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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而独特，静谧又美好。
岁月为它们洗去铅华，冬雪赋予它们

新意。
就像巨大山水画中的点睛之笔，在画

中美得不可方物。
历史曾让它们背负罪恶与耻辱，又让

它们彻底扬眉吐气，见证了日本战败溃
逃和伪满洲国皇帝仓惶出逃的脚步，迎
来 了 “ 四 保 临 江 ” 和 新 中 国 成 立 的 喜
悦，保障了抗美援朝东线兵力物资的输
送，肩负起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任。

历 经 88 年 的 风 霜 雪 雨 和 日 出 日 落 ，
不 变 的 桥 身 依 然 坚 如 磐 石 ， 扼 守 通 化 、
白山要冲，北抵延边，南出丹东、大连
海港，昔日侵略者梦想的东边道，今天
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动脉，这就是连接通
化市鸭园和白山市大栗子镇的鸭大线上
美丽的二连桥。

1.
通 化 地 处 长 白 山 区 ， 管 内 正 线 铁 路

961 公里，经过 1986 年和 2000 年两次大的
提速改线后，现有正在使用的各种铁路桥
梁 566 座，涵洞 1759 个，其中 206 座桥梁
和 394 个涵洞为日寇侵占东北期间，为掠
夺 长 白 山 木 材 、 煤 炭 和 矿 产 资 源 ， 于
1931 年至 1939 年间修建，包括一些在当代

都属于特大桥的桥梁，其中比较典型的有
通化市 128 铁路大桥、鸭园镇第五浑江铁
路大桥和集安市鸭绿江中朝国境铁路大桥
等。还有一些从来没有名字，只是以铁路
的名称加上公里数和米数来代表它们的存
在和名字，如鸭大线 12km85m 铁路桥、梅
集线 206km529m 铁路桥等等，它们在长白
山区的沟壑深谷间和江河水泽上为铁路擎
起安全的臂膀。它们有的穿山跨涧，高十
几二十米，有的过江达岸，长几百米，还
有的只为一溪流水，独洞成涵，但都历经
了八九十年的风霜雪雨。它们没有赵州桥
的历史传奇和民族传承，有的只是曾经屈
辱和血泪的历史，还有一直为国家建设不
断贡献的当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加
快掠夺长白山地区木材和矿产资源，从关
内地区骗取和强虏大量劳力，在沈吉线铁
路梅河口段开始修建通往长白山区的梅集
线和鸭大线铁路，铁路修过柳河，便进入
了山区地段，桥梁、隧道和涵洞便多了起
来，梅集线 128 铁路大桥就是在这一时期
修建的。

位于通化市境内的 128 铁路大桥，在
日伪时期叫第一浑江铁路大桥，是火车
进 入 长 白 山 区 的 第 一 座 跨 浑 江 铁 路 大
桥，共 15 孔，全长 334.5 米，1936 年开始
修建，历时两年半完成。江北桥头上建
有 一 座 三 层 碉 堡 ， 居 高 临 下 俯 瞰 大 桥 ，
可容纳一个排的兵力驻守。其中地下一
层是休息生活区，地上一层和顶部天台
为警卫区。我和伙伴小时候一起爬上去
玩过，视线十分开阔，有一夫当关、万
夫莫开之势，射击孔周围的铁框和碉堡
墙壁上还留有当年子弹射击的弹孔。

今年春天，检察机关以“牢记历史，
勿忘国耻”为主题，计划将该碉堡列入

文 保 范 围 。 现 场 勘 查 那 天 ， 恰 逢 有 雨 ，
斑驳的碉堡在雨中更显沧桑，也更坚定
了大家决不能让日本侵华的罪证在大自
然的风化中慢慢消失的使命感。

上世纪三十年代，浑江是通化至丹东
间的水运航道，以当时的建造水平，在
如此水深流急的浑江之上，大跨度修建
一 座 300 多 米 的 铁 路 大 桥 ， 难 度 可 想 而
知。

