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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历史背景

1964 年至 1980 年，我国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一场以
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基本设施建设。20世纪 60年代
初，中国 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
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1964 年，中央
决定建设第二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体系，将国防、
科技、工业、交通等生产资源逐步迁入三线地区，三线建设
宣告拉开帷幕。1964 年至 1980 年，国家在三线地区的投
入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 40%左右，400 万建设者用
生命建起了 1100 多个大中型工矿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
校。三线建设的实施，为增强我国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
布局以及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作出了极大贡献。镇旬公路
就是在三线建设期间修建的。

建设情况建设情况

镇旬公路，即从商洛市镇安县到安康市旬阳县（今旬
阳市）之间的公路。它蜿蜒于乾佑河、旬河沿岸的秦岭深
山之中，全长 114 公里，是在 1955 年的西康驮运路的基础
上修建而成的。工程自开建到建成通车历时 8 个月，3 万
多名民兵参与建设，是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帮助下，
在悬崖绝壁上靠人力修筑的一道“天路”。镇旬公路的建
成通车，打通了商洛到安康之间的公路交通线，使其为战
备做了服务，也为当时正在修建的襄渝铁路提供了运输大
型机械设备和器材的通道。

1970 年 11 月底，商洛地区领受了抢修镇旬公路的
任务，于 12 月 3 日成立镇旬公路工程指挥部，从商洛地
区 各 县 抽 调 民 兵 3 万 人 、干 部 900 多 名 ，按 军 事 化 管
理，组建了 7 个团 34 个营 160 个连，做好出发准备。指

挥 部 委 员 会 书 记 高 永 和 先 期 率 领 各 民 兵 团 共 28 名 负
责 同 志 由 镇 安 赴 旬 阳 进 行 线 路 勘 察 ，历 时 5 天 ，步 行
300 多华里，途经 2 个县 4 个区 10 多个公社。12 月 13
日，镇旬公路工程指挥部在旬阳县招待所召开会议，向
参加建设的 7 个县分别下达施工任务和动工时间。12
月 18 日，镇安县民兵团召开誓师大会，拉开了修建镇
旬公路的帷幕。

建设过程中，指挥部组织民兵学习毛主席关于“备
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要抓紧”“不怕困难，努力筑
路”等指示，统一思想，提振士气。在险要工程地段，民兵
团的建设者悬崖劈石、抡锤打眼，手震裂、眼熬红不下火
线。在没有机械化长途运输的条件下，民兵团上人力肩
扛背驮、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叫苦不叫累。在紧张的
施工中，建设者舍小家顾大局，即使家中亲人重病甚至去
世也不请假、不回家，坚守岗位。面对危险，共产党员和
干部亲临一线指挥。山阳民兵团共产党员、排长李朝忠
在突然发生大塌方的情况下身先士卒、临危不惧，指挥 23
名战友脱险，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 8 个多月的
施工建设中，广大民兵“上工星星收工月”，白天干石方，
晚上干土方；两班制、三班制轮流作业，日夜战斗，不少连
队春节期间没有休息，坚持施工。他们把“黑夜当白天，
雨天当晴天，晴天当两天”，提出“小雨大干、大雨顶住
干”，使工程进度不断加快。

为了高速度完成任务，指挥部对整个工程全面规划、
合理安排、分段突击。狠抓重点工程，先难后易，先石方
后土方，先重点后一般，集中优势兵力，一个一个突击完
成。商南团在大战艰险工程火石梁时，集中了 4 个连 800
多人的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高 100 多米、长 138 米
的悬崖峭壁上开出了一条路基，打破了“火石梁、烂石滩，
狼牙怪石连着天，神仙见了也胆寒，要想修路难上难”的
传言。柞水团修建甘溪桥、山阳团清理前嘴山大塌方、镇

安团攻克红卫砭，都是集中了几个连甚至几个营的
力量经过短期突击完成了任务。商县团在架设两

河关便桥时，更是集中了 1500 多人的力量，打了
一场大会战。每场大会战的迅速取胜，不仅保
证了重点工程按期完成，而且使广大民兵战士
始终士气振奋、精神饱满。这样一来，各处的
大会战就组成了 3 万人的全线大会战。在 8
个月的施工建设中，工地上开展评比活动，
评先进、树榜样，共评出“四好连队”86 个、

