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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铁路,具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色彩。受资金和技术制约的影响,近代中国铁

路大都由西方列强投资兴筑,利用债权人身份勾

结国内反动力量,将铁路作为其侵略中国的重要

工具。而与铁路直接相关的近代铁路工人,从一

开始就身处“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因此掀起了

一次又一次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与帝国主义

列强、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斗争中,
近代铁路工人革命、奋斗、进取的坚实足迹镌刻

在每一条铁路线上。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中,铁路工人形成了以爱国、爱党、团结、不怕

牺牲、敢于斗争的铁路革命精神。
近代铁路革命精神发端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铁

路革命精神不断发展丰富,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

红色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作为党史研究的重要

内容,铁路革命精神也颇受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就目前相关成果来看,一是聚焦于铁路红色文

化、红色基因的研究。大多学者认为无论是在革

命斗争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及改革开

放实践中,铁路人都书写了感人的精神史诗,传

承了红色基因,积淀了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相

关成果参见《铁路红色基因》①《传承弘扬铁路红

色文化增强铁路先行精神动力》②等。二是注重

某时段的某种铁路精神研究,如“二七”精神③、
青藏铁路精神④、铁道兵精神⑤等,学界前贤在

此领域取得一定的成绩。总的来说,前期成果要

么偏重于铁路文化研究,要么只是专注于某时

段某种铁路精神的碎片化研究,而对近代铁路

革命精神的内涵、历史演进等问题缺乏全面具

体地探讨。本文以近代中国铁路革命精神为研

究对象,通过梳理近代铁路革命精神的历史演

进,进而全面概括近代铁路革命精神的内容。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铁路工人自发反帝反

封建的爱国精神和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铁路的出现不但促进

了近代中国的交通运输革命,而且为近代中国革

命催生了新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

近代中国铁路的兴筑与发展,铁路工人成为中国

近代产 业 工 人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据 统 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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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近代铁路工人

数达到118651人,其中国有铁路73651人,外

人独资铁路45000人。①

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发展的独特性决定了近代

铁路工人具有区别于其它产业工人群体的独有特

点。事实上,近代中国铁路工人因遭到西方列强

和本国反动势力残酷的压榨,他们的斗争一产生

就具有反帝、反封建性。针对自身所处的不利境

地,铁路工人早期斗争主要从反对洋工头和洋监

工开始。早在1891年,津沽铁路唐山机厂工人

就举行了反抗外国工头的斗争。1906年,沪宁、
津浦、陇海等铁路工人也自发展开了反抗洋监

工、洋工头的斗争。1909年,汉口江岸铁路工

人集 体 停 工 反 对 洋 工 头 虐 待 工 人;1910 年、

1914年、1920年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工人举行了

驱逐总工头的罢工。在东北,中东铁路工人还举

行了要求华工与俄工待遇平等和增加工资的罢工

斗争。在《马关条约》签订后,铁路工人的民族意

识逐步被唤醒,他们以激烈的行动投入到轰轰烈

烈的收回路权运动中来。1904至1905年,粤汉

铁路工人就先后支援了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

民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的斗争;1911年湖南、
湖北、四川等省的铁路工人又率先发起反对“干
路收归国有”的保路运动。

早期铁路工人的革命运动和近代中国人民的

反帝反封建运动相呼应,成为近代中国旧民主革

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工人首当其冲遭受帝国

主义和封建军阀最直接、最深重的欺压。因此,
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具有开展时间最早,斗争最

坚决,牺牲最大的鲜明特点。但是,由于缺乏统

一的领导和组织,早期的铁路工人主要进行的是

分散的经济斗争,斗争的成果很有限。

20世纪初,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

义的洗礼,包括铁路工人在内的中国工人队伍思

想觉悟进一步提高,这也促使铁路工人从旧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以自发斗争,转变为具有鲜明

政治色彩的自觉斗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铁路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参加了中国历史上首次