历史没有记载 128 铁路大桥在修建过
程中，究竟有多少劳工惨死于浩荡的江
水之中，但另一座铁路桥的修建，却记
下了帝国主义的残暴和无情。

滇越铁路上最美的风景线之一“人字
桥 ”， 在 1905 至 1908 年 修 建 期 间 ， 共 有
800 多名中国劳工死亡，平均每米就有 12
人死亡，法国报纸称其为“死亡之上的
舞蹈”……

解放后，白山市石人煤矿“万人坑”被
发现，与臭名昭著的抚顺煤矿“万人坑”一
样，成为侵略者不可抹杀的证据。鸭大线
铁路就是侵略者为了掠夺石人镇的煤和
大栗子镇的铁矿而专门修建的。

2.
“从哪里开始，就在哪里结束。”这句

日本电影里著名的台词用在这里，既是

对侵略者极大的讽刺，也是绝妙的契合。
1946 年 2 月 3 日，农历大年初二，人

们沉浸在刚解放的欢乐中。日本投降后
滞留通化的 4000 多名关东军，趁我军主
力 部 队 外 出 剿 匪 之 际 ， 勾 结 国 民 党 特
务、土匪等共计 1 万多人，在凌晨时分策
划发动了臭名昭著的“通化 2·3 反革命
暴动”事件。

他们残忍杀害民主联军伤病员 150 多
人，并疯狂地向民主政权的各级机关发起
进攻。经过 10 余小时的激烈战斗，暴动被
平息。清理战场时，市区百姓自发拿起锹
镐棍棒，跟随部队从玉皇山脚下的浑江北
岸，一同追击残敌。日军原以为可以通过
128 铁路大桥逃跑，没想到大桥上已有我
方人员守卫。

当年他们修建的碉堡，现在成了他们
不可逾越的鸿沟。遭受沉痛打击后，他
们转身想从桥下过江逃跑，跑到中间才
发 现 ， 江 心 没 有 封 冻 的 部 分 有 五 六 米
宽，根本无法逾越。没有退路的敌人仍
然拒不投降，转身以桥墩做掩护继续负
隅顽抗，很多被子弹击中的军民倒在了
离胜利最近的路上，而被击毙后落入水
中的敌军，转瞬即被滔滔江水吞没。走
投无路的残敌只好高举双手跪地投降……

日本战败后，被苏军俘虏的 60 余万
关东军被押往西伯利亚做苦役，由于退
守 通 化 的 关 东 军 是 被 共 产 党 部 队 接 收
的，借此逃脱了悲惨的命运，他们本是
留在中国最幸运的人，但他们残暴的本
性却使自己永远成为了异国他乡的孤魂
野鬼。

128 铁路大桥见证了日军在通化的残
酷统治，也见证了魔鬼的灭亡。

抗美援朝期间，128 铁路大桥是志愿
军东线临江和中线集安入朝作战的必经
之路，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大桥
上游不远处还有一艘专门载人渡江的大
铁船，桥南一侧有铁路值班人员专门看
守大桥，不让行人随便通行。

到 2025 年 ， 通 化 车 站 将 整 体 搬 迁 到
新建的河口高铁站，128 铁路大桥——第
一浑江铁路大桥，将正式退出铁路运输
舞 台 ， 转 变 功 能 ， 继 续 它 未 竟 的 使 命 ，
成为“景观桥+便民桥”，与尽显沧桑的
桥头堡一起成为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3.
中 朝 国 境 铁 路 大 桥 位 于 梅 集 线

251.5km 处，是梅集线铁路的最后一座铁
路 大 桥 ， 大 桥 全 长 589.23 米 ， 共 20 孔 。
中朝双方以第十一桥墩中心接轨线为界
线，中方 324.23 米，朝方 265 米。

1950 年 10 月 11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部最先从集安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秘密
入朝，有了“抗美援朝第一渡”的美誉。

