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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

青岛浮山

花岗岩入选

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
安门广场中央，通高37 . 94米、东
西宽50 . 44米、南北长61 . 54米，占
地面积3000平方米，共使用1 . 7万
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
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
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
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
纪念设施。

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高耸入云，承载着无数先烈的不朽
功勋和崇高精神。每一寸碑石都书
写着波澜壮阔、英勇悲壮的篇章。

产自山东的碑心石，有着一
段史诗般的进京之路，青岛与济
南，在这段征程中留下了深刻的
印记。

1949年9月30日，兴建人民英
雄纪念碑的决议通过。历经近三
年的精心筹备，1952年，著名建筑
学家梁思成设计的方案被采纳，
1953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造
工程正式拉开帷幕，首项任务就
是寻找能匹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
绝佳石料。

经过全国范围内的考察及反
复对比，青岛浮山的花岗岩入选。
根据设计蓝图，碑心石需要一块巨
大且完整的石料，约15米长、3米
宽、1米厚，预估重量超过三百吨。

青岛浮山的花岗岩宛如天赐
瑰宝，质地坚硬、韧性十足、纯净
细腻，其卓越的品质使其成为承
载历史与荣耀的不二之选，它不
易风化，能在岁月的侵蚀中屹立
不倒，成为永恒的象征。

由于浮山位于青岛，开采花
岗岩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青
岛市人民政府肩上，1953年4月，
石料开采工作正式开始。

开采的第一步，是确定石料
是否完整，为了检测其完整性，工
人们沿石料开凿出一条水沟，水
沟硬化后灌入水，同时往石料上
洒水，检查石料是否有气泡，有气
泡，就说明石料有裂纹。经六天六
夜的测试，工人们并未发现石料
有气泡，同时水沟里的水位也没
有下降，这足以说明，青岛浮山的
石料是完整的。

彼时，新中国刚从战争的废
墟中崛起，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
弱，现代化的大型机械稀缺。在如
此艰难的境遇下，开采花岗岩的
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
战。

被誉为“石神”的李开山多年
来在崂山地区遍采巨石，经验十
分丰富，他带领工人们，起初尝试
了“放闷炮炸”法，结果不尽如人
意。他们迅速调整策略，用“蚂蚁
啃骨头”的方式，以顽强的毅力和
坚定的决心，一步一个脚印地向
目标迈进。

工人们仅凭简单的器具，在巨
石周围挖掘出数米深的沟槽，剔除
外围石块，让碑石渐渐崭露头角。
他们的汗水浸润了土地，血水染红
了石屑……终于，三百多吨的巨石

被完整地从山体中分离出来。
这块巨大的原石坯，长宽高

分别为15 . 3米、3 . 5米和2 . 1米，总
重量逾三百吨，经过初步的剖平
处理，其重量减轻到280吨。然而，
将其从开采点运至仅仅60余米外
的山场，这看似短暂的距离，却耗
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每一步都
充满了难以言喻的艰辛与不易。

《历史的丰碑——— 人民英雄
纪念碑兴建往事》中记载了采石
的过程：“1953年3月,一则开采碑
心石的通知下达到青岛料石场，
工人们都很激动，这是一项艰巨
而光荣的任务。虽然当时石料开
采的条件较差，但心中怀着比石
头更加坚硬的信念，他们就像蚂
蚁啃骨头一样，一锤一锤、一凿一
凿，硬是把一整块重达三百多吨
的花岗岩开采下来。”

当开采的艰辛告一段落，新
的难题山峦般横亘在面前——— 如
何将这庞然大物般的石料安全运
抵目的地？运输路线在地图上看
似清晰明了，石料厂——— 大港货
运站——— 北京前门西站——— 天安
门广场纪念碑工地。现实的状况
远比想象中复杂和严峻得多。

从石料厂到大港货运站这短
短约15公里的路途，分布着山丘、
村落和数座桥梁，这都是运输途
中的巨大阻碍。有人提议在两地
间临时搭建一条铁路，但经详细

计算和评估，高昂的开支让这一
设想被迫搁置。

最终，工人们决定采用“滚
杠”的办法。他们在山坡上精心铺
设道木和铁轨，在山坡和山脚悬
挂起坚固的钢索和绞磨，一步一
步引导石料顺着铁轨缓缓下滑。
运输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至关
重要，工人们以松木作枕木，上面
铺设一层钢管，钢管上垫着四根
大方木，方木上再依次铺上钢板
和木板，用推土机在铁轨前方牵
引。每前进一段距离，工人们便将
后方的枕木移至前方，如此循环
往复、艰难前行。

沿途，无数青岛百姓被工人
们的坚毅精神所打动，纷纷自发
投身到运输队伍的行列。有的主
动拆除自家房屋，为石料开辟通
畅的道路；有的热情夹道相送，为
辛勤劳作的工人们加油助威。所
有参与运输的人员日夜守护在石
料周围，吃住都在附近，不敢有丝
毫的疏忽和懈怠，直至将石料安
全送达目的地。

