山胜利隧

道有‘长’‘多’‘深’‘低’‘高’的难

点。”中国交建新疆乌尉项目总工程

师苗宝栋介绍。

“长”是指隧道单洞长 22.13 公

里，约等于 5 座南京长江大桥公路

桥的总长；“多”指断裂带多，整个隧

道穿越 16 个地质断裂带，坍塌、突

水涌泥风险大；“深”则是指隧道最

大埋深 1112.6 米，具备通风等功能

的二号竖井最深达 700 多米，是世

界最深高速公路竖井；“低”指温度

低、气压低、含氧量低，“高”指高地

应力、高压地下水、高地震烈度、高

环保等级，都增加了施工难度。

据了解，乌尉高速公路预计明

年年底全线建成通车，届时乌鲁木

齐市到库尔勒市的驾车时长将从 7
小时左右缩短到 3 小时左右，成为

连接北疆、南疆之间的便捷公路运

输通道。

穿 越 天 山 有 多 难
本报记者   韩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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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乡亲们更好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日子过得越

来越红火。”走进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

北 庄 村 村 史 馆 ，迎 面 就 能 看 到 总 书 记

回信中的这句话。

“这是我们的奋斗路径，更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北庄村党支部书记封红卷是

当 年 带 头 给 总 书 记 写 信 的 党 员 之 一 。

他回忆，这些年，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

个 台 阶 ，村 子 发 展 越 来 越 好 。 北 庄 村

300 多人，2020 年人均纯收入 1 万余元，

2024 年预计增加到 2 万余元，村集体经

济收入预计增加到 100 万余元。“现在，

大伙的日子越来越好咯！”封红卷说。

深挖红色资源，发展
红色旅游

“《团结就是力量》就是在北庄村创

作诞生的。”前不久，北庄村村民、村史馆

讲解员王俊彦带着一批游客来到复建的

打麦场，为大家讲述曾经发生在这里的

红色故事。

“团结就是力量……”刚听完讲解，

几名游客便登上舞台齐声演唱，嘹亮的

歌声在打麦场上空飞扬。

“依托村里的红色文化与红色资源，

村干部带领我们开展红色旅游、助力增

收致富，大伙儿的精气神越来越好！”王

俊彦笑着说，如今她和村里另外两名讲

解员轮流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文化，每

年讲解 200 多场次。

多年前，王俊彦的家庭遭遇变

故，欠下债务，几个孩子还在上学，

她家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近年

来，北庄村村史馆、打麦场等红色景

点建成开放，村里发展起红色旅游。经

过培训，王俊彦当起红色讲解员，家里每

年收入几万元，脱了贫。如今的她爱说

爱笑，经常和村民一起跳广场舞。

为丰富红色旅游项目，北庄村还建起

团结食堂和精品民宿。村里引入社会资

本，由企业统一经营，带动了不少村民就

业。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年均接待游客

6万余人次。

“我们有地理和红色资源优势，应该

想办法吸引更多游客来这里参观游览。”

为进一步壮大当地红色旅游，封红卷到

国内多个地方学习经验，琢磨红色旅游

提档升级的新路径。

“场景单一、体量偏小成了咱们发展

红色旅游的瓶颈。”封红卷召集其他村的

村干部一起商议。“改变各村零敲碎打的

局面，围绕西柏坡纪念馆等红色资源，连

点成线，形成大景区概念，变‘一日游’为

‘多日游’，就能带动更多村民实现共同富

裕。”碰头会上，各村村干部共话“致富

经”，大家畅所欲言、形成思路、说干就干。

建成电商基地，激活
山村潜能

“平山的蜂蜜、红薯粉条等特产很受

欢迎，一些游客在团结食堂品尝了以后，

都会买一些带回去。”在打麦场不远处，

便是北庄村电商助农惠农展销基地，负

责运营的村民杨静云来自隔壁的通家口

村，每天走路上班只要 10 分钟。

杨静云以前在西柏坡景区的一个酒

店打工，每天骑电动车来回跑，照顾孩子

也不方便。“北庄村建起电商基地后，我

便 就 近 来 这 里 上 班 ，照 顾 家 里 也 更 方

便。”杨静云说。

北庄布鞋是一针一线手工做成，针

脚细密，鞋底厚实，颇受游客喜爱。唱一

支革命歌曲、买上一双老乡做的布鞋，成

了很多游客必选的旅游体验项目。从北

京来西柏坡旅游的孙女士说：“穿上在革

命老区买的布鞋，留住对老区的记忆，也

是对红色文化的传承。”村里电商基地瞄

准商机，吸引了不少布鞋、棉袜等订单，带

动了村民增收。

“电商展销基地可以直播带货，这里

也是线下实体店，来村里旅游的游客可

以现场购买当地的农特产品。”封红卷

说，村里做电商刚刚起步，正在以直播带

货为突破口，线上线下发力，力争早日打

造出区域品牌，不断扩大规模。

“只要村民心往一处想，坚持创新探

索，总能做出名堂。”封红卷充满信心地说。

传承非遗技艺，吸引
年轻人返乡创业

“北庄手工布鞋也叫‘千层底儿布

鞋’，是石家庄市级非遗，我们小时候都

穿这种布鞋。”北庄村 80 后村民王亚梅

说，以前她在石家庄市开瑜伽健身馆，这

几年看到村里变化很大，便主动返乡创

业 ，在 村 里 支 持 下 建 起 团 结 北 庄 手 工

坊。村里不少有手艺的大娘、大嫂制作

好布鞋，统一在手工坊打包销售。“大家

在家就能做，工作时间灵活，既能照顾家

还能增加收入。”王亚梅说。

“北庄手工布鞋是拥军鞋，我们要讲

好背后的红色故事！”封红卷听村里老人

说，当年村里迎接八路军，原本说有 100
人，村干部组织老乡们连夜做了 100 双布

鞋。实际上来了 102 人，队伍马上就要出

发，情急之下，两名村干部脱掉自己的布

鞋，送给两名战士穿，留下这段佳话。

北 庄 布 鞋 是 非 遗 ，也 蕴 含 红 色 记

忆。“我们延续这项手艺，更重要的是把

红色精神传下去。”封红卷说，如今，团结

北庄手工坊成了红色旅游景点，游客在

这里可以体验传统非遗，感受红色文化。

今年 10 月，王亚梅到河北美术学院

等地学习。“像我一样，村里不少年轻人

也学习老手艺，通过创新技艺技法，加入

丰 富 的 设 计 元 素 ，让 老 手 艺 焕 发 新 活

力。”王亚梅说。

泡豆、磨豆、泼沫……为保护非遗，

村里建起各式各样的手工坊，墙上画着

北庄豆腐的制作过程，吸引游客“打卡”

拍照；当地村民还演示“漏粉条”，展示

“平山腌肉”，为游客讲述“舌尖上的北

庄”，不断丰富旅游体验。

王亚梅说，“我们做的不仅仅是一个

个手工产品，我们是在守护非遗文化，传

承红色精神。”

图①：村民在展示当地特色美食。

图②：北庄村电商基地工作人员在

直播。

以上图片均为平山县委宣传部提供   
图③：远眺平山县北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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