1950 年 11 月 8 日，继丹东鸭绿江铁路
大 桥 被 美 军 飞 机 将 朝 鲜 一 侧 完 全 炸 毁
后，集安鸭绿江大桥成为朝鲜战场上我
军最主要的人员、物资运输补给线，同
时也成为美军轰炸的重要目标。在我军
沿江部署的高射炮严密防范下，第十二
桥 墩 还 是 在 美 军 的 狂 轰 滥 炸 之 下 被 炸
毁，但很快被铁道兵修复。铁轨上方的
钢梁上至今还留有当年被飞机子弹击穿
的拇指粗的洞眼痕迹。带洞的钢梁至今
没有更换，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集安火车站当时也成为美军轰炸的目
标。当年支援抗美援朝的铁路工人，后
来成为通化铁路分局总工程师的孙总回
忆，当年有很多在集安火车站支援抗美
援 朝 的 铁 路 工 人 被 炸 死 炸 伤 。 有 一 次 ，
美军飞机前来轰炸时，一枚水桶粗的炸
弹紧贴着一名卧倒的铁路工人身边钻进
了土里，但神奇的是炸弹没有爆炸。虽
然那名工人后来并没有成为英雄，但能
够在战争中活下来的人都是幸运的。

走上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首先进入
眼帘的就是桥头的一座四层大碉堡，墙
面上还有志愿军战士当年留下的红色标
语：“桥头是我家，党是我的妈，永听妈
的话，我爱我的家。”

战火和硝烟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去
不复返了，如今，这里是集安市鸭绿江
国门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感受
国门庄严和铁路大桥恢弘的同时，更能
体会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

日本人当年修建梅集线和鸭大线铁路
时，在很多重要桥梁和隧道一侧都建有
碉堡并派兵驻守，集安大桥碉堡是其中
最大的一座，足见日本人当年对大桥的
重视程度。最小的一座桥头碉堡位于集
安 市 太 王 村 境 内 ， 梅 集 线 224km 铁 路 桥
头，直径 2.5 米，高 2 米圆筒型碉堡，仅
能容纳一名哨兵站岗。梅集线和鸭大线
铁路共有 28 座日军修建的碉堡，均被沿

线地方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向人们开放。

《满 洲 开 发 四 十 年 史》 一 书 记 载 ：
1936 年至 1939 年 4 月间，活跃在梅集线上
的东北抗日联军多次炸毁铁路线、桥梁
和日军列车，打死、打伤日军 3000 余人。

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由中朝双方分设
哨兵、警卫。站在大桥上，可以充分欣
赏 鸭 绿 江 两 岸 的 美 丽 风 光 。 天 气 晴 朗
时，可看见对岸江边洗衣服的人。行至
第十一桥墩中心接轨线，可以看到连接
两国铁轨的螺栓样式不一样。站在钢轨
上拍照留念，就是一脚踏两国的特殊风
景。再向前行，就进入了朝方领土，临
近 朝 方 桥 头 处 ， 设 有 拦 阻 铁 丝 网 ， 这
时，工作人员会提醒你：“该回国了。”

鸭绿江上现今共有三座铁路大桥，其
中两座位于丹东市内。一座是闻名遐迩
的断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美国飞机
将朝鲜一侧完全炸毁后，只有我国一段
保留至今，成为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之一，断桥残雪成为丹东最美市景
之一。另一座是抗美援朝胜利后，在断
桥 上 游 不 远 处 重 新 修 建 的 一 座 铁 路 大
桥，与集安市中朝国境铁路大桥一同成
为中朝边境贸易的重要铁路通道。

4.
鸭大线第五浑江铁路大桥距通化市区

30 公里，修建于 1936 年，共 12 孔，全长
223.4 米。

1986 年 ， 为 适 应 铁 路 提 速 要 求 ， 该
段铁路取直改线后，在上游 60 米处新修
一 座 铁 路 大 桥 。 由 于 该 地 没 有 公 路 桥 ，
两 岸 村 民 过 江 一 直 使 用 该 桥 的 检 修 通
道。旧桥报废后，按照铁路报废桥梁相
关要求，桥上铁轨和两边的护栏被随之
拆除，大桥不再具备行人通行条件，铁
路部门在桥头两侧设立了禁行标志和拦
阻装置，但从别处过江至少需绕行十公
里以上，两岸村民为了出行方便，仍选
择在没有护栏的桥面上通行，雨雪雾天
更是危险。五年前，该桥曾发生过行人
从桥上跌落江中致死事件，但始终不能
阻挡村民过江的脚步。