政治罢工。如长辛店留法预备班学员、铁路工厂

艺员养成所的学员以及车务见习所的学员都参加

了北京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接着,沪宁、沪杭

铁路、唐山京奉铁路、江西南浔铁路等各路的铁

路工人罢工声援“五四”爱国运动。面对帝国主义

和军阀威胁,铁路工人“坚心国事、帅不允从”,
并“相率离站,不肯开车”②,声明“国家败亡,
甘愿待毙,非得政府圆满允可(人民要求),誓不

开驶火车。”③
 

这都充分体现了铁路工人坚决、彻

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情怀。总之,随着国内

外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熏

陶,铁路工人的革命斗争已经有了自身的策略与

方式。
铁路工人革命斗争的影响力及其表现出的强

大革命力量引起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重点关

注。铁路工人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

的、最重要的传播对象。1920年冬,北京共产主义

小组派张国焘、邓中夏等深入长辛店铁路工厂宣传

马克思主义,并在1921年1月1日成立中国共产党

第一所劳动补习学校。接着,李大钊又派罗章龙前

往唐山,帮助京奉铁路工人成立劳动补习学校,向

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斗争情况。至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党组织先后在京汉铁路郑州

站、粤汉铁路徐家棚站以及天津、洛阳、张家口等

地设立劳动补习学校,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的

重要阵地。
铁路工人工会是近代中国工人运动中成立最早

的工会组织。张国焘曾指出,“我国北方中部的真

正工会运动,发生于民国十年,尤以铁路工人得风

气之先。”④1920年12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就

在唐山建立了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并迅速

成为唐山工会运动的核心。1921年5月,邓中

夏、罗章龙等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式产业工

会———“长辛店铁路工人会”,且很快成为了全国

各地工会组织学习的范本。毛泽东赞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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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①长辛

店铁路工人工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工

作经验的积累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有着重要的

历史意义。不久,长辛店机厂建立了中国铁路工

人第一个党组织。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铁路上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18年和1919年,
毛泽东先后两次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介绍俄国十

月革命的情况。这些活动对于毛泽东由革命民主

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史说:“我第一次在政

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

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

引”,“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

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

实现。”②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王尽美、邓恩

铭、张国焘、包惠僧等都是铁路工人运动领导

者,还有幕后参与党的创建的李大钊、陈独秀,
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罗章龙、项

英等均直接参与或指导早期铁路工人运动。此

外,在铁路工人运动中还成长了许多的优秀共产

党员,如京汉铁路的史文彬、杨宝昆、康景星、
林祥谦、施洋;京奉铁路的邓培;陇海铁路的姚

佐唐、程圣贤;大同铁路的张树珊;中东铁路的

张有仁等。这些共产党员为党的创建和中国革命

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综上所述,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至党的

成立以前,近代铁路工人本质上代表着近代中国

革命最积极的新生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

缺少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此时的铁路工人运动

虽然还处于自发性斗争阶段,开展斗争的目的也

仅是为了经济权利,还没有形成阶级斗争意识以

争取政治权利”,③ 铁路工人在早期工运中的突

出表现,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输出的重要对象之

一。早期铁路工人运动也是引燃马克思主义在中

华大地燎原的星星之火,充分体现了播撒革命火

种,敢为人先的革命首创精神。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英勇、团

结、牺牲、奉献的“二七”精神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铁路

工人自此有了主心骨。为进一步唤醒工人觉悟,
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就提出“启发他们组织工会

的需要”“党应以阶级斗争的精神灌输予各工

会”。④ 并在《中央局报告》中明确全党首先集中

力量“组织全国铁道工会”的任务。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成立时,强调该组织的任务是“向劳动者

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

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⑤即“劳动组合的

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

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
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⑥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统一领导下,各地铁路工会

不断兴起壮大。1921年11月,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北方分部和武汉分部共同领导了陇海铁路工

