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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这个砖墙与柱子交接处，粉刷的时候要先放层纤

维网，不然以后会出现裂缝。”“屋面防水卷材要上翻

25 公分，上面用盖板保护一下，将来漏水就麻烦了。”

这是淳安县住建局先锋党员吴川同志正在给工地上砖

工班组技术交底。

据了解，淳安县住建局依托“党支部建在项目上、

红旗飘扬在工地上”活动为契机，积极发挥工地党支

部的引领作用，开展形式各样的工地支部联建工作。

无论到哪个工地支部开展联建活动，指派的党建工作

指导员都将上好廉政建设第一课。

此外，工地党支部更是将“百业百匠”抹灰工技能

竞赛融入党课内容中，进行集中培训，组织讲解预拌砂

浆的施工工艺、技术标准。比赛评出的一等奖和二等

奖均来自联建党支部，为工地上培养了“高技能人才”。

高温期间，住建局党委多次为工地党支部党员、一

线民工送上防暑降温物品，督促建筑工地做好夏季防

暑降温工作，关心关爱一线民工，确保建筑工地安全生

产。

“通过党支部与工地联建活动的开展，让一线民工

感受到了关心关爱，熟悉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更有利

于工地质量安全、扬尘控制监管工作的开展。同时我

们通过质量通病防治的宣传，住宅工程质量投诉量也

在大幅度下降。”淳安县住建局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站党支部书记徐奕康说道。 徐胜军 钱冰冰

淳安住建局：工地上的“党支部”，有温度更有深度

沐浴着清晨的阳光，58岁的俞红光扣紧衬衫上的纽扣，戴着遮阳草帽，走进了温州市鹿城区六虹桥路上的金温铁路温州西站货场。过去的

十八年，每个工作日的早上7点50分，俞红光都会准时来到这里，沿着周边的十二座货仓走一圈，确认各种设备设施正常运行后，再去办公室开

始工作。这里是温州重要的铁路货运枢纽，粮食、钢材、食品等重要民生、生活物资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再通过汽车运送到千家万户。同时，

一列列满载温州皮鞋、服装、配件的火车从这里出发，奔向全国。

远处，一列列白色的高铁动车飞驰穿梭，桥下的老金温铁路好似一位长者，承载着历史的车轮，沿着瓯江水岸继续前行。

三代人传承，圆梦金温铁路
金温铁路是我国首条股份制地方铁路，开通20年见证浙江发展

改革开放看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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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百姓期待
清晨七点多，火车的一声长鸣将人们从睡梦中叫醒。温

州火车站的站台上，开往贵阳的 K944 次列车已经整装待

发。旅客放好行李，准备开启26小时的长途旅行。如今从温

州到贵阳，可以选高铁，也可以乘坐 K944 次这样的“绿皮

车”，细细领会旅行中的美景。

“以前温州交通极为不便，对外几乎‘无路可走’，我到省

城去开会，先要坐一天一夜的船到丽水，再坐一天的汽车到金

华，最后才能搭上火车到杭州。”原温州市副市长、如今已经

95岁高龄的胡显钦对曾经的一幕幕记忆犹新。

在担任温州市副市长前，胡显钦长期在建设部门工作，深

知温州百姓对建设铁路的急迫需求。“新中国建立后不久，金

温铁路一度被列入国家‘二五’计划，时任温州建设局局长的

胡显钦曾参加线路勘测和可行性研究，“起初铁路已经在金华

和丽水间修了78公里，后因种种原因而停工，好梦难圆。”

1984 年，温州列入沿海开放的城市之一，交通日益重

要。同年，胡显钦递交了一份《筹建金温铁路的报告》。“我们

提出‘强干弱支，固本简末，先通后备’的方案，以此降低造价，

同时由国家、省、地方多方集资修路。”

