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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和電影《金剛川》中展現的
情節一樣，當抗美援朝進入到最後一

年，為了徹底打掉敵人的幻想，迎來期盼已久的和
平，志願軍隨即發起了一場大型戰役。而為了切斷志願軍
的補給線，敵人對重點橋樑和公路展開無間斷式的狂轟亂
炸。「那一年，我剛好進入太原鐵路局鐵路公安處工作滿
一年，聽到朝鮮前線缺工程兵，我就報了名。」

搶修運輸通道 和敵機「賽跑」
雖然已經過去快70年了，但對於當時的每一個細

節，潘志成都記憶猶新。「當時全國都在支援朝鮮戰
場，作為一名鐵路公安幹警，國家需要，我義不容
辭。」而對於生死，潘志成早已置之度外。「國家有
難，匹夫有責，如果每個人都怕死，那怎麼保衛我們的
國家？志願軍戰士都不怕死。」
1953年3月，剛剛踏上朝鮮戰場的潘志成，在感受戰

爭殘酷性的同時，亦時刻被戰友們的堅強和偉大所感染
和感動。「我們負責的那座大橋叫新價，任務就是搶
修。敵人有空中優勢，幾乎是天天沒日沒夜追着打、貼
着打。」 潘志成說，當時的情景，無論是運輸兵還是
工程兵，都是在和敵人的飛機「賽跑」。「記得有一
天，我在橋頭站崗，敵機來了，一頓狂轟濫炸，橋上橋
下的戰友們只能就地躲避，一轉身一眨眼，有的戰友就
沒了。」敵機一走，戰士們又得趕緊爬起來，顧不得檢
查傷勢，擦去血跡，扛上工具就去搶修。

保障前線戰友 成唯一信念
如果說中國人民志願軍是插入敵人心臟的一柄利刃，
那麼保障後勤運輸的鐵道部隊，就是支持利刃發揮全部
戰力的刀柄。「雖然我們沒在前線直接衝鋒陷陣，但實
際上，當時的工程兵傷亡非常大。」在一次轟炸中，為
了搶修橋頭，潘志成和戰友們等不及飛機離開，就趕緊
衝了上去，這時候，一枚機槍彈頭貼着他的褲腿穿過。
「當時也顧不上看到底有沒中彈，就是想着修橋。」在
這樣的驚心動魄和無處不在的危險中，沒有一位戰士害
怕和退縮，他們就像一顆顆鐵釘，牢牢地釘在自己的崗
位上。前邊的汽車被炸毀了，後邊的戰友忍着淚水繼續
往前衝，前邊修橋的戰士倒下了，後面的戰友扛起他的
木頭繼續上。「一定要為前線戰友做好保障，這是我們
當時唯一的信念。」
正是因為這種視死如歸的決心和保家衛國的軍人使
命，以及必勝的信心，潘志成和戰友們扛住了敵機、扛
住了洪水，也扛住了酷暑，最終鑄就了一條「打不斷、
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正如美國第8集團軍軍長范弗
里特在漢城記者招待會上所說：「共產黨仍以令人難以
置信的頑強毅力，把物資送到前線，創造了驚人的奇
跡。坦率地講，我們認為他們是世界上最堅強的建築鐵
路的人。」志願軍工程兵用「炸不斷的橋樑」有力保障
了部隊後勤物資供應，徹底粉碎了美軍的「絞殺戰」，
為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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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成

今年90歲高齡的潘志成，是一名有着62年黨齡的
老黨員。雖然已是耄耋之年行動不便，有時亦會忘
記很多事情，但唯獨繳黨費的日子，他從未忘記，
也不曾落下一次。在他看來，這是一個黨員應該履
行的最基本義務。

嚴格要求自己 要經實踐淬煉
「一個黨員一定要經過實踐的淬煉才算合格。」1953年，在報名參加

志願軍後，原本已經考察他許久的黨組織，準備在他上戰場前為他舉行
入黨儀式，然而沒想到，竟然被他「拒絕」了。「我心裏覺得當時我還
達不到黨員的標準，我要用戰場上的實際行動，贏得入黨的榮耀。再
說，如果在這個時候入黨，那不是有點跟組織提條件的感覺嘛。」

在朝鮮戰場上，潘志成始終以一名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衝
鋒在前，在血與火中完成了淬煉。1959年，在鐵道部新建鐵路工程總局
第六工程局第一工程段工作期間，潘志成光榮地成為了一名中國共產黨
員。「我終於成為了一名共產黨員。」在歷經抗美援朝戰爭、寶成鐵路建
設之後，28歲的潘志成在思想上愈發成熟，他知道共產黨員的使命是什
麼，亦更加清楚未來的自己要做什麼。