2020 年 9 月，按照废弃桥梁应当拆除
的 规 定 ， 铁 路 工 务 部 门 开 始 拆 除 该 桥 。
在施工过程中，屡遭当地百姓阻挠，前
后三次无法完成拆除工作。铁路部门考
虑当地百姓意愿，多次沟通、协商当地
政府，希望由政府部门接收该桥，安装
护栏、维护桥体后用于当地群众便利出
行，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2021 年 5 月 17 日，通化铁路工务段安
监部门向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通报了第
四次拆除大桥过程中的遭遇，通化铁检
公益诉讼部门立即派人赶赴现场进行调
查。

站在大桥一侧的江堤上，整座大桥尽
收眼底。桥面两侧长满了青草，没有铁轨
和护栏的大桥，经过 30 多年的行人和车辆
通行，桥面早已被碾压得如同来时的乡村
土路一样平坦，远远超出了检察人员的预
想。虽然大桥已经废弃了 30 多年，满目疮
痍，但桥墩和箱梁还是很坚固，原先通行
火车的桥面，现在的宽度通行一辆卡车都
没有问题。如果拆除后再建一座大桥，至
少需要几千万的资金，如果能够旧桥改
造，花最少的钱，造福当地百姓出行方
便 ， 还 能 节 省 高 达 300 余 万 元 的 拆 桥 资
金，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们走访两岸村民，他们无一例外希
望 留 下 大 桥 。 他 们 居 住 的 村 庄 地 处 偏
僻，也许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看到新大
桥。确定了大桥对村民的重要性后，更
加坚定了检察官公益服务的决心。

第二天，检察官又一次会同铁路部门
再次对大桥进行现场勘查，并根据大桥
存在的具体危险情况，向工务段送达综
合治理检察建议书，建议其立即封闭第
五浑江铁路大桥，防止事故的再次发生。

接着，我们到铁路技术部门查询第五
浑江铁路大桥技术资料，同时走访铁路
桥梁技术人员，了解该废弃桥的设计承
载和使用年限等具体情况。该桥当年设
计使用年限为 100 年，桥长 223.4 米，火
车通过时可容纳 18 节车厢，按照桥梁动
态承载计算，每节车厢满载货物总质量
100 吨，桥梁整体承重约为 1800 吨左右。
鉴于通化管辖区内在用的 206 座日伪时期
建造的铁路桥使用情况，改造后通行行
人 和 小 型 车 辆 完 全 没 有 问 题 。 我 们 建
议 ， 由 五 道 江 镇 政 府 接 收 和 改 造 该 桥 ，
切实做好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工作。

鉴于地方政府不愿接收该桥的实际情
况，通化铁检多次会同铁路部门和地方
政府共同召开联席会议，明确权属和责
任，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并充
分发挥检企协作和府院联动工作机制作
用，就相关事宜与铁路单位、二道江区
政府、五道江镇政府反复沟通协调，最
终在二道江区政府、二道江区检察院等
多方共同推动下，五道江镇政府同意接
收该桥。

使用权移交后，五道江镇政府共投入
30 万 元 为 该 桥 加 装 护 栏 ， 平 整 桥 面 。
2021 年 8 月初，桥体两侧 1.6 米高的铁制
护栏安装完毕，行人和小型车辆从此可
以安全通行。现场回访时，通行的村民
均对检察机关、铁路和地方政府的办事
效率表示满意，第五浑江铁路大桥问题
得到了圆满解决……

时 代 的 车 轮 滚 滚 向 前 ， 那 些 见 证 历
史、服务国家建设的 206 座大大小小、形
态各异的铁路桥，终将会有被替换的一
天。而新的大桥正在不断建设，连接新
的起点，开启新的旅程。

（作者单位：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

那206座铁路桥
李英 丁明

寒冬季，
疫情笼罩三秦地。
三秦地，
人人危厄，
万家坚壁。

管封防控新冠拒，
群策群力驱瘟疫。
驱瘟疫，
鏖突日月，
奋发踔厉。

（作者单位：陕西省延安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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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小雪过后，篱笆外的红梅开得
正旺，由最初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下
子掀起了红红的盖头，我甚至怀疑她的
绽放是由一场瑞雪带来的。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在我眼里，一
枝枝梅花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啪噼啪地
引爆了春天。