“五好民兵”11447 人，掀起了一个个高速
度、高质量的施工浪潮和轰轰烈烈你追我
赶的竞赛热潮。在高速度建设的同时，指
挥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狠抓工程质量关，
自下而上开展质量和速度关系的大讨论，弄
清“快”和“好”是辩证的统一，要求所建的公
路平时能过汽车，战时能过坦克；同时多次组
织各团领导干部现场参观评比，逐段检查，确

保工程质量。
修建镇旬公路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很多，

主要是运输线长、工程艰巨、技术力量和建筑工
具不足、生活艰苦。在解决建筑工具和技术力量

不足方面，建设者开动脑筋、自己动手，据不完全统
计，施工过程中共自制各种工具 2 万多件、把杖 12.3

万多根、架子车箱 1600 多副、笼筐 4.6 万多个。修桥开
基没有抽水机具，就用盆端、用桶提，没有技术就群策群
力想办法。面对山大沟深、道路崎岖，运输是一个大难
题，只能靠人力背运来解决。广大建
设者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
命精神，硬是一担一筐地把物资运进
来。据统计，至 1971 年 5 月底，人力
背 运 物 资 达 1000 多 万 斤 ，相 当 于
1260 多辆汽车的运货量。全线 20 多
处艰险工程，就是依靠苦干加巧干攻
下来的，一座座坚固、美观的桥梁就是

“泥腿子”架设起来的。面对艰苦的生
活环境，指挥部号召广大建设者自己
动手克服困难，许多连队进入工地“做
饭没锅、睡觉没窝”，大家就住石洞、河
滩，在露天做饭、石板上擀面；不顾行
军拉练的疲劳，放下行李就上山砍柴
割草，往返数百里背运物资。大家豪
迈地提出：“没有粮食自己背，没有把
杖自己砍，工具不足自己造”“树干一
架就是梁，柴草一盖就是房，毛竹一围
就是墙，地铺就是最好的床”，仅营建
一项就节约 30 多万元。在整个筑路
过程中，广大干部、民兵生活条件一直
十分艰苦，冬季自己烧炭取暖，夏天忍
受蚊虫叮咬，副食、蔬菜不足是普遍现
象，但大家不叫苦、不埋怨、战严寒、斗
酷暑，艰苦奋斗、克难攻坚，确保工程
任务的完成。

1971年 7月 1日，镇旬公路举行通车典礼，历时 8个多
月的镇旬公路建设宣告结束。

修建镇旬公路的意义和伟大的修建镇旬公路的意义和伟大的““三线精神三线精神””

镇旬公路在不到一年时间内顺利建成通车，是筑路史
上的一个奇迹，有力地见证了商洛人民吃苦耐劳、勇于奉
献的精神，不仅是一部商洛人民的筑路史，更是一部商洛
人民不向命运低头的奋斗史、自强不息的创业史、众志成
城的“圆梦”史，是“三线精神”的生动体现。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
神，是民族精神、奋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镇旬公路建
设中的“三线精神”，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修建镇旬公路遇到的困

难是难以想象的，处处是高山峻岭，道路险要，人烟稀
少，建设者为争取时间，在数九寒天、脚踩不毛之地的情
况下，背着水壶和毛巾，转战于深山峡谷之间，住的是草
棚，吃的是干咸菜。修路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先进人物，
比如放炮员李道隆，放炮工作开始后，他苦战 6 个夜晚，
卷纸筒、装药包，为次日放炮做好准备；春节放假不休
息，到工地选炮位、定炮眼、卷纸简，废寝忘食地进行实
践总结，提高放炮工效。在二期工程的紧张工作中，他
患了重感冒，领导和战友劝他休息，他说“病了我的身
子，病不了我的心”，仍继续坚持工作。比如商县民兵团
三营一连的指导员李来才善于疏导大家的思想、鼓舞大
家的斗志，为两河关大桥伐木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还
有年过半百的后勤部物资保管员田永胜时刻不忘节约，
经常废物利用。

