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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路是一首歌，它歌颂了
在党的领导下故乡之路的变化；它
是一部活史书，记载了故乡上千年
路的变迁。

远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
期，故乡就有了促进民族交往的

“牦牛古道”。“牦牛古道”，是故乡
道路最早的历史记载。到了唐朝中
后期，故乡的古道渐渐成为了“茶
马交易”的通商大道之一。明朝至
清朝几百年间，盘旋在故乡山间与
悬崖处的古道路承载着繁重的“茶
马互市”道上，人背马驮向康定运
输茶叶与生活物资的重任。它是高
原与四川各地互通的纽带，是行进
于崇山峻岭的艰险之路。清·雍正
十二年（1735 年）允礼（果青王）走
过这条险峻的道路时在诗中写到：

“峻岭临江鸟道行”。由此可见，故
乡的古老道路是何其艰险难行。

历代对故乡的道路多有修缮，
仍摆脱不了生产力落后的状况。明·
清两代，几百年间打箭炉（康定）作
为“茶马互市”的终转站后，故乡的
古道上背夫不断，源源不断的茶叶、
粮油、高原特产，人背马驮地背进背
出。故乡的古道上人来人往，背夫拐
子的敲击声、喘息声在山野回荡。在
漫长的岁月里，故乡的古道上不知

留下多少背夫艰辛的述说……
1935年5月28日，故乡的古道

上出现了急驰的队伍。这支队伍正
是为中华民族谋幸福的“中国工农
红军”。他们以顽强的意志，惊人的
毅力，在羊肠小道上迈开双脚，创造
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昼夜兼
程240里，写下了“飞夺泸定桥”惊
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故乡的路
上，浸染着红军为中国革命胜利洒
下的鲜血与付出的生命。红军长征
离开故乡15年后的1950年3月22
日，红军的传人——中国人民解放
军踏着红军的足迹，把鲜艳的五星
红旗插上了泸定桥头，故乡人民从
此得到了翻身解放。故乡解放71个
年头过去了，贫穷、落后的山乡在党
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大山作笔，江河水作墨，写不
完党为民所办实事的丰功伟绩。

故乡的变化无处不在，具有代
表性的就是路。因为路是故乡从贫
困落后走上脱贫致富的基础之一。
故乡沉睡在山野里残存的千年古
道向人们述说着昔日路的沧桑、艰
辛。而今的路，展现的不仅仅是时
代的风采，更是国力的强盛。故乡
因路而改变了昔日的面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标志着新纪元的开始。故乡解
放后不久，英勇的18军将士与民工
一道在荒山野岭、悬崖绝壁间，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战冰雪、斗严寒，不
畏牺牲，不向困难低头，以气吞山河
的雄心壮志，顽强的意志，在国家一
穷二白，百废待新，环境十分恶劣的
情况下，用原始简陋的工具，以“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战胜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抢修
通了从雅安到康定的“雅康公路”。
这段公路的通车，只有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为了歌颂修
筑“雅康公路”英雄们的伟大壮举，
乐水、时乐蒙创作了《歌唱二郎山》
这首时代赞歌。虽然几十年过去了，

《歌唱二郎山》这首歌仍久唱不衰。
二郎山公路的通车，是故乡公

路零的起点，也是零的开始。在党
的英明领导下，随着国家建设、发
展的需要，政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后期、先后修筑了“泸矿公路（甘谷
地至煤矿）”，“泸（定）石（棉）公
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未故乡泸
定的通车里程只二百余公里（含国
道318线）。路，是困扰故乡发展的
拦路虎。由于故乡的路相当滞后，
使本身就贫困、落后的故乡难以跟
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人们急切地盼
路、想路……

故乡的路，在上了年纪的本地
人的记忆里是段抹不去的伤痛。在
国家还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出行走
的是盘旋在山间的小道，依然是人
背马驮。人们没有埋怨，因为都知
道国家还贫穷，饭得一口一口地
吃，路得一步一步地走。人们相信，
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富裕了公路定
能通到家门口。盼望不是梦想，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渐渐增
强，特别是近些年来故乡山间的
路，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像一条条
彩带缠绕在山峦、沟谷，装点着“一
半人间居住，一半仙景”的古老山

