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山有幸埋忠骨，松柏无声祭英灵。 7 月 16
日，德格县雀儿山十八军红色教育基地举行了十
八军进藏革命烈士张福林衣冠冢安放仪式，十八
军后代代表、该县相关机构代表、军队代表、群众
代表等参与了祭奠活动。

当日上午 10 时， 参加仪式的一行陪同烈士
家属安放张福林烈士衣冠冢。 袅袅青烟中，鲜红
的蜡烛映着烈士遗照上年轻的面孔，烈士的音容
笑貌再次浮现在亲人和老领导、 老战友的脑海
中，大家神情悲伤凝重，为烈士敬献了哈达。

仪式上， 该县相关负责人说：“青山埋忠骨，
史册载功勋。今天我们在此庄严举行张福林烈士
衣冠冢安放仪式，就是要告慰浴血奋战的十八军
将士，就是要缅怀以张福林烈士为代表的十八军
先烈，就是要发扬好、传承好‘两路’精神，将红色
基因的旗帜接过来、传下去，高高的迎风飘扬。愿
‘两路’精神浩气长存，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

“老兄长， 我们又来看你了， 大家没有忘记
你，藏族同胞更没有忘记你……”原西藏军区副
政委、十八军烈士张福林之弟张福立站在哥哥的
墓碑前深深鞠躬。多名十八军老战士及十八军后
代肃立默哀，令人动容。

采访中 ，76 岁的张福立告诉笔者 ，60 多年
前，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十八军进藏筑
路部队充分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
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 、民族团结的 “两路 ”精
神，让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烈士的功勋，
彪炳史册，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 （原载 2020 年 7
月 20 日四川《甘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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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林：川藏线上的筑路英雄
□记者 王锦春 张志新 文/图

核心
提示

������2014 年 8 月 ，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
家主席 、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川藏 、
青藏公路通车 60 周年作出重要批示 ，要
求进一步弘扬 “两路 ”精神 ，助推西藏发

展 。
60 多年前 ，西藏和平解放后 ，中国

人民解放军 、四川和青海等省各族人民
群众及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了 11 万人的

筑路大军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奋勇拼
搏 ，3000 多名英烈捐躯高原 ， 于 1954 年
建成了总长 4360 公里的川藏 、 青藏公
路 ， 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 ，

在 “人类生命禁区 ”的 “世界屋脊 ”创造
了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 铸造了一不怕
苦 、二不怕死 ，顽强拼搏 、甘当路石 ，军
民一家 、民族团结的 “两路 ”精神 。

张福林烈士

筑路大军劈山修建川藏线 位于川藏线上张福林纪念碑

������张福林牺牲后， 当地出版了宣传他英勇事迹
的图画。

英名享誉川藏线

在 3000 多名捐躯“两路”的英烈中，有一名
从周口扶沟走出去的农家子弟。

他没有渊博深厚的学识，也没有声名显赫的
家庭背景。

他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解放军战士，没有太
多悲壮杀敌的英雄事迹， 也没有位高权重的职
务，在部队仅是一个班长。

他经历太原、秦岭、成都等一系列重大战役，
没有在艰难困苦的行军中掉队，也没有在炮火连
天的战场上倒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 1951 年冬抢修
康藏公路（注：1955 年原西康省撤销后，改称川藏
公路并以成都为起点）雀儿山路段时不幸被滚落
山石砸伤牺牲，年仅 26 岁。 他牺牲后被西藏军区
后方部队党委追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一
等功，生前所在班以他的名字命名。 1953 年，当时
的中央交通部和西南军区授予他 “筑路英雄”称
号。

2011 年，他被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
自治区人民政府评为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60
位感动西藏人物”。

他是谁？ 生前这么平凡，死后却如此伟大？
7月 24 日，周口报业传媒集团《红色记忆》采

访组记者来到距离扶沟县城 3 公里远的一个小
村庄———大李庄乡林宋村。

在这个小村庄里， 深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
“张福林事迹陈列馆”， 而这位名叫张福林的烈
士，也就是我们此行要了解和挖掘的 “红色历史
人物”。

一座典型的北方院落，坐北朝南，一个简单
的门楼， 门楼上悬挂着 “张福林事迹陈列馆”牌
匾。 推门而入，可以看到一个干净整洁的院落，院
落里栽植着菊花等花木，显得清静幽雅。

院落中的三间红色瓦房，展览的便是与张福
林相关的一切事迹材料。 “张福林事迹陈列馆”
西侧还有一个院落，两座院落之间有一个相通的
小门，里面同样花木葱郁，还有几株松柏巍然屹
立，而同松柏一样屹立的还有两座墓碑。

58 岁的村民宋法顺看护这两座院落。 他介
绍，西侧这座院落是张福林家的祖坟，两座墓碑
分别是张福林父母的墓碑和张福林烈士的墓碑，
而张福林烈士仅有墓碑，没有坟墓。 张福林牺牲