二、顾全大局，团结协作。镇旬公路建设是商洛支
援三线建设的重要工程，任务重时间紧，建设者自觉服
从大局、保证大局，坚持统一指挥和调度，不谈条件、不
讲 价 钱 ，听 到 命 令 立 即 出 发 ，拥 有 极 强 的 团 结 协 作 精
神。在镇旬公路的建设过程中，商洛地区计划委员会、
镇安粮食局、商洛地区商业局首先保障建设中的焦炭、
粮食、油料、副食、工程材料的供应，特别是旬阳、镇安
各级革委会和人民群众想三线之所想、急三线之所急、
供三线之所需，给了很大的帮助。商洛地区各级革委
会和人民群众时时关心和支援公路建设，帮助解决了
不少问题。省地质一六队，公路七队、十四队，省公路
设计院，中央交通部设计院，地区运输公司四连，省基

建汽车团的同志和民兵们一起团结战斗，给了广大建
设者很大的支持和鼓舞。正是由于各方的统一部署、
安排和支援，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政治优势，凝聚成气势磅礴的强大合力，才能在短
时间内创造奇迹。

三、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伟大而艰巨的工程，不可能
没有牺牲，修建镇旬公路也不例外。在修建过程中，不但
困难大，而且有很多危险因素，不少民兵在施工中失足坠
崖，受伤甚至失去生命。面对战友的牺牲，其他民兵并没
有畏缩、后退，而是勇敢前进，继续完成任务。

奋力拼搏助力三线建设奋力拼搏助力三线建设 不怕牺牲修筑蜿蜒不怕牺牲修筑蜿蜒““天路天路””
———从馆藏档案看镇旬公路的建设—从馆藏档案看镇旬公路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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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 尖 上 的 商 洛

“天然绿色数黄花，花艳山乡乐万家。”每
到入夏时节，漫步在商洛田间，金灿灿的黄花
菜总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新鲜采摘的黄花菜
也是美食达人这个季节的最爱。

黄花菜，学名萱草，它还有一个浪漫的名
字，叫“忘忧草”。西晋博物学家张华在《博物
志》中写道：“萱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
故曰忘忧草。”

黄花菜属于百合科萱草属，一种多年生
草本植物，花果期是在 5—9 月份，花被为淡
黄色、黑紫色或是橘红色。它可以耐干旱、耐
贫瘠，虽然地面上的部分不耐严寒，但地下的
根茎可以忍受-10℃的低温。

说起它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中
就 有 记 载 ，其 有 清 热 利 尿 、凉 血 止 血 的 作
用 。 能 有 忘 忧 草 这 个 名 字 ，其 实 也 指 的
是 黄 花 菜 的 营 养 价 值 ，因 为 它 富 含 蛋 白
质 、脂 肪 、糖 类 等 ，人 们 食 用 后 常 有 舒 畅

安 逸 的 感 觉 ，因 此 有 人 还 将 黄 花 菜 称 作
“安神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花也有着独特的
象征意义，常常被用作诗词、歌曲和小说中的
美喻。在《红楼梦》中，黄花被比作贾宝玉与
袭人的爱情；在鲁迅的小说《故乡》中，黄花寓
意着对故乡深深的感情。

除了在中药和文化中的运用外，黄花还
是一种重要的建筑装饰元素。自古以来，黄
花就被视为吉祥的符号，常被用来装饰宫殿
和豪华住宅。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以“莫道农家无宝
玉，遍地黄花是金簪”来赞美黄花菜。抛开文
化背景不说，单说一个“吃”字，已经足以让黄
花菜脱颖而出了。

商洛有道名菜，叫黄花菜烧肉。把干黄
花菜泡发，鲜肉切成丝，用料酒、胡椒粉和适
量盐腌制，再用酱油调味、蛋清嫩肉，热锅热

油后把肉丝炒开变色，捞出来备用，剩余的油
爆香花椒和姜蒜，然后将黄花菜炒熟。当黄
花菜独有的气味弥漫上来之后，将肉丝和黄
花菜炒匀，用水冲开淀粉后勾芡，适量调味即
可出锅。

在商洛人手中，黄花菜还能变换出很多
花样，黄花菜炒鸡蛋、黄花菜烧鸡、黄花菜牛
肉臊子面……在商洛的大小餐馆里，这些菜
都是独特的风味。

安神忘忧黄花菜
南 星

商洛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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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旬公路鸡上架段今貌镇旬公路鸡上架段今貌