乡。如今故乡的路是——雾在山间
绕，路在云中穿。人们盼路通到家
门口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故乡的公路，由解放时的“零”
公里到而今的一千三百余公里。这
惊人的数字向世人证实，只有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做到“为民
谋幸福”。喜看今日故乡的路，不仅
村村通了硬化公路，而且境内已通
了条高速公路，现又在建另一条高
速公路和“川藏铁路”。

一段路，就是在述说党恩故事。
在高山峡谷，悬崖、山峦间修筑公路
是非常艰难的事。“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这是党向人民的庄严承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越是艰难越向
前，要想富先修路，一时间成为各级
党政部门主要使命。国家不惜投巨
资为山乡修筑富民之路，只有在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能做到。翻开
中国历史，哪朝哪代能像今天这样
为民办实事，做好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面对苦难，中国人民没有屈
服，而是挺起脊梁、奋起抗争，以百
折不挠的精神，进行了一场场气壮
山河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
泣的史诗”……铭记历史，了解过
去，才能知道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今天的美好生活是无数先烈
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故乡山间的
条条通村公路的修筑，是党为民谋
幸福的具体载体。乡村没有公路，贫
困、落后的面貌是难以改变的。

故乡的山更绿了、水更清了、
路更好了。走在故乡通村、通户硬
化路上，呈现在眼前的是旧貌变新
颜，昔日破旧的农家房屋已变成幢
幢新房，通村致富公路使山乡农副
特产走出了山野、走进了市场。

故乡的路
◎武天和

英雄的
泸定桥
◎倪云富

大渡河水
一路欢歌
一路奔腾
述说着那场鲜血染红的战斗
英雄的泸定桥
用十三根铁链
托起了共和国的脊梁
桥上伟人的足迹
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
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
江山代有才人出
改革的春风
吹遍大江南北
百年梦一场
历史的车轮
滚滚向前
五湖四海
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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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生土长的泸定人。
四十七年来，我一直深爱着

泸定这片红色的土地。
我爱严父一般矗立的贡嘎

雪峰，给我博大而又坚毅的胸
襟；我爱慈母一般流淌的神汤温
泉，给我细腻而又悠远的情感。

飞越岭下，那六月绽放的
“红军花”，是被长眠的红军烈士
的鲜血滋养得绚丽如霞的吧？我
爱着。

岚安山上，那四季常青的松
柏，把“红军烈士纪念碑”映衬得
伟岸庄严，顶天立地。我爱着。

化林坪的盐菜，烘炒出老腊
肉，香气弥漫了整个村庄。杵坭
的红樱桃，带着诱人的香甜，引
来了八方游客。黄草坪的苹果，
伴随着自信的笑容，走进千家万
户。我也深深地爱着。

雅家埂的红石，牛背山的云
海，给泸定增添了妩媚；与内地
贯通的二郎山隧道，飞天而起的
大渡河大桥，又让泸定彰显出大
气。我怎能不深深地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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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爱到灵魂里的，却

是泸定桥。
它是一座普通的桥。
在高原峡谷里，泸定是一座

小城。这里“高岸夹峙，一水中流，
雷犇矢激，不可渡舟楫”，确实是
一处天堑。为解决“行人援索悬
渡，险莫甚焉”的民生问题，在“山
趾坦平，地名安乐”的这里，修建
一座“以便行旅”的铁索桥，于情
于理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

它还是一座简朴的桥。
它，没有太多的花里胡哨，

完全体现出一份实用，散发着亲
民爱民的气息。横跨河面固定于
两岸梁柱之上的十三根铁链是
它的桥身，下面九根铺上木板就
是它的桥面，两边各悬四根就成
它的栏杆。人走在上面，摇摇晃
晃、吱吱呀呀，头顶可见蓝天白
云，脚下可见波浪汹涌、浪花飞
溅，耳中可闻惊涛拍岸的轰鸣之
声。初次走在上面，少不了头晕
目眩、胆战心惊。

