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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说过，幸福都是
奋斗出来的。今天，我还要说，奋斗本身就
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
福的人生。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我
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
志 、 坚 定 信 念 。 奋 斗 是 长 期 的 ， 前 人 栽
树 、 后 人 乘 凉，伟大事业需要几代人、十
几代人、几十代人持续奋斗。奋斗是曲折
的 ，“ 为 有 牺 牲 多 壮 志 ， 敢 教 日 月 换 新
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始终发扬
大无畏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奋斗者是精神
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最享受幸

福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讲：“历史承认那些
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
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
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要坚持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
标，始终为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奋

斗，切实把奋斗精神贯彻到进行伟大斗争、
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
想全过程，形成竞相奋斗、团结奋斗的生动
局面。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
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

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
越。今天，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
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
伟大的社会革命，强
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
命，在我们广袤的国
土上继续书写13亿多
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
历史新篇章！

——摘自习近平在

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

的 讲 话 （2018 年 2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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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路桥：为改革开放铺路架桥
刘少华 焦利英 陈嘉林

在悠久的中华茶文化发展进程中，宜兴紫砂
壶闻名于世。当年，晋商常家因中欧之间的茶叶
贸易而终成巨商大贾，如今，常家的后人中出了
一位紫砂壶创新艺术家——常月红，他不仅对品
茶和提高用茶质量的器皿情有独钟，同时还是一
个喜欢创新的“另类壶痴”，并由此开拓出了一
片紫砂创新的天地。

作为常家庄园的后人，常月红的祖上是“生
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有名晋商。
驰骋欧亚的晋商，举商贸之大业，经营范围包罗
万象，称雄五百余年，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灿烂
的商业文化。

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距乔家大院不远
的常家庄园是晋商大院中面积最大的一座，《白
鹿原》、《白银帝国》、《亮剑》 等热播的影视剧，
都曾在常家庄园取景。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晋商把生意做到了
国外，常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常家兄弟靠经营
绸布生意起家，后来从事中欧之间的茶叶贸易，
终成巨商大贾。

常家爱茶，胜于做茶生意。常氏繁衍不衰，

常家与茶业的不解之缘，影响着后人，加之常家
后人遍布世界各地，族内子弟来往密切，祖上的
积淀更多变成了一种人文的情怀，对茶叶和茶具
的情缘也随族人的脚步扩展到了各地。

这当中，每次返乡祭祖的常月红，都会被常
家庄园的宏伟壮丽和家族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而
深深震撼。攻读化工专业的他，耳濡目染于常家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祖辈一样，他对品茶和提高
用茶质量的器皿情有独钟。

身兼中国紫砂工艺美术师联合会副会长、中
国传统艺术协会专家会员、香港中华紫砂艺术协
会主席、《江苏陶瓷》 杂志名誉主编等职务的常
月红，热爱紫砂文化。在常月红看来，紫砂壶将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糅合进一壶中，构成了极其高
雅的文化艺术气质，浸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和审美意识。

“一把形、神、气俱佳的紫砂壶是值得收藏
的上品。”在常月红看来，千年国粹紫砂壶所蕴
含的文化特性和精神功能是独一无二的。

常月红这样评价紫砂的魅力：“紫砂茶器古
老而悠久，造型形式丰富多变，或精美细巧，

耐人寻味，或奔放大度，令人心旷神怡，加之
镌刻于壶体表面寓意深远的题诗赋画，更增添
了浓郁的书卷气，这些文化因素构成了紫砂壶
的审美特征。”

与其他钟情于收藏器皿的“壶痴”不同的
是，常月红还喜欢创新，对创新的痴迷似乎一直
在他的血液中流淌。

在紫砂壶造型上和陶刻上获得突破曾让他
喜不自胜，拿到紫砂壶设计专利的他说那只代
表过去，拿到紫砂材料在咖啡器具使用的发明
专利，则增强了他要拓宽紫砂用途的雄心壮
志。紫砂壶作品在市场上的受欢迎，和紫砂壶
爱好者的购买收藏，更加激发了他的灵感和创
作欲望。

他把挖掘紫砂壶历史文化内涵和紫砂艺
术深度结合，将紫砂壶和中国古典诗词深度
融 合 研 究 ， 发 表 了 很 多 学 术 论 文 和 研 究 成
果，并且著有 《有容乃大——常月红紫砂壶
作品集》 一书。他也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紫砂
矿料保健功能的创新者。《江苏陶瓷》 杂志还
专门为常月红开辟了专栏，把他对行业的思