后，葬在了川藏线经过的雀儿山下。
宋法顺介绍，“张福林事迹陈列馆” 是 1997

年所建，其史料也是经过多年搜集才形成现在的
规模，每年接待的大多是乡里或者县里部门的一
些人员。

记者了解到，“张福林事迹陈列馆” 于 2015
年 4 月举行开馆仪式， 对于这样一个陈列馆，扶
沟县以外的人知之甚少。

而张福林烈士， 除了史料简单记载的外，也
少有人知道他的情况。 从小就生活在林宋村、曾
在大李庄乡政府任职的 72 岁老干部宋洪顺提起
张福林，仅仅知道他是一个革命烈士，牺牲在川
藏线筑路途中。

不过，当地人也都自信地介绍，张福林虽然
在周口没有多大名气， 在川藏高原名气却大得
很。 “张福林事迹陈列馆”建成 20 多年里，曾接待
过不少从川藏一带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记者查阅资料，印证了这一点，因为在川藏
交界处的雀儿山不但建有张福林烈士陵园、张福
林烈士墓，还立有张福林烈士铜像。 2011年，纪念
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张福林被评为“60 位感动
西藏人物”之一。

近年来，川藏地区更是大力弘扬张福林“筑
路英雄”事迹。 据四川甘孜当地《康巴媒体》2019
年 6 月 5 日报道，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
将分散在雀儿山上的张福林烈士陵园、无名女烈
士墓地、最后的五道班等红色优势资源串点成线
成面 ，进而转化为教育资源 、宣讲资源 、旅游资
源，打造川藏公路上首个以弘扬“两路”精神为主
题的红色教育基地。 其中，就包含新建张福林烈
士纪念馆。

热血甘洒雀儿山

那么，张福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为何在周
口这么沉寂，却在川藏地区如此闪耀呢？

在“张福林事迹陈列馆”里，记者见到了与张
福林相关的杂志、报刊、文件、证书、影像纪录片
等资料，找到了其短暂且如流星般闪耀一生的答
案。

其中，在陈列馆一个玻璃展览柜中，有几张
老旧发黄的纸页，上面是一篇题为《为修筑川藏
公路献身的模范共产党员———记张福林烈士》的
文章，记载了张福林一生的事迹。

张福林，1925 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林宋村
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在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
下，全家人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
1948 年秋，他的家乡刚刚解放，张福林就怀着消
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强
烈愿望，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
的炮兵战士。 1950 年，张福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51 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为了帮助各兄弟
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伟大号召。 川藏公
路通车的时间表定在 1954 年。 任务紧迫，来不及
也不可能先勘测后施工，只有边勘测边施工。 “世
界屋脊”上修公路，一切都从零开始。 打通雀儿山
是争取 1952 年川藏公路雅安—昌都段通车的关
键。 1951 年初冬，总计 1.2 万人的筑路大军投入
雀儿山区的“攻坚战”。

“住的是 5000 米高度， 睡的是斜坡 30 度，气
温是零下 30 度，开水是沸点 70 度，可我们的劳
动热情却到了 100 度！ ”这是当年参加打通雀儿
山“战役”的老兵们都能背得出的顺口溜。 而每个
讲述这场“战役”的人，又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筑
路英雄———张福林。

时任 18军 53 师 159团 3 连炮班班长的张福
林及所在部队由炮兵变工兵， 投入到修筑康藏
（今川藏）公路的战斗，开拔到位于川藏边界、海
拔 5300 多米的雀儿山安营扎寨。

当年开凿石方全靠钢钎打眼和放炮。 张福林
所在班担负爆破任务。

早一天打通雀儿山，就能早一天把公路修到

西藏，这成了张福林和战士们最强烈的心愿。 施
工之初，只会打小炮眼，一炮只能炸石两三立方
米，工程进展很慢。 张福林主动到工兵团学习经
验，虚心学习，苦心琢磨，反复试验兄弟部队放大
炮的经验。 他很快掌握了根据不同的山势、石质，
打不同的炮眼，装不同药量的科学方法。 第一炮
装 70 公斤，一炮便炸掉 540 立方米坚硬的石头。
继之又以 40 公斤炸药炸去 470 立方米， 超过了
标准功效 260 倍，创造了少见的好成绩。 张福林
的经验很快被推广开来，施工进度大为加快。

繁重的任务加上恶劣的气候环境，张福林经
常头昏眼花、呕吐反胃、茶饭不思，但他强忍着，
一声不吭，事事冲在前面。 他脸色苍白，日渐消
瘦，同志们硬把他拉到医生面前。 经医生诊断，张
福林患高度贫血病，不适合在高寒山区的恶劣环
境中工作，医生和部队首长都让他下山休息。 张
福林却坚定地说：“任务这样繁重，藏族兄弟姐妹
都眼巴巴地盼着我们，我怎么能下山？ 怎么能当
逃兵？ ”