1985年，胡显钦带队赶赴香港招商引资。“当时对方因为项

目投资金额大、回收期过长等原因，拒绝了投资邀请。”后来，在时

任温州市市长刘锡荣等人的努力下，请到南怀瑾的帮助，筹资难

题最终解决。1991年9月，国家计委批准浙江省与香港联盈兴

业有限公司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可行性报告，开创了我国引进

外资建设地方铁路的先河，也成为我国第一条股份制地方铁路。

地形复杂，圆梦路难
从温州站始发，金温列车一路向西，途经双屿、江南村后

进入青田温溪镇，远处的瓯江若隐若现。

这眼前的景色，对胡显钦的内侄，今年 86 岁的俞永辉来

说，熟悉无比。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开工仪式在浙江

缙云仙都隧道工地举行，浙南人民苦苦期盼的铁路梦终于要

实现了。金温铁路全线长251公里，共有桥梁135座，隧道96

座，从温州出发，沿途主要经过青田、丽水、缙云、永康、武义，

共设27个车站，最终在金华东孝站接入浙赣铁路。

从地图上看，金温铁路沿线经过丘陵山川，河网遍布，地

质条件差，要修铁路，着实不易。尤其是金温铁路温州段，线

路已经开工建设九个月了，总工程师一职却还空缺着。作为

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俞永辉对金温铁路也倾注了大量的感

情。1993 年，时任温州公路总段总段长的俞永辉临危受命，

奔赴金温铁路温州段任总工程师。“地方修建的铁路，在技术、

人力等支持上都不如国家干线，更缺乏经验，整个金温铁路温

州段的建设几乎就在摸索中前行。”

“温州靠海，市区大片的海积平原，而金温铁路温州段有

四分之一属于软土路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淤泥上修路。”

俞永辉回忆说，“几次工程中遇到险情，哪怕是半夜三更，都要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睡觉都是提心吊胆。”克服重重困难后，

1997年7月26日，金温铁路全线铺通。

儿子接班，三代情缘
1998 年 6 月 11 日清晨，温州火车站内锣鼓喧天，挤满了

人群。剪彩仪式上，俞永辉带着儿子俞红光一起见证这个里

程碑式的时刻。早晨七点整，伴随着一声长鸣，由温州开往杭

州的 604 次“海鹤号”列车载着数百位旅客缓缓驶出车站，温

州人从此坐上了火车。

今年 72 岁的李洪芬是那趟首发列车的正司机。“握着操

纵手柄，望着窗外呼喊的人群，当时心情真是激动，自己的家

乡终于通上了火车，很荣幸能作为首发列车的司机驾车前

行。”略显斑白的两鬓，并没有抹去他二十年前的记忆。“当时

的首发列车，从温州站出发后，每经过一个地方，站台上都挤

满人群，尤其是丽水、永康更是人山人海，金温铁路通车对这

些沿线城市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1995年4月18日，李洪芬作为铁路部门支援金温铁路建设

发展的技术人员调派到金温铁道公司，驾驶着火车头，运送等待

铺设的钢轨。时间长了，他也开始熟门熟路，哪里需要减速，哪里

要加油，脑海中早已有一张地图。“青田到丽水间弯道多，曲线半

径小，需要经常控制车速保持平稳；永康到武义间有较长上坡，载

重的货物列车需要开足马力⋯⋯”李洪芬只要看一眼沿途的景

色，便能知道身处金温线何处。

身处改革的潮头，浙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而这些年来

发生在金温铁路的变革，李洪芳也看得一清二楚。他翻出了几

本不同时期的火车时刻表：原先金温铁路刚开通，一天只有两对

客车，一对是温州到杭州、一对温州到金华。“后来沿线客流开始

旺盛，旅客列车逐步增多，最多的时候能有十几对列车。”

不仅客流增长迅猛，货物运输也逐步增加。2001 年 4 月

6 日，金温铁道公司开通了温州西站至莫斯科直达国际集装

箱专列，温州的服装、鞋包可以直接走出国门，通向欧洲。见

证这一切的，正是俞永辉的儿子俞红光。在金温铁路开通的

第二年，他接过了老爸的接力棒，来到了金温铁路温州西站货

场，成为基建管理负责人，继续着这段难舍的铁路情缘。“我刚

来的时候，只有 4 座囤放货物的货仓，后来货物量递增，就开

始扩建，如今总共有12座货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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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胡显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