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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永泉 方丹
记者驱车经三溪乡场镇， 来到在建的郑万

高铁巫山隧洞一洞口，见高大英俊的他，头戴安
全帽，正从隧洞出来，虽一身尘土，却两眼炯炯
有神，满脸笑意。

他就是隧道建设架子队队长———靳树华。
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郑万高铁建成通车

后， 从重庆主城乘坐高铁只需一两小时便可去
巫山游览神女峰，观赏红叶。

最近到巫山隧道建设工地采风，“铁二代”
靳树华向我讲了他自己的故事———

家属院
靳树华 2004 年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参加工

作， 郑万铁路巫山隧道是他参与修建的第五个
工程。

郑万高铁纵跨豫、鄂、渝三省市，是我国“八
横八纵” 高铁网中沿江通道和呼南通道的重要
组成部分， 和我国第一条桥隧比超过 90%的复
杂险峻山区高速铁路。 巫山隧道是郑万高铁的
重庆段控制性工程，全长近 17 公里，最大埋深
730 米。 靳树华说：

“刚开始参加工作那阵儿， 我主要是看图
纸，指导施工，后来转为行政管理。

“我们从 2018 年来到巫山三溪，到现在已 3
年有余。作为高铁隧道建设架子队队长，我几乎
每天要到隧洞施工现场去统筹安排，协调查看，
总之，要负责 100 多人干好活，还要管好他们的
吃喝拉撒。

“我父亲 1978 年参军入伍，在内蒙古当铁
道兵，1984 年‘兵改工’， 后来即属于中铁十八
局，一直干到前年———2019 年才退休。

“父亲所在的公司在刘备故里河北涿州。离
公司不远建有两个家属院———光明小区和幸福
小区，共住有 2000 多户人家，几乎清一色是妈
妈带着一两个孩子，爸爸情况都一样：常年在外
修铁路，一年到头就过年回一次家。大院儿里的
娃子们平日一起上学；放学后，尤其是礼拜六、
礼拜天， 一起疯跑， 一起滚铁环、 踢毽、 打球
……”

1998 年，树华 15 岁，刚读完初二。暑假来到
贵州兴仁市他爸的工地。 一天爸爸为让树华懂
得生活的不易， 特意让他戴上安全帽到工地体
验。当时施工条件很差，打风枪，放炸药，打二衬
……全是人工。看着大家干了一会儿后，爸爸表
情严肃站立一旁，让树华动手干，搬石头，推小
车，不到两小时，树华便累得腰酸背痛、大汗淋
漓，一手打起一个大血泡。 回到住处，妈妈才心
疼地拿针给树华把两个血泡轻轻挑破。

放寒假父亲回家过年与家人团聚； 放暑假
孩子提前写完作业， 妈妈带孩子到爸爸工地玩
耍：那个年代的铁建人，与妻子与孩子一年就这
样两次“见面”机会。 而平时，就只能靠鸿雁传
书。

“第一次给爸写信我印象忒深。 妈妈写完
信，又让我拿出作业本，她教我给爸爸写。 铅笔
写的。 写好后，让我从本子上轻轻撕下来，夹在
妈妈的信一起，给爸爸寄去。 读初一时，我就单
独给爸写信、 寄信了， 上初二后才不怎么写信
了，就是打电话……”树华回忆着，沉浸在童年
的幸福和甜蜜中。

树华 12 岁时，一次乘火车跟爸爸、妈妈一
起从工地回家。列车行至一段路途时，爸爸平静
地说“这段路是我们修的”，当时车上那么多人，
一定都听见了，小树华的心激动得咚咚直跳，为
爸爸感到特别骄傲。

铁二代
长期与父辈生活，小时候经常“上工地”，潜

意识里受到影响， 使得家属院里 70%左右的孩
子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了土木工程专业。他
们想，将来走向社会，与其进入陌生环境，不如
就干自己相对熟悉的行业。于是，家属院里长大
的孩子，很多都子承父业、女承父业，成了“铁二
代”。

这，似乎是“靳树华”们的一大择业趋势，一

大人生追求。是啊，树华一口气就列举出了他幸
福院的发小、 现在同为铁建人的一二十个人的
名字：崔岩磊、白多、索赤松、魏运磊、钱有亮、王
斌、刘美杰、赵孟丽、王宁……而且，其中包括树
华亲妹妹靳丽华在内的好几个， 今天都和树华
一起正在三溪修建巫山隧道呢。

巫山隧道穿越巫山向斜、梁子背斜，地质条
件极其复杂。 主要为泥岩、泥岩夹砂岩，软弱围
岩占比大，且存在顺层偏压、岩溶及岩溶水、岩
堆、滑坡等不良地质，洞内最大涌水量为 37000
立方米 / 天；隧道工作面多，独头掘进距离长，
通风、出渣压力大……属高风险隧道。

