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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中国铁路不断走向更快、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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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花好月圆时，古稀之年的老航天
人情不自禁地把回顾与赞赏投向我脚下
的这一方生机勃勃的热土——丰台。

缘分，是人们在时代发展必然进程中
似乎偶然的境遇。我就是在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大踏步迈进时期与咱丰台区结缘
之人。

1960年盛夏，我，一个15岁的乡下丫
头，走出黄土高坡，一脸稚气，一身补丁土
布衣，只身千里到天津寻亲，乘火车在北京
中转，第一脚就踏在首都的丰台站，那时的
第一印象，这里也是北京？没想到，一年后
又是酷暑时节，本姑娘身穿戎装和战友们
一道，乘坐解放牌军用卡车，高唱着“我是
一个兵”来到丰台区，在卢沟桥上向群狮致
敬，这里是屈辱历史的见证。在永定河畔
向时空发问，我们的营盘在何方？从此，我
成了北京市丰台区的在册居民。

永定流金，千秋骏业伴潮起；卢沟叠
锦，万里鹏程逐梦飞。上世纪60年代，共
和国虽然贫穷，然而风清气正，社会上没
有“走后门”一说。遵循党中央一声密令，

经过严格的三代筛查政审，青年才俊们从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汇聚在北京，在首都
的正南和西南的处女地上秘密建起了两
座航天城。从此，成千上万航天人在永定
河西畔筑梦；从此，伟大祖国的航天伟业
与卢沟桥相望雄起。

东高地，曾经是与南苑皇家围猎之地
毗邻的荒野，1957年11月16日，由世界著
名科学家钱学森为第一任院长的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在这里悄然诞生，在绝
对遵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保密守
则中担当了“引领航天、追求卓越”的神圣
使命。

云岗，50多年前，一处杂草丛生、乱石
滚地的小村，自从朱家坟铁道口一侧竖立
了“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标牌，这
里，在默默地发生着巨变。50多年来，航
天伟业的开创者们在这片土地上和祖国
的飞航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度过了青春岁
月，走过了多彩人生。云岗成了飞航人的
第二故乡，我们在这片期望丰收的热土上
成长、成才、成家。我们在这片预示成功

的舞台上筑梦圆梦。
这祥光，给 50 年代的丰台带来了天

机，带来了神秘，更带来了持久和平的奠
基。共和国的尖端精英就要在这里凝练
锻造。1957年12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由
军委炮兵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共同负责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教导大队，地址
就在丰台区的云岗。同年12月24日18时
51分，在寒风习习、飘扬细碎雪花的夜幕
中，一列从满洲里发来的军列，神秘开进
长辛店火车站。之所以神秘，在于火车上
装载着两枚P-2导弹、技术装备和随行来
华任教的苏军上校以及102名苏军官兵。
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亲临车站，他亲手
解开系在P-2导弹上的红绸带，满怀深情
地对在场官兵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
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
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
从这天起，丰台区云岗便成了中国最早有
导弹的地方。1958年1月11日，在P-2导
弹落户云岗第18天，“中国导弹与航天之
父”钱学森等高级将领风尘仆仆来到云

岗，出席中央军委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期培
训班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讲话。这个秘
密组建的炮兵教导大队就是现如今中国
人民解放军二炮的前身。被业内人士誉
为中国导弹部队的“黄埔军校”培训出的
2500多名导弹专业技术人员，像一把优良
种子撒向四面八方，为共和国的导弹与航
天事业奠基创业。后来，在这些学员里产
生了4名院士，他们如闪亮的科研之星，在
航天高科技领域熠熠生辉。谁能想到丰
台区完全不起眼的一隅却成了开启我国
导弹事业和导弹部队的摇篮。谁又能看
到那都市乡村里老一代航天人孕育的春
华秋实之壮美！

这祥光，给丰台带来了伟业，带来了
神奇，更带来了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共
和国的尖端重器就要在这里腾飞。1960
年 9 月，寂寞了 600 多年的镇岗塔迎来了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新伙伴。
从此，飞航导弹研究院在丰台区云岗秘密
兴起；从此，小小的云岗村旧貌换新颜，一
座新型的航天城扮靓京西；从此，航天传

统精神、飞航精神在这里弘扬传承；从此，
共和国的飞航骄子不断超越。在60年国
庆大典上，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盛大阅兵中，
航天科工集团三院自行研制的多种型号
装备在十里长街上壮军威、扬国威，为保
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而彰显实力。