人大罢工,罢工很快得到了京汉、粤汉、津浦、
京绥、京奉、正太等各铁路工人的声援。1922
年初,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八月罢工”再次得到

了各路工人的积极响应。为呼应各地铁路罢工斗

争,京奉铁路山海关机械厂和唐山制造厂、粤汉

铁路长武段、京绥铁路等铁路工人相继举行罢工

斗争。

1922年7月,中共二大确定了反帝反封建

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将发展工农运动作为党的中

心工作。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是党成立后领导

工人运动的高潮顶峰。在党的领导下,从1921至

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陆续建立了16个工会

组织,会员达到3万余人,并决定于1923年

2月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2月

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决议:“我们为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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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人权而战,决无退后。”①罢工最终遭到北洋

军阀的残酷镇压,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二七惨案”。
据统计,此次惨案中,铁路工人被打死52人,受

伤达到300多人,被开除和流亡1000多人。断

头台上,共产党员林祥谦大声呵斥敌人:“我头

可断,工不可复!”②面对敌人的枪口,施洋毫不

畏惧对敌人厉声呵斥:“我不怕死,堂堂做人,
反对强暴,你们杀了我一个施洋,还有千百个施

洋!”③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称赞

“他们特别能战斗”。④ 共产国际就此发出宣言:
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京汉

铁路工人大罢工被誉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

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是“这次罢工高潮的最

后一个怒涛”。⑤ 充分显示了铁路工人在党的领

导下坚定的革命性、坚强的战斗力和大无畏的英

雄气概,孕育出了英勇、团结、牺牲、奉献为核

心内容“二七”精神。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全国革命

形势的快速发展。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和中

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是工人阶级大革命高潮的

前奏。1925年5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明确强调

发动工人阶级参加革命斗争的重要性。在此后五

卅运动中,铁路工人积极支援了全国工人同盟罢

工,胶济铁路总工会、京汉铁路总工会都发动铁

路工人组织“沪案”后援会,并以加工所得工资

救济上海罢业工人,充分表现了铁路工人团结

一致的反帝爱国精神。在大革命初期的革命中

心广州,广九、粤汉、广三三大铁路工人展开

了各种政治经济斗争。在参加平定滇军杨希闵、
桂军刘震寰叛乱斗争中,铁路工人同仇敌忾取

得胜利。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

会发布通电赞助北伐,强调“是以铁路工人不惜

粉身碎骨,在枪林弹雨中,为民众的利益而战”,
“要和一切革命之武力携手”。⑥ 铁路工人成立了

北伐铁道交通队、破坏队、侦探队等,用行动诠

释了何为“二七”精神。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定信念、敢于斗争

的革命精神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虽然有些人产生悲

观情绪,但大多数铁路工人坚信在党的领导下革

命必将胜利。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铁路工人

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党领导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武装斗争。“八一”南昌起义后,南浔铁路和潮

汕铁路工人分别参加和支援了起义;9月,株萍

铁路工人参加了秋收暴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秋收暴动经过

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

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

命的先锋队。”⑦此后,铁路工人积极响应党的号

召,支持了苏区和红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围剿

斗争。在蒋介石进攻中央苏区的主要运输线南浔

铁路上,铁路工人利用工作之便多次破坏铁路,
有效支援中央红军。粤汉铁路湘鄂段工人参加苏

维埃政权,举行武装暴动,破坏敌人交通线。徐

州铁路工人为阻止蒋军南下进攻苏区,把钢轨拆

掉。这些斗争,有效迟缓了国民党对苏区和红军

“围剿”的步伐。
在各条铁路线上,铁路工人补习夜校、俱乐

部、兄弟团、友谊社等相继重新组织起来,在一

些路站还建立了秘密的赤色工会小组,党利用这

些公开、半公开和秘密组织,领导铁路工人与反

动派当局进行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后

的一年里,粤汉铁路湘鄂段、株萍铁路、津浦铁

路等工人就发起加薪和复工运动,胶济铁路工人

进行了经济斗争。
在国民党当局不断对铁路工人欺骗和威逼情

形下,大部分铁路工人拒绝加入国民党反动派设

立的黄色工会,并利用黄色工会进行斗争。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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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国民党建立正太铁路工会,铁路工人中