然而，就在上年 12 月 15 日，巫山隧道比计
划工期提前 125 天全线贯通。

巫山隧道的提前贯通， 凝聚了包括靳树华
在内的 2000 多名铁建人 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
心血和汗水。

作为架子队队长， 树华每年比大伙儿回家
晚、上班早。前年腊月二十六他最后一批离开工
地， 原计划正月初三离家上班， 因突发新冠疫
情，须延迟复工，但树华他们还得冲锋在前，他
正月十三便离开涿州，返回巫山。次日到达三溪
后，树华每天进隧洞巡逻，同时思考疫情结束后
如何更好开展工作。先期回到工地，他一面认真
工作，一面严格进行着自我隔离。

树华说，2020 年五六月，工期紧，压力大。大
伙儿在隧洞里干活，更面临高温考验。“隧洞里
随时是三十八九度，一进去就像进了汗蒸房，一
天到晚全身透湿。 有时干着干着，还感觉憋闷，
晕乎乎的，缺氧呗，咋办呢？ 赶紧摸出一支藿香
正气水（进洞前每人都备有几支），一仰脖子喝
了，闭一下眼，稍稍缓解一下，抄起家伙继续干
……”

树华前两年带的另一个架子队， 负责隧道
两个面的开挖。一度时期，一个开挖面危岩渗水

特严重。 他们每天同时用几台水泵不停往外抽
水。 渗出的水没过了大家的膝盖。 更要命是，随
时面临泥岩坍塌的危险！“我必须安排部分人不
眨眼地盯着这些刚开挖的岩体， 时刻看好———
它们是否有崩塌的迹象， 同时安排人干其他活
儿，”树华说，“每次数小时干下来，一个个衣服
湿透、累得精疲力竭不说，大伙儿的一双双脚，
全泡得像白萝卜，而且因为地下水质的问题，有
的兄弟的腿肚、手臂等处，还出现红肿、发痒等
症状。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看着，真的常
常心疼得、感动得流泪……”

树华介绍，项目部还针对隧道洞身长，地质
条件复杂，山高路陡、通风排水管理难度大等困
难，采取“长隧短打”，分 12 个掌子面同时掘进
施工。过程中，坚持“先探测、管超前、短进尺、强
支护、早封闭、勤测量”原则，采取动态优化设计
和施工方案、强化施工过程管控等措施，以最大
程度确保隧道安全顺利贯通。

同时， 巫山隧道下穿沪渝高速公路岳家岭
隧道，最小净高差仅 15 米，存在较高安全风险。
项目部多次会同专家，改变传统施工工艺，采取
中隔壁法施工、机械开挖法，从而有效降低了安
全风险。

中铁十八局郑万铁路巫山局指挥部每月
度、每年度都对各工区进行考核评比，树华所带
的架子队，由于干得出色，多次荣获优秀集体称
号， 尤其 2020 年疫情结束复工后的前六七个
月，月月是优秀；而他自己也屡次被评为先进个
人。

相思豆
言及婚姻和家庭，树华毫不避讳说，妻子有

过怨气；但妻子的家庭模式、成长环境与树华极
其相似，她对铁建人更多的是理解。

树华说，他爱人叫叶星。他们不光是幸福院
一起长大的，还是小学、初中同班同学。

生孩子毕竟是大事， 妻子生孩子前三天他
请假回家；可孩子满月后三天，他又得告别妻子
和 1 个月零 3 天的女儿回工地。

妻子的最大“怨气”是，她在怀孩子期间，每
次去做孕检不像别的孕妇都有丈夫陪着。 虽然
她没在电话上对树华说气话，但她的孤苦、她的
一丝怨气， 树华还是从远隔几千里妻子的话语
里有所感受。 尽管妻子总会说没什么，没什么，
并时常安慰树华不要担心她， 要树华照顾好自
己。

像树华小时候妈妈带他和妹妹丽华到爸爸
工地上去耍一样， 叶星也好几次带女儿思思到
树华的工地。前年暑假，叶星就带着 8 岁的女儿
从河北涿州去重庆巫山呆了个把礼拜。

来到沟壑纵横、水秀山清的三溪，树华兴奋
地领着妻子和孩子在溪边玩耍。流水潺潺，河坎
上长着丛丛芦苇， 苇穗子在阳光照射下闪着耀
眼的光。树华特别指着大山和几条溪流，给妻子
和女儿讲“三溪”地名的由来。

树华还带妻子和孩子游览小三峡， 看小三
峡猕猴； 带她们品尝地道的巫山脆李和巫山翡
翠凉粉。

树华更知道， 离工地不远的木耳村长有一
棵古老的红豆树。 就在妻子和女儿回涿州的头
一天， 树华特别带她们去看了这棵珍稀的古老
红豆树。

居住古树附近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一位
老太婆，见来了远客，颤巍巍从家里捧出几粒头
年从树上采摘下的红红的籽粒送给他们。 树华
和叶星双手接过红豆，微笑地谢过老太婆。