考、对创作的思考、对艺术的思考，系统全
面地展现出来。

在日复一日对紫砂琢磨、创新研制的过程
中，家族与茶的情缘，使常月红触碰到紫砂中血
液的流淌、一种生命的温度，祖上筚路蓝缕的创
新风骨穿越时空融入常月红的紫砂创作中，使他
加入不同药石和紫砂矿料，混合研制出新壶，大
开新境。

作为常家庄园的后人，常月红表示，他将继
续在茶叶茶具紫砂壶文化的国际交流上发挥作
用。他也誓言要创新传统紫砂壶的制作工艺，让
千年国粹焕发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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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西阜高速公路沙
河特大桥。

右图为京港澳高速公路
裕华路立交桥。

（中建路桥供图）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40 年来，我们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
干出了一片新天地。”12 月 1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说。

实干者中，少不了建设者的身影。广袤
的中国大地上，阡陌纵横，绵延更迭的道路
桥梁如同供血的动脉，有力地促进着改革开
放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飞速发展。

作为中国建筑 （2018年 《财富》 杂志世
界 500强第 23位） 的直属公司，中建路桥便
是其中一支队伍。

“建桥先锋，筑路尖兵”

中建路桥于1950年冬正式成立，但其历
史可以追溯到解放战争中后期。

1948年初，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入
战略进攻，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西
柏坡，继而“进京赶考”。这条“赶考路”
走起来并不容易，旧中国积贫积弱，留下了
薄弱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从陕北通往阜
平、阜平通往西柏坡以及西柏坡通往北平的
三条“红色道路”，正是中建路桥的建设者
们在晋察冀边区交通部门及华北公路总局领
导下，修补完成的。这，为中共中央实行伟
大战略转移和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要
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建路桥先后参加修复
和新建了河北省第一条煤沥青路面公路，河
北省第一条水泥混凝土路面公路，河北省第
一条石油沥青路面公路等多项开创性工程。

中建路桥真正大放异彩，则是在改革开
放年代。

中国改革历程中，少不了建设者参与。
1994年 11月 5日，中建路桥参与修建的京石
高速公路双幅竣工，就此拉开了河北省高速
公路建设的大幕。此后，中建路桥参与修建
京张高速、石安高速、石太高速、石黄高速
等，并先后捧回首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
佑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被河北省
领导赞为“建桥先锋，筑路尖兵”。

进入 21 世纪，从小兴安岭到珠江南岸，
从鸭绿江边到青藏高原，中建路桥参建的高
速公路百余条，遍布全国近30个省区，多次
荣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
詹天佑奖”等奖项。

在海外工地，这群建设者也留下了诸多
贡献。

在马达加斯加，被称为“一朵马中友谊
之花”的二号公路，像一条彩带飘舞在千沟
万壑之间，把这个世界第四大岛点缀得更加
美丽多姿。过去，这条路是连接首都塔那那
利佛和全国第一大港塔马塔夫市的重要交通
干线，但由于年久失修，已远远不能满足运
输的需要。该国曾先后向10多个西方国家求
援，由于沿线经过多处泥沼地段，并且地形
复杂、工程艰巨，都被拒绝。1976 年 3 月，
中马两国签署了 《关于本腊芒加至昂德拉努
南邦古公路会议纪要》。交通部、外经部与河
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这项援建任务由河北省
交通局负责，河北省交通局又将工程委托以
河北省交通工程大队 （当时中建路桥的名

称） 为主实施，由此拉开了长达八年的援建
施工。

援外人员克服多雨潮湿、蚊叮虫咬、气
候炎热、语言不通等重重困难，经过艰苦卓
绝努力，终于胜利完成任务。交通部援外专
家说，“二号公路工程量之大，是中国公路援
建项目中所罕见的。”1985 年 12 月，马达加
斯加前总统在通车剪彩仪式上称二号公路是

“马中友谊之路”，并授予中建路桥援建老前
辈臧延昌、康风伟、齐中晓等三人马达加斯
加国家最高“骑士勋章”。这项工程也获得马
达加斯加国家工程奖。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作为河北企业，中建路桥在京津冀协同