50 年前丰台区这两处未开垦的处女
地，而今英姿挺拔、高贵大气地环绕在首
都的南端和西南端如诗如画、美轮美
奂。“美哉！我的丰台！”“美哉！航天人
的家乡！”

曾做过文学青年梦的我，不失良机地
开始了敲键盘“运动”，每遇国家大事、航
天大举、发展大美，就要情不自禁地坐在
电脑前，抒发爱党、爱国、爱航天、爱家乡
的激情，颂扬深化改革的美好时代，讴歌
圆梦复兴的宏伟蓝图，描绘雷锋精神、航
天精神、北京精神、志愿者精神以弘扬正
能量。我在丰收的沃土上笔耕，我在成功
的舞台上接地气、扬大爱，其乐无穷。

王利平（区文联供稿）

丰丰台台——航天人的美丽家乡航天人的美丽家乡

我是京铁家园社区铁路博物馆的荣誉馆
长金万智。我爱丰台，他谱写了中国铁路百
年的辉煌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我是幸运者，也是
参与者，又是见证者。作为一名铁路工人，我
是中国铁路从时速 30 公里普速列车到现在
350公里高速铁路的见证者。我们京铁两代
人努力和奉献，服务于广大北京和全国人
民。我为自己是铁路人感到骄傲，为中国铁
路高速走向世界感到自豪。

要乘坐火车，大家都知道要买票。那时
候，只有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铁路部

门才在市内设立几个售票处，但不是哪个售
票处都卖你需要的票。那时是分方向售票。
例如：北京当年设有前门售票处、东单售票
处、西直门售票处、北新桥售票处。买京广各
线车票是在西直门售票处购票，京沪方向列
车客票是在东单售票处购票，前门售票处大
一点儿可以售全国各条线的火车票。北新桥
售票处只售硬座火车票，不售卧铺票。市内
各售票处都不售当日火车票，只预售第二日
第三日车票。当日车票只能在车站售票处购
买。市内各售票处应该称为预售车票处。售
票时间早八点至晚八点。那时候买票都要日
夜排队，买火车票比现在到大医院挂号都难。

现在拿着一张火车票或刷身份证进站乘
坐火车的时候，可曾想到在四十多年前，可能
你要拿着四五张票才能乘坐火车。那时候的
火车票是硬板形式的。不是现场打印出来

的，而是由铁路印刷厂提前印制完成的站到
站的客票。火车票是客票和附加票的总称。
坐火车首先要买一张硬座客票。如果乘坐快
车，还要买一张加快票。乘坐卧铺，还要买一
张卧铺票。如果想盖被子，又要买一张卧具
票。你在几车厢几号座位乘坐，还有一张号
条。如果你乘坐的是空调列车，那么还需要
买一张空调票。经过改革，出现了联合客
票。客快联合票、客快卧联合票等等……到
1991 年，常备客票种类达 143 种。我们现在
的一张软纸客票，完全代替了这 143 种硬板
火车票。

丰台区是铁路大区，拥有多个铁路名片：
第一个高铁火车站——北京南站，是目前北
京最大的高铁车站；北京丰台机务段是一个
具有百年铁路历史的机务段，而著名的毛泽
东号机车就是在这个段；丰台具有光荣革命

历史的二七机车车辆厂。目前正在改建的丰
台火车站将既有普速线路又有动车组，将成
为亚洲最大火车站。

丰台科技园里有个叫中国通号的企业，
“通”是声音上的连通，“号”是信号的传递，其
实他们研究的就是火车的耳朵和眼睛。以前
当铁路上有特殊情况，不允许列车通过时，都
是去调试信号灯向来向车辆发射信号，并在
距离故障点位 800 米外的铁轨上放置响墩，
列车驶过时就知道前面有故障，从而及时启
动刹车。现在中国通号公司的技术相当于是
给列车安装上了耳朵和眼睛，列车自己就能

“看”、能“听”，技术先进多了，也准确多了。
随着中国铁路的继续快速发展，相信未

来人们乘坐列车出行会更加便利、体验会更
加舒适。

（李娜）

迎·春

作者：孙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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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丰台区的世界花卉大观园内春花灿烂。温室内盛开的兰花、曼陀罗、一品红等数百种
花卉，以及室外天然植被制作的地景作品为观赏者带来春天的气息。 特约记者 李欣 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