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攀枝花

秦岭脚下，清姜河畔，宝成线旁，有一
家由原沈阳桥梁厂援建的“三线”企业——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又称“宝桥厂”）。

7月18日，记者在宝桥厂东北门的南
山明珠小区，见到了 76 岁的“老乡”李永
革，听他讲述那代人，从1900 公里以外的
沈阳来到宝鸡，扎根大西北近一个甲子的
故事……

不负牺牲

泛 黄 的 立 功 喜 报 、革 命 烈 士 证 明
书 …… 静静地躺在李永革家的书柜里。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这些历史见证，逐一展
开，向记者介绍。

“我父亲生前是沈阳桥梁厂的架子
工。1951 年 4 月 1 日，牺牲在朝鲜的清川
江大桥……”说着说着，李永革眼圈泛红。

根据沈阳桥梁厂厂志记载，1950年11
月，该厂选派126人组成“钢梁队”奔赴朝
鲜。这支特殊的队伍“每天顶着敌机的轰
炸，担负着鸭绿江、清川江、万城、定城的路
轨和桥梁的抢修任务。在执行任务期间，
工厂共有13名烈士，把热血洒在朝鲜的土
地上”。李永革的父亲李文忠，便是这 13
名烈士之一。

父亲牺牲时，李永革年仅三岁。“我对

父亲的记忆非常模糊，他留给我最深的印
象，就是他的立功喜报和革命烈士证明
书。”父亲为国捐躯的事迹，深深影响了李
永革。作为烈士的后代，他从小便立下志
愿——像父亲那样，为祖国的桥梁建设贡
献力量！

1964年冬天，李永革接过父亲的接力
棒，成为沈阳桥梁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我
父亲在钢结构车间工作，我也进了这个车
间。”李永革说，与父亲不同的是，他选择了
对技术要求更高的工种——铆工。

为国建桥

到今年为止，李永革来宝鸡整整 58
年了。

58 年前，为支援三线建设，沈阳桥梁
厂“一分为二”，部分迁往宝鸡。

那是1966年的秋天，进厂不满两年的
李永革带上简单的生活用品和父亲留下的
立功喜报、革命烈士证明书，与奶奶一起，
踏上西行的火车，经过 30 多个小时的颠
簸，来到宝鸡，从此扎下了根。

“我们车间有300多人，其中280多人
来了宝鸡。当时，整个沈阳桥梁厂迁过来
800 多人。”李永革回忆，除了迁出大批技
术工人外，沈阳桥梁厂还将最先进的设备
调到了宝鸡。

对李永革和工友们来说，支援三线建
设充满考验。他告诉记者：“当时厂子还不
具备生产条件，我们人拉肩扛‘边建设、边
生产’，克服了不少困难，才让厂房车间、机
器设备顺利运转起来。现在回想，当年真
是太不容易了。”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广大
工人干劲十足。1969年至1973年，宝桥厂
顺利完成成昆线32米栓焊梁67孔，援建坦
桑尼亚、赞比亚铁路桥梁608孔和两座黄

河大桥，还完成了双面铣边机、道岔中频淬
火机、铸铁造型半自动线等一批技术改造
项目。

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技术的支撑。记
者在查阅宝桥厂的资料时，常常看到这样
的描述：“宝桥厂的技术班底基本来自沈桥
厂。”李永革告诉记者：“当年从沈阳来宝鸡
的职工，都是业务骨干。”

李永革从事的铆工岗位，被喻为金
属构件施工中的“指挥者”，他自豪地告
诉记者，“南京长江第二大桥、芜湖长江
公铁两用特大桥、京九铁路线上的重要
桥梁……退休前，我参与了宝桥厂的各
项重大工程。”

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世界第一宽桥、
世界最大跨径重载公铁两用钢拱桥……多
年来，宝桥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之
最”，被业界称为“桥梁国家队”。这支“国
家队”的辉煌，凝结着李永革等800多名沈
阳桥梁厂工人的汗水与青春。

带着父亲的“立功喜报”
从东北到西北

本报记者 卢立业 文并摄

甘肃天水，辽宁沈阳，相距超过2000公里。
然而，在过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里，这

两座城市因“厂”结缘，时至今日仍有说不完
的故事。

岁月台阶

到天水寻访，记者的第一站，便是天水
工业博物馆。

这座当地的地标性建筑，由原三线企业
长城控制电器厂的老厂区改扩建而成。它
不仅浓缩了天水工业发展的完整历程，而且
是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特殊见证。

长城控制电器厂，是天水人口中熟悉的
“长控”。关于这座老厂的来历，要从沈阳说起。

1966年，沈阳低压开关厂500多名干部
职工响应党和国家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带
着设备、技术来到天水，成为“长控”的第一
代创业者。此后数十年，作为中国低压电器
行业的骨干企业，“长控”创造了许多辉煌。
如今，老厂“焕新”，变身承载城市记忆和工
业文化的博物馆，也为天水、沈阳两座相隔
千里的城市，续接着缘分。

采访当天，恰逢国际博物馆日，来馆参
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吸引众多来访者打卡

流连的展区之一，名为“岁月台阶”。台阶按
时间排布，每一级台阶都标刻着年代和厂
名。参观者拾阶而上，仿佛穿越了岁月——

1966年7月，沈阳低压开关厂迁往天水；
1966年9月，沈阳风动工具厂和风动工

具研究所一并迁往天水；
1967年5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迁往天水；
1968年4月，大连开关低压电器厂迁往