发展中发现了全新历史机遇。
11 月 13 日，太行山高速公路西阜保定

段全线主体工程全部竣工，为年底通车打下
了坚实基础。这条高速公路主线全长 23.963
公里，建成通车后，驾车仅 18 分钟即可通
行全程。

为了这18分钟，中建路桥集团先后出动
近千名员工和 2000 多台机械设备，奋战了
900 多个日日夜夜。为了这 24 公里主线，甚
至修整出了91公里的便道。

“太行山高速西阜保定段沿途都是山岭
重丘区，如果没有便道，机械设备和物资根本
运不到施工地点。这对项目前期勘测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如果勘测不准确、设计不科学，
就会有安全隐患。”该项目指挥长王凯介绍。

为确定一条距离最短、挖方最少、通行
最好、路基最坚的便道路线，施工人员扛着

几十斤重的测量仪器，抱着厚厚的施工图
纸，在“山羊都去不了”的深沟险壑和峰峦
叠嶂中往返穿行十多次。

今年10月29日，由中建路桥建设发展公
司等子企业承建的曲港高速公路一期工程正
式通车，全线互通式立交共8座，同期建设4
条互通连接线，共计 36.4公里。这些互通建
设，使得京昆、京港澳、大广三条高速公路
相连。就此，保定境内“条条大路通北京”。

“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从安国去北京，过
去驾车需要3个多小时，现在我可以直接由曲
港高速公路走京港澳高速公路去北京，大大
节约了行车时间。”一位当地市民说。

曲港高速公路的建成将助推 3 市 7 县 19
个乡镇 100 多个村庄的经济发展，为中国西
部地区、河北省北部地区和冀中地区又添了
一条“东出西联”出海的快速通道，结束了

冀中南部东西向和安国、博野无高速公路的
历史。

在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也少不了这样
的建设者。2017 年 6 月，中建路桥设立中建
路桥 （雄安） 总部，为主动投身新区建设，
实现“深耕京津冀”和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构筑基础设施建设大格局，迈出了第一步。

为“一带一路”添砖加瓦

2017年 11月 5日，京新高速吉兰泰连接
线路面工程全线贯通。这条公路全长 93 公
里，横穿乌兰布和沙漠，不仅是G7京新高速
沿线经济带辐射的重要延伸脉络，更属于

“一带一路”重点工程。
2015年，当中建路桥的建设者来到这里

时，迎接他们的是没水、没电、没信号的
“三无极地”。

“既然咱来了，管他什么难不难、苦不苦
的，咱就要把活干得最好最漂亮就够了！”为
了抢抓时间加快进度，场站建设项目经理袁
冬晨把大伙叫到一起开了个短会。工程进场
初期正值春季戈壁滩沙暴频袭，而建设时间
又很紧迫。

会后，第一批过来的十几人便分成两个
班组，明确分工后，在不停歇的沙暴中开始
了没日没夜的场站临建。一个半月后，分布
在93公里作业沿线中的四个场站建成，并迅
速投入运行。

夏季来临，施工时气温常常升到近40摄
氏度甚至更高。作业现场，滚热的沥青带来
令人窒息的热浪。一个白班下来，只要皮肤
裸露在外就一定会起皮发痒，夜里回了项目
部，总能看到一堆人在挠痒痒。大家戏称，
这是“蜕皮进化”。然而，无人因此退却。

离最后交工贯通不足百日时，建设者们
又组织进行了一次“赶比超”决战誓师活
动，在施工倒计时的百天里赶超进度，创造
出了“京新速度”。

伴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尤其是“一
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中建路
桥也走出国门，用优势基建技术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架桥铺路。

在菲律宾，中建路桥先后参与了卡瓦、
巴亚湾、卡尔卡特、马东、卡丹环岛 3B等 5
条公路项目的建设，累计完成公路工程 150
余公里。其中2014年竣工的马东公路项目荣
获菲律宾工造部“国家质量奖”，2016 年竣
工的卡丹环岛3B项目获得菲律宾卡丹省“样
板工程奖”。

今年 10 月，中建路桥承建的“印尼万
鸦老——比通收费公路”项目 ALUR 桥 P3
墩柱的滑模施工顺利封顶。印尼工程部确
认，滑模施工在印尼桥梁施工史上尚属首
次。这一项目是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的首条
高速公路，是印尼“三北综合经济走廊”
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是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沿线国家工程项目，备受印尼政府及社
会各界的关注。

如今，中建路桥已走过近70年历史，打
造着越来越多的百年基业，也与整个国家一
道，在改革开放再出发中，砥砺前进。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