巨石抵达山场后，经过第二
次精心加工，重量减至约 1 0 2
吨，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工业运输
条件下，这一重量依然是一个难
以跨越的障碍。

从山场到青岛车站，短短15
公里路程，耗费了三十多天。将石
料运往北京，首先将其从山场运

至青岛车站，途中要翻越一座山
峦、穿越四个村庄，跨越十几座桥
梁。山场与车站之间并无铁路相
连，工程师们绞尽脑汁，用松木平
行铺设在地面上当作铁轨，然后
在上面横架滚木、钢筒等作为轴
轮，再在其上铺设一层竖轨，重复
铺设滚木，最后将石料放置其上，
缓缓推动前行。石料每移动一段
距离，就将后方已经经过的轨道
重新铺设到前方，就这样一步一
挪、艰难推进。

当石料抵达青岛车站，又经
过细致加工，重量减至94吨。然
而，要将这一块巨大的石料装上
火车运往北京，依旧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

济南中转

消减石料重量

当时火车最大运载量仅为90
吨。1953年8月，时任济南铁路局调
度科长的袁遐庐接到了上级下达
的艰巨任务，要求调配一辆能够承
载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进
京的超大平板车。这一任务让袁遐
庐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因为当时济
南铁路局所拥有的平板车载重最
多不过60吨，放眼全国，当时也难
以寻觅超过百吨的车体。

这时，一个转机悄然降临，苏
联铁路专家巴拉诺夫来到济南授

课，经过一番艰苦的搜寻，终于找
到一辆能够承载较大重量的车
皮，但这辆车皮最多也只能运载
90吨。

为了确保运输安全万无一
失，铁道部果断决定对大石料进
行进一步的加工削减，力求将其
重量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工人们再次投入到艰苦的石料削
减工作中，为了再进一步减轻石
料的重量，铁道部按照超载10%
的预算，组织工人对大石料进行
了第三次精心加工。经过精确的
计算和精细的切割，石料最终成
功减至94吨，加上用于固定石料
的设备，总重量接近100吨。

然而，将这近百吨的石料稳
妥地放置到平板车上，又是一个
巨大的难题。当时的运输条件简
陋，现代化的起重设备严重匮乏。
工人们群策群力，想出了原始却
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在火车站
旁垫高地面，借来了拖拉机，在经
验丰富的老工人的指挥下，一点
点地将石料艰难地挪向平板车。

碑心石终于稳稳地安置在了
平板车上，但运输之旅的挑战并未
就此结束。由于石料过于沉重、体
积庞大，列车的行驶速度极为缓
慢。在直线轨道上，时速仅有20公
里，而在弯道及进站时，速度更是
骤降至10公里。为了保障运输的绝
对安全，列车在夜间停止运行，仅
在白天小心翼翼地缓慢前行。

在运输的途中，列车遭遇了
重重困难。当列车即将抵达济南
站时，由于碑心石体积过大，济南
站东咽喉天桥处的通道过于狭
窄，列车无法正常转弯。为了让列
车能够继续前进，铁路部门不得
不争分夺秒地连夜抢修一条铁
路，绕过济南站。

运送巨大花岗岩所遇到的困
难接踵而至。在德州更换车头时，
列车发生溜车，装载碑心石的车
厢被猛力撞出十几米远。万幸的
是，石料在这一意外中安然无恙。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列车得到
了铁道部和沿途百姓的全力支持。
他们加固桥梁、调整铁路线路，无
数人默默地为碑心石的顺利运输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沿途经过的三
个道路狭窄的小村庄，为了确保碑
心石能够顺利通过，村民们不等动
员，主动拆除了5间民房。

就这样，列车承载着众人的
殷切期望，缓缓地向着北京进发。
历经十七天的艰难跋涉，1953年
10月13日，运石专列终于抵达北
京前门西车站。此后，工人们又用
了三天的时间，沿用之前的老办
法，一点一点地将石料从火车站
搬运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

回首这段充满艰辛与挑战的
铁路运输历程，每一个环节都饱含
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智慧。从寻觅合
适的车皮，到一次次对石料进行精
心的减重加工，再到克服运输途中
的种种艰难险阻，这一路走来，步
步艰辛，却又步步坚定。

他们用汗水和努力，书写了
一段铁路运输史上的传奇篇章。
这段传奇不仅见证了人民群众的
伟大力量，更为人民英雄纪念碑
的成功建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作者为中国铁路作协
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

青岛出产，济南中转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的非凡征程

工人们对开采下来的毛坯花岗石进行加工整形。
工人们在山坡上铺设枕木滑轨，用钢缆捆住石料，将花岗岩

由山上缓缓放至山下。

9月30日是我国的“烈士纪念日”，每年到了这一
天，都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
献花篮的仪式。

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承载着无数先烈的
不朽功勋和崇高精神，每一寸碑石都书写着波澜壮
阔、英勇悲壮的篇章。其中产自山东的碑心石，有着一
段史诗般的进京之路，青岛与济南这两座城市，在这
段征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尚尚未未卸卸下下火火车车的的花花岗岗石石碑碑身身石石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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