的共产党员巧妙打入其中,利用黄色工会在铁路

工人中进行工作。1929年,趁国民党在北方大

办黄色工会之际,党在天津进行恢复中华全国铁

路总工会的工作,并决议加强对各铁路工人运动

的领导。1930年1月,平奉路工人举行示威活

动,包围路局和黄色工会。中东铁路工人还成立

赤色工会,领导群众一起反对黄色工会和国民

党。①1930年初发生的唐山机厂工人的罢工是国

民党叛变革命以来北方铁路工人最重要的斗争,
被称为“是北方工人重新抬头的象征”,“在经济

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上,在坚决反对黄色工会

上,在组织和加强工人自己的武装上,在英勇的

斗争精神上,都给今后的工人运动做出了辉煌的

榜样。”②此 后,北 宁、平 绥、平 汉、陇 海、胶

济、津浦、正太等铁路工人,在共产党地下组织

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自己的工会,严重抵制打击

黄色工会,积蓄力量,为更大的斗争作准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背叛革

命后,对铁路工人进攻采取了白色恐怖镇压和改

良主义欺骗的反革命政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

下,铁路工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和阴谋给予

坚决回击,表现出对革命事业的坚贞不渝。
四、抗战争时期不畏强敌、宁死不屈、血战

到底的革命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一开始就对铁路交通

实施严密控制,依托铁路推行法西斯政策和实施

暴行。“九一八”事变后,石家庄正太铁路员工迅

速成立正太路同人救国会,全力支持马占山部队

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一二八”事变后,正太路

同人救国会又转为正太铁路员工救国会,积极支

持上海十九路军抗日。与此同时,沪杭甬、平

绥、平汉、津浦、北宁、滇越以及南浔等铁路工

会也纷纷发出抗日通电。东北磐石铁路工人还参

加当地的吉林救国军;据统计,1931年和1932年

间,哈尔滨东铁华工组织的义勇军,在不到两个

年内就袭击日军达2500次。1934年3至10月,

东北铁路工人对伪满奉天铁路局所辖各线袭击

136次,对伪长春铁路局所辖各线袭击105次,
对伪哈尔滨铁路局所辖各线和洮南路分别袭击

127次、166次。③ 这些行动有利地配合当地抗

日武装斗争,体现了铁路工人团结一致、不畏强

敌、誓死抗战的爱国情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占

领区铁路工人实行残酷的殖民主义统治。为反对

日军残酷的殖民统治,粉碎其“以战养战”的企

图,铁路工人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斗争。在中国

共产党提出“持久战”策略指导下,各铁路工会组

织在斗争中提出“不为敌人开车,不为敌人修路!
破坏敌人的运输”,“一切为了抗战,一切适应抗

战的需要”④等口号。他们采取怠工、破坏机器

等方式,使日军的军事运输受阻。
在敌后,中国共产党强调“各铁路附近的道

棚工人(即修道工人)是破坏铁路阻扰敌人交通最

好的武器……若能每条铁路组织一个或几个铁道

队,专司组织铁路工人破坏铁路,这对相持与反

攻阶段,均有极大的意义。”⑤
 

铁路工人在党的号

召下纷纷组织抗日游击队,其中活跃在津浦铁路

鲁南段和临枣线上的鲁南铁道游击队,成为铁路

工人英勇善战抗击日军的杰出代表。在河南成立

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和道清铁路的焦作铁道义

勇队;在河北组建了保定铁路工人游击队。这些

抗日队伍常年活跃在沦陷区的工矿和交通线,配

合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的作战,在输送物资和情

报等方面,都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许多的铁路工人抗

日队伍在抗日烽火中建立起来。如在华北就有平

汉铁路游击队、正太铁路游击支队、同蒲铁路工

人自卫队、道清工人游击队等组织,随着这些抗

日队伍不断的壮大,日益成为各解放区主力军的

组成部分。如平汉铁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由最

初20多个赤手空拳的铁路工人发展到一支数百

人的铁道游击队。同蒲铁路铁工自卫队获得阎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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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奖给的除奸先锋的奖旗。① 1945年《解放日报》