没有想到的是，1951 年 12 月 10 日中午收工
后，部队正集合吃饭，张福林发现本连三排刚打
的炮眼不符合要求，顾不上吃口饭，便立即投入
炮眼的纠正工作。 就在这时，以前受震松动的一
块大石头突然坠落，砸在了他的右腿和腰部。 当
同志们赶到现场时，发现他脸色苍白，陷入昏迷。

几分钟后，他慢慢苏醒过来，第一句话便是
对指导员说：“我不行了，衣袋里还有些钱，请拿
去帮我交上最后一次党费吧！ 我对不起党，再也
不能为人民工作了。 ”指导员掏出被鲜血染红的
钱，眼睛湿润。

卫生员赶来了，准备给他注射强心针，他用
手推开，用沙哑的声音说：“反正我不行了，还是
替国家节省一支吧！ ”大家把他抬上担架，他挣扎
着说：“同志们，你们围着我耽误工作，赶快上工
吧！ 藏胞在等着你们，快把公路修到拉萨。 ”这是
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同志们在清理张福林的遗物时，发现了 5 包
菜种和一个笔记本。

战友回忆说：“这是班长在离开四川时拿自
己的津贴购买的菜种， 他说一定要把它带到西
藏，撒在高原上，让菜种在藏胞中传播，生根开花
结果。 ”

张福林的日记里，除记载着工作情况、爆炸
数据和施工总结外，还写着他的人生格言：“忘掉
自己，为人民，由民兵改炮兵，由炮兵变工兵，这
是党的需要，听党的话。 ”

张福林牺牲 18 天后， 雀儿山段的公路修通
了。 通车前夕，时任 18军后方部队司令员的陈明
义来到雀儿山西坡张福林的墓前， 深深地三鞠
躬：“我们有这样的英雄战士，没有战胜不了的艰
难困苦！ ”

1952年，张福林被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党委追
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一等功，生前所在
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 1953 年，当时的中央交
通部、 西南军区授予张福林烈士 “筑路英雄”称
号。

张福林牺牲 3 年后的 1954 年，康藏（今川藏）
公路终于通车。 它历时 4 年时间修建，沿途翻越
14 座大山，横渡 10 多条大河，牺牲了 3000 多位
官兵，结束了西藏不通公路的历史，将古老文明
带入一个新纪元。

与此同时，与康藏公路同时修建的青藏公路
也于 1954 年实现通车。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 以张福林为代
表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
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成为中国大
地上又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红色基因筑心间

回首过往，人们不禁感叹：张福林生命这么
短暂，为何能拥有如此崇高的革命精神呢？

这一切得益于党的培养。

张福林所在的部队为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 18 军， 诞生于豫东大地， 这是一支钢铁劲
旅、威武之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历程中涌现
了许多英雄、功臣和模范，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张福林在这所部队里接受着革命思想教育，逐渐
成长为一名具有高尚革命情操的人。 在解放战争
的硝烟中，他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奋勇杀敌，参加
过解放山西、进军秦岭、南下成都等大小战役十
几次，成长为一名百发百中的“神炮手”，多次荣
立二、三等功。 在解放太原战役中，张福林负伤仍
坚守阵地，以一挺机枪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在名
山一带剿匪时，他深入群众，宣传我军政策，瓦解
了土匪杨万贵部。 在整训中，他所在的五班，荣获
模范班称号，本人立了三等功。

张福林精神源于红色家庭的熏陶。 他的母亲
薛桂芳于 1944 年参加革命， 任扶沟城关北街妇
联主任， 中共扶沟县地下党的联络点就设在她
家。 薛桂芳常常出入街巷，传递情报，地下党和游
击队多次在她家召开秘密会议，均安然无恙。

薛桂芳遵照党的指示，发动妇女给解放军做
军鞋，成百双军鞋放在她家，再由她千方百计辗
转送到解放军手中。 1947年 3 月 16 日，在执行地
下党组织交办的一项秘密任务时，薛桂芳被国民
党发现后杀害，献出了年仅 35 岁的生命，解放后
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福林牺牲后，弟弟张福立投笔从戎，毫不
迟疑地接过了哥哥手中的镐头，战斗在张福林献
身的地方———为国戍边直至退休。

采访札记：
张福林生命的翅膀，虽然折断在险峻的康藏

（今川藏）公路上，以他为代表的“两路”精神却永
远传承不止……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入
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
期 ，这就更加需要战天斗地 、遇水架桥 、逢山开
路、越挫越勇的 “两路”精神。

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党史国史的学习，高度重视革命精
神的传承和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红色资
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走的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
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相信，以张福林为代表的“两路”精神，将同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一样永放光
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更加
强大的动力。 ①2

新闻链接

四川省德格县举行张福林烈士衣冠冢安放仪式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建设干净有序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