如果她是一位女子，我会立即想到
“笑靥如花”这个成语，可是，她本来就
是花呢？那就学学苏先生，以物喻人。
苏先生说，欲把西湖比西子，他还说，从
来佳茗似佳人。可别说，天一旦放晴，
红梅的腰肢更显瘦弱，脸庞更显妩媚，
而雪的悄悄离去，让她泪眼蒙眬，如同
恋人那般不舍。

此情此景，我赋诗曰：雪花梅花两
相亲，窃窃私语听无声。相遇即别春宵
短，脉脉含情泪纷纷。

雪化了，化成了水，也化成了春天。
著名作家迟子建有篇散文——《春天是
一点一点化开的》，她说，春天在一点一
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地羽翼丰满起
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
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春天的天空呢!

人们常说，没有一个冬天不可以逾
越，没有一个春天不可以来临。可我始
终认为，春天不是“等”来的，“幸福不会
从天降，美好生活等不来”。它是靠着
自 身 顽 强 的 拼 争 ，逐 渐 摆 脱 冰 雪 的 桎
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苦熬出来的。

不是这样吗？
面对冰雪，面对挫折，面对磨难，除

了梅，还有谁敢挺身而出？国遇难时思
良将，当沧海横流之时，有多少花儿，躲
进了温室！

陆游笔下的梅是寂寞而又哀伤的，
群芳所妒，零落成泥，香气不散。一代伟
人反其意而行之，梅不再是孤芳自赏的
代名词，而是坚贞不屈、积极豪迈的先行
者，即使山花烂漫，她也要艳压群芳。

在武汉东湖宾馆的梅岭别墅，我看
到了伟人对梅的喜爱与赞赏。山丘起
伏，一层一层的梅，凌寒次第开。他在
梅岭踱步，热血在胸中翻腾，或许是梅
鼓舞了他的斗志，挥毫挽狂澜，指点江
山美，新中国的精彩画卷，才徐徐展开。

心中想着人民，人民才会永远把他铭
记。在梅岭，我还见到一首小诗——《梅
岭的梅》。诗中说：“梅岭的梅呀梅岭的
梅，花开花落，年年岁岁。花落，是为你洒
下热泪；花开，是呼唤你快快回……”

没有人不喜欢梅，不管人们赋予了
梅再多的意象，她永远象征着纯洁与美
好。宋代诗人林逋隐居杭州孤山时，植
梅养鹤，清高自适，有“梅妻鹤子”之称，
特别是那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
动月黄昏”的名句，成为咏梅诗的巅峰
之作。

梅与月的组合，有了清幽与灵动，
总显柔弱。倒不如让她与雪站在一起，
因 为 坚 贞 与 不 屈 才 是 我 们 民 族 的 脊
梁。不信，你比较一下。“寻常窗前月，
有梅便不同”，“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
开”。是不是后者更显风骨？

一枝梅，泄露了春的消息。这句话
并不是我的原创，有一首咏梅的元曲是
这样写的：“南枝夜来先破蕊，泄漏春消
息。偏宜雪月交，不惹蜂蝶戏。有时节
暗香来梦里。”

“南枝夜来先破蕊”，南方的春天本
来就早一些，严寒即将过去，相信这场
没有硝烟的疫情阻击战已接近尾声，我
们要致敬每一位逆行者。请相信：待到
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篱笆旁，红梅还在微笑，她的笑容，
把我也染成了春天的颜色。

（作者单位：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检
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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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绿江上现今共有三座铁路大桥，其中两座位于丹东市内。一座是闻名遐迩的断桥，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被美国飞机将朝鲜一侧完全炸毁后，只有我国一段保留至今，成为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之一，断桥残雪成为丹东最美市景之一。另一座是抗美援朝胜利后，在断桥上游不远处重新修建
的一座铁路大桥，与集安市中朝国境铁路大桥一同成为中朝边境贸易的重要铁路通道。

通化新建特大铁路桥

废弃桥（上）焕然一新（下）

梅集线中朝国境铁路大桥，右侧是遗留下来的碉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