发表题为《为独立与民主而战》社论,指出“自抗

战迄今,由平汉、正太、胶济、同蒲、港九等铁

路……所组成的抗日武装游击队,转战数年已成

为强大的武装队伍,已成为各解放区主力军的组

成部分。”②综上所述,在民族危亡之际,铁路工

人毫不退缩,勇于斗争,坚持抗战,在最艰苦的

年代里,用自己的行动,为全民族抗战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为祖国解放独立事业作出巨大牺牲和

贡献,表现出不畏强敌、宁死不屈、血战到底、
百折不饶的保家爱国精神。

五、解放战争时期忠于职守、艰苦奋斗、勇

当先锋的革命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时,铁路基本处于解放区军民

的控制下。但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以

“恢复交通”为借口,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抢占铁

路,并企图利用铁路来运输几百万国民党军队到

前线,以期发动内战。为保护人民铁路,推翻国

民党反动统治,铁路工人积极参加了护路、护

厂、抢修铁路的斗争,有力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

略进攻,为 解 放 战 争 的 最 后 胜 利 提 供 了 强 大

支援。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将铁路“接收”

变成“劫收”,铁路管理极为混乱。铁路工人对国

民党的罪恶行径深感愤怒。为改变被欺压的现

状,支持人民解放战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请愿和罢工斗争。如

京沪铁路、沪宁铁路、粤汉铁路、津浦铁路等铁

路工人分别举行了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运动;胶

济铁路发动了抗议济南国民党警察屠杀工人罢工

风潮等。这些斗争与国统区内以学生为主的其他

民主运动相呼应,形成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

第二条战线,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

1945年8月,面对国民党军迅速向各铁路

线扩展,进而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态势。中共中央

军委提出要开展以破坏铁路和公路,阻止敌人进

攻的交通战。毛泽东同志严正指出“而阻碍这种

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

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③中共中央专门强调要在

“破路”斗争中加强对铁路工人的联合,“对于铁

路工人和路警,应十分注意联合和解释,其失业

者须加 救 济,使 其 参 加 破 路,不 反 对 我 军 破

路。”④在党中央号召下,铁路工人和沿线民众紧

密配合,奋勇拆钢轨,搬枕木,把铁路器材沉入

水底、埋入地下。技术工人故意破坏机车,使其

不能运转,这让国民党控制下的铁路陷于瘫痪之

中,成功延阻了国民党内战阴谋。
在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解放军的

追击,在溃败时疯狂地抢掠各种铁路机器设备、
炸毁铁路线路、桥梁等各种铁路设施,还设法拉

走或破坏火车机车。中共中央号召铁路员工发起

保护人民铁路财产、进行赶修铁路、支援解放军

运输的行动。铁路工人不负党的重托,不怕牺

牲,誓死保护铁路设施和机车。他们声称“保卫

我们自己的家,不让一部车辆跟着白匪走”⑤,
“机器是我们的命,绝不能让他们破坏了,咱们

好好保护着,交代给解放军……”⑥虽然铁路工

人积极进行护路斗争,但终未能完全制止国民党

反动派疯狂地毁路行为。在党的号召下,为恢复

铁路运输秩序,铁路工人又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

投入到抢修铁路斗争中,许多铁路工人不仅把过

去埋藏的器材献出来,而且设法收集和利用废弃

材料……他们从深山中、从河底下、从矿井里收

集钢轨;他们到几十里外的森林里采伐木材制造

轨枕。⑦ 人民日报登载消息写道:“冀中各地人

民仅二十余天就修复了平汉、津浦两大铁路路基

二百余里,修好交叉冀中各地的三千二百五十余

里的公路线,及各个河流上的 (下转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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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作为。
(二)抓好培训管理必须坚持从严治校