之后，妻子叶星，丈夫树华，女儿思思，一家
子手挽手， 轻轻地， 轻轻地吟诵起王维的绝
句———《相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
看着树华他们一小家如此甜美幸福， 老太

婆饱经沧桑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2020 年 12
月 2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引领，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
发展”重要指示要求，我县以实际行动把保
护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坚持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以环境整治倒
逼产业转型，以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全县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据了解，我县招商引资坚持“大小不论、
污染不要”，项目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环保

把关”。 完成“三线一单”（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清
单）技术成果编制并严格执行，协同推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守好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筑牢绿色
本底，巫山责任重大。当前，我县扎实推进河
长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开展巡河，
深入实施“三水共治”；强化水污染治理，扎
实开展沿江沿河入河排污口专项治理；加强
水资源保护，打好“碧水保卫战”，持续做好
“水文章”。同时，持续抓好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自然保护地
管控。

县生态环境局局长王祥平介绍，2020

年， 全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 358
天， 较 2019 年上升 9 天， 优良天数达标率
97.8%，PM2.5 年均浓度为 27 毫克每立方；
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稳定保持Ⅱ类，大宁
河等 5 条主要次级河流满足水域功能要求，
辖区无劣 V 类水体， 地表水水质达标率持
续保持 100%；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县境内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环境安全风
险态势持续可控。下一步，将深学笃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加大宣传力度，积
极培育绿色文化。

“保护长江，刻不容缓。 ”县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队长陈昆仑称，为恢复长江渔业
资源，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已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现全面禁捕。巫山长江段纳
入禁渔区水岸线长达 576 公里，水域面积达
97 平方公里。 中央部署十年禁渔后，县委、
县政府立即行动， 迅速抓好渔民退捕转产、
禁捕执法能力提升、管渔护渔网络建设。

2021 年 3 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长江保护法》将正式施行。下一步，我县将深
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保持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的战略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
口子，坚持治标和治本一起抓、预防和整治
一起上，奋力建好守好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切实当好长江母亲河的守护人，全面建
成三峡库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示范县”。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文 / 图） 1
月 6 日，记者在建平乡青台村 1 组的旭峰

云霞农家乐看到，老板娘谭成东正在将制
作好的豆豉分散开，避免粘连。

勤劳质朴的农村人，祖祖辈辈保留着
制作传统手工食品的习俗，豆瓣酱、渣海

椒、黄豆豆豉、大头萝卜……这些山货，都
是手到擒来。

每到冬季， 都是谭成东最忙的时候，
她要趁着现在游客少，多做些咸菜，来年
游客多的时候好卖。

“我们这些老人年纪大了，出去打工
人家嫌年纪大。 现在家里开了农家乐，游
客来吃饭，尝了我自己制作的咸菜，都说
好吃，回去时都会买点回去。 ”谭成东一边
整理咸菜,一边高兴地说。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 需求越来越多，
谭成东还制作了豆瓣酱、渣海椒、大头萝
卜、盐菜等。 2019 年，她以每斤 12 元的价
格销售了 150 多斤豆豉， 还有豆瓣酱、渣
海椒、大头萝卜等，共计 3000 多元。

“今年，豆瓣酱、渣海椒、盐菜等我都
已经做好了， 豆豉现在已经做了百多斤
了，还准备多做一两百斤，然后再买台真
空机， 这样顾客来买时， 更方便他们携
带。 ”谭成东表示，下一步，将结合农村电
商触网销售，不断拓宽销售渠道，让自己
的传统“咸菜”远销全国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将于 3月 1日施行

巫山积极行动保护长江母亲河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自脱贫攻
坚工作开展以来， 在脱贫路致富的道路
上，涌现出了一大批靠勤劳脱贫致富的贫
困户，红椿土家族乡的伍玉洪就是其中之
一，他不仅没有被困难压垮，还通过种植
中药材顺利脱贫。 如今，在致富奔小康的
道路上，阔步向前。

今年 47 岁的伍玉洪家住红椿村 3
组，家中有 5 口人。 前些年，妻子患病，年
迈的老母亲需要照顾， 两个孩子还在上
学。 伍玉洪在外务工，但工资低，入不敷

出，他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帮扶下，伍玉

洪自筹 5 万元资金，再加上政府的产业补
助资金，他开始发展中药材，种植了 10 亩
党参。 同时，红椿乡请来重庆中药研究院
的专家对种植户进行“一对一”的技术帮
扶，作为贫困户的伍玉洪，成为了帮扶对
象之一。 帮扶期间，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们
定时到田间采样，手把手教导种植户中药
材种植方法。