天水；
……

三线二代

天水工业博物馆里设有“三线建设”专
题展，展区内陈列着各地援建天水的企业
资料。

在长城控制电器厂的展板前，一对年逾
六旬的夫妇凝望着一张照片，驻足良久。

“爸，真想你呀……”妻子一边哽咽低
语，一边用手轻抚照片。记者远远听见两人
对话，是浓浓的辽宁口音。

原来，这对夫妇是“三线二代”。
妻子名叫路佳音，生在沈阳、长在天水，

成年后又返回辽宁定居，这次是跟丈夫一起
故地重游。

“我父母都是沈阳低压开关厂的职工，
1966 年我们全家来到天水，当时我才 3
岁。我在天水生活了 17 年，就是在这个厂
区里长大的。”路佳音听说记者是辽宁日
报的，顿时打开了话匣子。她说：“那张照
片里有我父亲。父亲那代人，真的是把整
个生命都奉献给了工厂。”路佳音说，她有
个妹妹，1969 年出生在天水。为了纪念这
段举家迁徙的经历，父母给妹妹取名为路
遥。“来博物馆之前，我专门去看了过去住
的老房子，也见了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我
们这些‘三线二代’，有的像我一样回老家
了，有的就留在了天水。我离开天水 41 年
了，这是第一次回来。”路佳音感慨地说，

“对于我们全家来说，辽宁是故乡，甘肃也
是故乡啊。”

随厂迁徙

在天水采访期间，记者还辗转联系到一
位三线建设的亲历者——佟家宝。

佟家宝出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
人。与记者见面时，他带来厚厚一沓文稿。
这些文稿详细记录了佟家几代人投身共和
国工业建设、随厂辗转迁徙的经历。

第一次是北迁，父亲带上了全家人。
佟家宝的父亲名叫佟国福，佟国福在新

中国成立前夕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
一直在沈阳五一兵工厂工作。抗美援朝战争
爆发后，为了保护兵器生产能力不被破坏，沈
阳五一兵工厂部分迁往黑龙江。“厂子北迁，
我父亲坚决跟着厂子走。就这样，我们全家
一起踏上了火车。”佟家宝说，“我们去的地方

叫北安县，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北安市。和
父亲一起走的那批工友有1600多人。”

第二次是西迁，全家再次响应号召。
佟家宝和哥哥从小就在厂里长大，他学

了金属切削专业，哥哥学了精密铸造专业，兄
弟俩都进了厂。佟家宝回忆：“1972年，为了支
援三线建设，厂子要迁到甘肃。我主动报了
名。那年10月，我们全家8口一起来了天水。
当时从黑龙江过来的大约有2000人。”

来到天水，转眼已 52 年了。佟家宝从
20岁出头的小伙子，变成了七旬老人。站在
岷山机械厂厂房改建的岷山军工博物馆大门
前，说着一家人的故事，佟家宝有些激动。他
说：“我是军工二代，我父亲是军工一代。对
于我们全家人来说，祖国需要我们去哪里，我
们就去哪里。我们的家就是厂子，厂子就是
我们的家。这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责任。”

攀枝花，一座位于川滇交界处的美丽山城。
上世纪60年代，这里曾因三线建设而闻

名。如今，一座“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矗立在
城市中心地带，静静地讲述着那段非凡的岁月。

与许多三线主题展陈场所一样，这座博
物馆里也有不少“辽宁印记”。其中最令记者
印象深刻的是“两双手印”。这“两双手印”被
悬挂在“劳模手印墙”的显眼位置，手印下方
分别镌刻着冯广臣、付广烈的名字。

冯广臣，全国劳动模范。1968年，为支援三
线建设，从鞍钢来到攀钢，成为攀钢轨梁厂的建设
者和创业者之一，并见证了攀钢第一支方钢的诞生。

付广烈，全国劳动模范。1959 年，在鞍
钢弓长岭铁矿工作的付广烈和她所在班，以
连续刷新班产纪录，超过定额163%的好成绩
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那一年，她受到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0年，付广烈带着
3个孩子毅然投入攀钢建设的行列。

那些年，成千上万的辽宁人，像冯广臣、付
广烈一样，响应祖国的召唤，踏上征程。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在博物馆、纪念馆中留
下姓名，但是，他们的功绩，不会被忘记。

两双手印
本报记者 卢立业 孙明慧 文并摄

天水工业博物馆天水工业博物馆

在天水工业博物馆
的序厅，一台500公斤机
械式工业天平尤为显眼。

据该馆工作人员介
绍，这台工业天平是上
世纪80年代初期，天
水红山试验机厂为参与
我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
星的研制，从沈阳引进
的高精度计量称重设
备，主要用于力标准机
砝码的精确标定。

除了这台工业天
平，在天水工业博物馆
内，还有很多辽宁元素：营
口的曲线磨床、沈阳的车
床……这些老设备，不
仅见证了天水工业的发
展，也是辽宁支援三线建
设的最好例证！

工业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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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天水

陕西宝鸡

记者在天水工业博物馆采访。

李永革讲述“三线”故事。

李文忠的“立功喜报”。 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内的
“劳模手印墙”。

路佳音看到照片里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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