从严治校是培训秩序和培训效果的基本保

证。只有管理严起来,学风才能好起来,学员才

能紧张起来,实现管与学的统一、教与学的互

动,培训内容才能最终兑现,才能把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的“遵循最严格的政治标准、学术标准、教

学标准、管理标准”落到实处,进而发挥好党校

不正之风“净化器”、党性锻炼“大熔炉”、全面从

严治党“风向标”的作用。
(三)抓好培训管理必须做到以变求变

新的形势下,催生了新的培训方式。线上培

训虽然是疫情时期的特有培训方式,但因其对场

所、师资等方面的便利要素,使其成为常态化的

培训方式。但这种培训方式在培训管理尤其是学

员管理方面的弊端,是培训品质的主要因素。因

此,有必要考虑在硬件设施上予以补强,通过现

场抓拍、回传的设备等信息技术手段约束学员、

管理学员。另外,也要发挥好培训管理人员的导

学、促学和督学作用,以管理人员的作用保证新

型培训方式的质量和效果。
(四)抓好培训管理必须强化队伍建设

组织员(班主任)是培训管理尤其是学员管理

的落实者、实践者,而且工作性质有一定的特殊

性。要把住入口,选用政治意识强、理论素质

高、管理能力强,善协调、会沟通,有责任心的

教职工担任组织员(班主任)工作。要培养学习能

力,在导学、督学、促学中能出色做好解读、催

化、总结和提炼等工作。要培养应急处理能力,
在各类突发事件中,能快速反应、有效处置。要

为组织员(班主任)多创造学习、培训和交流的机

会,拓展能力提升的空间,适应学员管理需求。

(作者系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党

校副校长)
〔见习编辑:霍竹韵〕


(上接第82页)
桥梁四十余座,使通达前线的交通更加畅通。”①

铁路工人夜以继日修复铁路和恢复通车,为赶修

路线,工人们连阴历年都自动工作。工友们喊话:
“现在不同了,我们都认识到这是替自己干活。”②

铁路工人在抢修铁路的同时,还开展了抢运军

需,积极支前援军运动。在党中央“打倒蒋介石,
解放全中国”号召下,铁路工人发出了“解放军打

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的
战斗誓言。铁路工人为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死
机复活”运动。为了保证军需物资运输任务,齐

铁昂昂溪3005号列车乘务员,不畏敌机袭扰和

轰炸,高度发挥自觉负责精神,胜利完成重大军

运任务,集体记特等功。③ 哈尔滨机务段工人修

复的“毛泽东号”机车,随解放军南下,承担运输

部队和战争物资任务,先后走遍全国13各省区,
被誉为“机车领袖”“火车头中的火车头”。

总之,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铁路工人以自

己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

进行,充分体现了铁路工人爱党爱国、忠于职

守、艰苦奋斗、勇当先锋铁路革命精神。

六、结语

在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铁路工

人始终遭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的压迫,多重压迫的残酷性为世界罕见,使得铁

路工人一开始就具备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斗争

精神。铁路工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以坚定的

理想信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高度的组织性、

纪律性,成为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和近

代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近代铁路工人反帝

反封建斗争史既是一部铁路发展史,也是铁路革

命精神史诗凝结的过程。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见习编辑:霍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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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何子立:《冀中平原支前洪流排山倒海
 

三十万人架桥修路
 

通达平津前线交通畅通无阻》,《人民日报》1948年

12月28日第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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