三百多年来，它就默默地在
这里，经历风吹雨淋，陪伴月落
日升，迎来了多少天真的孩子，
送走了多少沧桑的老人。

从它建成的那天起，它就立
下了宏大志向：要和它身下的大
渡河一样，帮助天下苍生大渡岁
月、大渡人生。

3
我爱泸定桥，是因为我觉得

它是泸定的灵魂。
灵魂是精神的支撑。对个人

而言，灵魂是信念，让人无论在
多么复杂的环境中，都不会迷失
自己的方向；也可以是力量，让
人无论在多么困难的道路上，都
能够昂首向前。对国家而言，灵
魂就是核心，就像我们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所有的中华儿女，都
会向她看齐，她就是天上的北极
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而泸定桥则是泸定的灵魂。
康熙大帝取“泸水”“平定”

之意，御笔一挥，为此桥赐名“泸
定桥”，而置县便以桥取名为“泸
定县”。一个县和一座桥“同名同
姓”，如果不是巧合，那就只能是
天意。泸定桥，让泸定这一方水
土，有了姓，有了名，从此就有了
灵魂。

泸定桥灵魂的核心是什么？
《御制泸定桥碑记》里的四个字
“以便行旅”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三百多年来，有多少人踩着它的
木板，攀着它的铁链，跨过了波
涛汹涌的大渡河，走过了艰难的
岁月，走进了生命的永恒。

“以便行旅”，用自己的铁骨
柔情，即使忍受着撕心裂肺的疼
痛也要给别人以方便，而却始终
沉默着不言不语，用大爱托起未
来，这就叫奉献！

而公元 1935 年 5 月，红军长
征经过泸定时，面对蒋介石“要把
红军消灭于大渡河西岸”“把毛泽
东变成石达开第二”的妄想，“飞
身可夺天堑”，二十二勇士攀着十
三根光溜溜的铁链，用英勇无畏
的钢铁意志，取得了“飞夺泸定
桥”的伟大胜利，让红军摆脱困
境，让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健步定攀高峰”，正如史学
家所评论的那样，“十三根铁链撑
起了一个共和国”。

泸定桥，它经历了这段腥风
血雨的艰难岁月。从那以后，它
就用坚韧和执着，向世界传颂这
段光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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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人民，不敢让自己的言

行玷污泸定桥的灵魂。
共和国诞生时，在高原的峡

谷里，他们用大渡河的涛声作和
声，用自己雄浑高亢的声音，唱
出对共产党的热爱，也唱出了对
共和国的祝福。

改革开放后，在封闭落后的
情形下，他们越过二郎山的雪峰
和云雾，用自己聪明睿智的头
脑，改变了自己的气质，也改变
了家乡贫穷落后的现状。

进入新时代，在共同富裕的
道路上，他们发扬飞夺泸定桥精
神，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实现了新的跨越，
也实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退耕还林、生态保护，扶贫
攻坚、共同小康，抗击疫情、协同
发展，在每一个阶段，泸定人民，
都始终呵护着泸定桥的灵魂，把
泸定的发展同祖国的发展紧密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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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勇士，

以果敢、坚决的态度，以蹈死不
顾的大无畏气概，以“功成不必
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
当，天堑飞夺，昭示了中华民族
排除万难、不怕牺牲、追求光明
和幸福的赤子之心。因此，飞夺
泸定桥精神，其实是红军精神的
浓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
今天，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泸
定，走到大渡河畔，走到泸定桥
上，不是为了看它的铁链如何环
环相扣，看它的桥板如何铺设，
而是要在这里追寻红军精神，缅
怀革命先烈，感受中华民族强大
的力量，以便在新长征的路上，
继续前进。

是啊，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在中华大地无处不在。

靠着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我们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废墟
中爬出来，重建了我们的家园。

也是靠着这种伟大的民族
精神，我们从新冠疫情的迷雾中
冲出来，坚守着我们的健康。

靠着这种精神，蛟龙入深
海，嫦娥入月宫，祝融去火星，
在强起来的路上，不断创造世
界奇迹。

还是靠着这种精神，袁隆平攻
克了杂交水稻的技术难题，让中国
人牢牢端稳了自己的饭碗；吴孟超
不断与肝癌搏斗，创造了肝胆外科
的奇迹，留下了三颗心在人间。

泸定桥，用他普通的模
样 ，塑 造 了 多 少 崇 高 的
灵 魂 。相 信 ，在 中 华
民 族 的 每 一 次 长
征 路 上 ，泸 定 桥
都将永远是一
座 丰 碑 ，成 为
泸 定 人 的 精
神坐标。

精神坐标
◎华元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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