2020年，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潘志成獲
得國家頒發的紀念獎章。今年建黨100周年，聽說國家要給黨齡達到
50年的老黨員頒發紀念章，潘志成的心裏無比激動，不停地向子女打
聽紀念章的消息。「這是黨和國家對我的認可，我以我是一名共產黨
員為榮。」潘志成說。

「 我們志願軍老兵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一天，1953
年 7月 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訂，我們勝利
了。」在入朝8個月後，潘志成和戰友們凱旋回國。
或許是這輩子和鐵路有緣，在歷經鐵路公安、鐵道工
程兵之後，潘志成又一次回到鐵路，他被安排到新中
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建設一線工作。

參建寶成鐵路 艱辛超出想像
「回到鐵路上我很高興，我覺得我早已和鐵路分不

開了。」寶成鐵路是溝通中國西北與西南的第一條鐵
路幹線，從陝西寶雞通往四川成都，由於橫越秦嶺、
巴山和劍門山，這條鐵路亦成為新中國第一條工程任
務極度艱巨的鐵路。
雖然已經經歷了朝鮮戰場的殘酷和艱辛，但初到寶

成鐵路現場，這裏的艱苦還是讓潘志成吃了一驚。
「當時有數十萬建設者參與到這項艱巨的任務中來，
大家白天排列起近千米的人牆，手接手遞送和搬運材
料廢渣。而到了晚上，還得點起油燈，手搖木扇排煙
除塵。真是累。」潘志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裏
地處山區，不僅山體塌方時有發生，還有狼群出沒。
「還好當兵的功夫沒丟，當有危險時，我一槍一個，
全給撂倒了。」

讓天塹變通途 走遍全國鐵路
隨着1958年寶成鐵路的建成通車，在潘志成和工

友們的拚搏下，天塹變通途，「蜀道難，難於上青

天，也成為了歷史。」結束寶成鐵路的項目之後，潘
志成又被調到鐵道部新建鐵路工程總局第六工程局第
一工程段工作，從此開始了全國的「漫遊之旅」。
「那些年，鐵路項目就是我的家。」負責鐵路機電設
備維修的潘志成，此後幾十年，輾轉中國各地，幾乎
把每一條鐵路都走了個遍。
從保衛鐵路到搶修鐵路，再到修建鐵路；從手拉肩

扛到機械化，再到電氣化，潘志成這輩子幾乎都沒有
離開過鐵路，在為中國鐵路默默奉獻的同時，亦見證
了中國鐵路發展的偉大飛躍。「如果重新來一次，我
還會選擇做一名鐵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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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部門管理人員，潘志成的一生都與鐵路緊密相
連。即使在退休後，潘志成也一直在緊密關注着他
鍾愛的鐵路事業。
去年12月，西安地鐵9號線開通運營後，居住在
西安臨潼的潘志成就一直想着要去乘坐體驗一下。
今年4月，在女兒的陪同下，潘志成終於得償所
願。「兩分鐘一個站，列車開行平穩得完全感覺不
到在動，又乾淨又快。」對於西安地鐵的舒適，潘

志成很滿意。
而在上海乘磁懸浮列車、從西安乘高鐵回山西老
家時，潘志成又被鐵路的高速所震撼。「我們國家
鐵路發展太快了，又快又平穩，以前我回老家得十
一二個小時，現在兩個半小時就能抵達。」
潘志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國家如今發展

得這麼好，自己打心眼兒裏高興。「我們的黨是為
人民群眾服務的黨，我們的國家全心全意對待人
民，我們的事業才會永遠生機勃勃。」

「飛機來了，隱蔽，分散。」「別管我，快

修橋！」電影《金剛川》在去年底熱播，讓許

多觀眾領略到志願軍工程兵部隊英勇無畏的氣

概。電影中捨生忘死的指戰員們，為了保障大

部隊準時過橋發起總攻，冒着一輪又一輪的密

集轟炸，最終用血肉之軀築起一道「鋼鐵」之

橋。「戰友們，我想你們！」當中鐵七局90歲

的老黨員潘志成看到電視屏幕中火與血的那一

幕時，他的眼中閃過堅定的光

芒，口中同時響起了那首嘹亮的

軍歌：「雄赳赳，氣昂昂，跨過

鴨綠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

我要用實際行動
贏得入黨的榮耀

踏平秦巴險 汗水築通途

老鐵路人搭高鐵 為後輩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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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潘志成和共青團機械經租隊支委人員合影留念。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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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歲的潘志成和家人一起體驗西安地鐵。
受訪者供圖

●● 今年迎來建黨今年迎來建黨100100周年周年，，
潘志成的心裏格外激動潘志成的心裏格外激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攝

潘志成在工作回家潘志成在工作回家
的火車上留影的火車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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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志 成潘 志 成 19541954 年年
在 首 都 北 京 留在 首 都 北 京 留
影影。。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