种下的 10 亩党参成为伍玉洪脱贫的

希望，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党参的
田间管理上。 让伍玉洪意想不到的是，仅
仅辛苦了两年，种植党参不单让他实现脱
贫，还给他家带来的财富。

通过几年的发展， 伍玉洪发展了 50
余亩中药材，成为了当地的中药材种植大
户。

“2019 年收入了 10 余万元，今年又扩
展了几亩， 现在党参已将卖了 10 余万元
了，预计牛膝还要卖 10 多万元。 ” 伍玉
洪说。

自力更生、不等不靠让伍玉洪的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如今，红椿村有 300 户村民发展中药
材 1 万余亩，品种包括党参、贝母、牛膝。
发展微企 257 户，建成中药材烤房 14 个，
粗加工厂 1 个。 中药材年产值达 2300 万
元， 仅党参一项就为村民带来 1000 万元
的收入。 从事药材产业 500 余人，带动贫
困户 69 户，通过种植中药材，村民人均收
入从当初的 4000 余元发展到如今的 1.2
万余元，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谭成东：制作传统“咸菜”远销全国各地

红椿村：村民种植中药材走上致富路

相 思 豆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1 月 7 日，记者从县民政
局获悉，为切实加强历史地名保护，弘扬传统地名文化，
重庆市近日公布了第一批 115 个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其
中，我县的巫山、巫峡、巫山十二峰、大宁河、大昌镇五地
名成功上榜。

据悉，重庆市第一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是依据地名
的历史性、知名度、文化内涵、文化独特性及传承价值等
方面，经区县筛选申报、市级部门审核、专家评定最终确
定而成，包括古城（都）、古县、古镇、古村落、少数民族
语、著名山川河流、近现代重要地名等多个类别。

根据相关规定，列入历史地名保护名录且仍在使用
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尚未使用的地名，应当按照有利
于保护传承、地域就近原则优先启用；对确实不能启用
的，应当采取设立纪念性标识物、立碑等措施加以保护。

因城乡建设、改造或者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确需
对历史地名作出是否保留使用决定的，民政部门或者专
业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充分听取专
家和社会公众意见。

链接》》》
巫山，作为地理名词，历史上曾出现在中国各地。现

在主要指横贯湖北、 重庆、 湖南交界一带，“东北 - 西
南”走向的连绵群峰。主峰为重庆奉节县境内乌云顶，海
拔 2400 米，是中国地势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北与大
巴山相连，南面深入武陵山地，东为长江中下游平原，西
为四川盆地。 现在也指重庆市巫山县。

巫峡，自巫山县城东大宁河起，至巴东县官渡口止，
全长 46 公里，有大峡之称。 巫峡绮丽幽深，以俊秀著称
天下。它峡长谷深，奇峰突兀，层峦叠嶂，云腾雾绕，江流
曲折，百转千回，船行其间，宛若进入奇丽的画廊，充满
诗情画意。 " 万峰磅礴一江通，锁钥荆襄气势雄 " 是对
它真实的写照。 峡江两岸，青山不断，群峰如屏，船行峡
中，时而大山当前，石塞疑无路;忽又峰回路转，云开别
有天，宛如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巫峡两岸群峰，它们各
具特色，有诗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巫山十二峰， 分别坐落于巫山县东部的长江两岸，
江南江北各有 6 峰，各距县城 10-30 公里不等。 江北六
峰有:登龙、圣泉、朝云、望霞(神女)、松峦、集仙;江南六
峰有：净坛、起云、上升、飞凤、翠屏、聚鹤。巫山十二峰除
峰形秀丽多姿外，变幻莫测、来去无踪的巫山云雨也大
大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峡区山高谷深、蒸郁不散的湿
气，沿山坡冉冉上升，有时形成浮云细雨，云雾之中，有
时化作滚滚乌云，有时变成茫茫白雾。十二峰时隐时现，
疑似仙境。

大宁河，全长 200 余公里，由北向南经巫溪县，由巫
山县注入长江。大宁河风景区是奉节 - 巫溪 - 巫山“金
三角”的三条主轴线之一，以景点密集、可游性强和自
然、人文、民俗的和谐统一著称，堪称 " 百里画廊 "，有 "
天下第一溪 " 的美称。

大昌镇， 位于重庆市东部渝陕鄂三省市交汇处，迄
今已有 1700 多年历史， 幅员面积 188.33 平方千米，是
小三峡黄金旅游区和巫山北部旅游观光走廊的中心，国
家重点镇、重庆市最具人文气息美丽小镇，同时也是三
峡库区最大的三期移民重镇。大昌古城为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巫山五地名入选
重庆第一批历史地名保护名录

谭谭成成东东在在制制作作传传统统咸咸菜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